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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三晋大地生机盎然，全省
各地水利工程现场一派繁忙景象。近年
来，我省以构建现代水网体系为牵引，在
政策保障、智慧灌溉、民生水利等领域持
续发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水动能。

政策护航
激活水利建设新引擎

春节后第一周，省水利厅迅速召开
落实省委省政府“重大项目建设年”行动
暨重点水利工程推进会，向全省水利系
统干部职工发出“开春即开工”总动员
令，各大水利工程项目聚焦重点、提前谋
划，迅速掀起水利建设新高潮。

据了解，为充分发挥省级重点水
利工程助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重要作用，省水利厅印发《2025 年省级
重点水利工程推进实施方案》，围绕加
快实施省级重点水利项目中心任务，
扎实开展项目建设“提效、护航、优服、

攻坚”四大行动，进一步推动工程及早
建成达效。

2025 年我省省级重点水利工程共
47项，全年计划完成投资124亿元，较去
年增长 18%。据介绍，我省将聚焦全力
治水、兴水、节水目标，坚持“四水四定”
原则，着力加快构建现代水网，涵盖水资
源配置、水旱灾害防御、农村供水保障、
新建续建灌区、河湖泉域复苏、生态水保
治理、地下水超采治理等多个领域。

3 月 14 日，我省发布重大项目涉水
要素保障措施，全方位推动狠抓要素保
障、全周期发力提升服务质量、全流程提
速提高审批效能，对区域内重大项目统
筹谋划，设立省、市、县三级和审批、水利
两部门涉水要素保障联合专班，聚焦项
目难点、堵点和关键点，提供“一对一”精
准帮扶……一系列举措有力助推各大重
点水利项目高效落地。

智慧灌溉
赋能现代农业新升级

眼下，正是春浇春灌的关键期，我省

大中型灌区陆续开闸春灌。从农田灌溉
自动化到灌溉方式高效化，再到用水计
量精准化管理，各大灌区依托数字孪生
灌区建设，强化新装备、新技术应用，让
灌溉更智慧、更高效。

汾 河 灌 区 是 我 省 最 大 的 自 流 灌
区，承担着太原、晋中、吕梁 3 市 7 县
（市）49 个乡（镇）103.97 万亩农田的灌
溉 任 务 。 截 至 目 前 ，该 灌 区 已 引 水
4200 万立方米，灌溉面积达 28 万亩。
据介绍，和过去大畦块灌溉不同，今
年，该灌区大力推广小畦块灌溉，通过
缩小灌溉单元，一方面，使水流推进速
度加快，在较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灌溉，
既减少深层渗漏造成的浪费，又确保
每株作物根系均匀吸水；另一方面，由
于小畦块面积小，水流分布更均匀，能
更好地保证每个区域的作物都得到适
量的水分，避免了因局部灌溉过量而
造成的水资源浪费。

“目前，汾河灌区共安装测控一体化
闸门 119 套，实现了斗口以上全部精确
计量、自动控制和远程控制，推动传统灌
溉向高效节水灌溉转变。”汾河灌区汾东
供水管理中心负责人李国元说。

此外，在晋中市潇河灌区的田间，
随处可见扛着铁锹的农民正在忙碌，汩
汩清流顺着渠道流入农田……连日来，
潇河流域管理中心组织人员对灌区的
渠道工程建筑、供水排水设施、机电启
闭设备进行全面检查，为确保春灌安全
输水做好基础性工作。同时，该中心积
极主动加强与灌区用水户的沟通联系，
组织工作人员调查摸底，及时掌握灌区
的待灌面积和用水需求，编制《2025 年
度抗旱春浇灌溉用水工作方案》，及时
跟进抗旱灌溉用水服务，全力以赴抓好
抗旱春浇工作。

水利惠民
托起乡村振兴新希望

3 月 10 日，在吉县的黄河古贤水利
枢纽工程建设工地现场，记者看到，数十

台挖掘机、装载机正有序施工，工程车辆
往来穿梭。该施工现场负责人告诉记
者，当前，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确保
导流洞按节点推进。

黄河古贤水利枢纽有限公司工程建
设部负责人李振国介绍：“截至目前，上
游施工支洞开挖支护已完成 41%，正在
进行钻孔、爆破、喷射混凝土施工作业，
下游施工支洞已完成开挖支护任务，正
在进行主洞开挖施工。3月底前将完成
施工支洞建设任务，力争年底前导流洞
全线贯通。”

据了解，2025年是黄河古贤水利枢
纽工程建设的关键年，导流洞是关键线
路上的控制性项目，目前正在开挖两条
主洞和两条支洞，其中一号主洞长1403
米，二号主洞长 1555 米，开挖进度直接
决定了工程截流时间以及整个项目的建
设进展。

同样，在高平市米山镇净水厂项
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抢抓施工进
度，进行一体化设备间修建和综合楼四
层顶板安装。据了解，该市米山、河西
等 5 个乡镇水源置换净水厂站配套工
程于去年开工建设，目前净水厂设备
间主体及清水池建设基本完成，一体
化净水设备也已进场。工程完工后，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可
提升至66%。

按照“有水用、有网供、用得起、可持
续”的工作思路，高平市全域布局、规划
引领，以城乡供水一体化为方向，稳步推
进农村管网改造提升，构建起供排污一
体化治理格局，全力推进农村供水设施
提档升级。高平市水务局将稳步推动形
成城乡供水一体化格局，加快推进村内
管网改造工程，让广大群众喝上放心水、
满意水。

春潮涌动处，发展正当时。从肥沃
的黄河岸畔到葱郁的晋中粮田，从智能
化的灌区中枢到星罗棋布的乡村水厂，
三晋大地正以水为笔，绘就高质量发展
新图景。

大力实施兴水工程 持续激活发展动能
——我省构建现代水网体系纪略

本报实习记者 刘迎春

本报太原 3月 24 日讯（记者
王佳丽）近日，省科技厅下发通知，
组织开展 2025 年度科技金融专项
申报工作并择优支持。本年度支
持类型主要包括：贷款贴息、金融
机构风险补偿、专属信贷金融产品
奖励、融资担保代偿补偿、科技创
业投资风险补助、科技保险险种保
费补助和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
类补助。

通知明确了支持方式：
贷款贴息：对企业类或新型研

发机构类创新主体在2024年1月1
日—202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信用
贷款产生的利息支出给予补贴。贴
息标准按照贷款利息的50%给予补
助，且贴息额最高为贷款本金的3%

（含），每个支持对象贴息额累计最
高20万元。

商业银行信贷风险补偿：对商
业银行向企业类或新型研发机构类
创新主体发放的专属信贷金融产品
（信用贷款）在 2024 年 1 月 1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不良贷款
损失进行风险补偿。发放的专属信
贷金融产品（信用贷款）年末不良率
超过 1%时，对超过 1%且小于 3%
（含）的不良贷款损失进行补偿，补
偿标准为不良贷款损失的 30%，单
一法人机构年最高补偿200万元。

专属信贷金融产品奖励：商业
银行为企业类或新型研发机构类创
新主体设立的专属信贷金融产品在
2024年度授信总规模首次达到1亿
元的给予20万元奖励，以后年度在
上年基础上授信总规模每增加1亿
元再给予20万元奖励，单一法人机
构年最高奖励100万元。

融资担保代偿补偿：对2024年
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期间产
生的担保代偿损失进行补偿。补偿
标准为担保代偿损失的20%。单一
法人机构年最高补偿200万元。

科技创业投资风险补助：股权
投资机构向省内注册登记时间5年
以下（含）的企业类或新型研发机
构类创新主体以货币资金方式完
成股权投资，可在实缴投资1年后，
申请风险补助。单笔投资获得的
补助金额标准为扣除政府出资后
投资额度的 2%，最高 30 万元。同
一家投资机构年度获得支持额度
最高200万元。

科技保险险种保费补助：企业
类或新型研发机构类创新主体在
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

期间（以保险合同时间为准）购买科
技保险险种，其支出的保费可申请
保费补助。补贴标准为实际支出保
费的 50%，每个支持对象年度补助
总额最高20万元。

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类补
助：对在 2024 年 1 月 1 日—2024 年
12月31日期间，开展“债权加股权”
科技金融精准对接、科技创新政策
宣贯、投融资辅导、科技金融服务线
上子平台建设以及相关创新创业活
动进行补助，单个服务机构补助额
年度最高100万元。

省科技厅下发通知

2025年度省科技金融专项开始申报

本报太原 3月 24日讯（记者 王
龙飞）3 月 22 日，省发展改革委、山西
金融监管局联合召开全省支持中小微
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电视电话会
议。会议强调，用好支持中小微企业
融资协调工作机制，服务好、发展好中
小微民营企业，要坚决消除阻碍民营
和中小微企业融资的各种隐形壁垒，
进一步优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环
境，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全面激发企业
活力。

会议指出，当前，我省支持中小微
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更加顺畅高
效，上下联动更加有力，条线协同更加
紧密，企业贷款的获得感和对金融服
务的满意度明显提高，协调机制取得
阶段性成效，各方主动为中小微企业
纾困解难的工作氛围更加浓厚。截至
3 月 15 日，已走访全省中小微企业 125
万户，其中，纳入申报清单 13 万户，纳
入推荐清单 12 万户，累计授信 10.87 万
户，累计放贷 10.55 万户，累计授信金
额 2691.06 亿元，累计放贷金额 1916.95
亿元。截至 2 月末，全省小微贷款余
额同比增长 12.00%，达 1.28 万亿元，继
续保持较快增长，除农村中小金融机
构外，银行累放贷款年化利率 3.46%，
同比下降135BP。

会议要求，各地要加强互学互鉴，
总结推广各地积累的宝贵经验，坚持
目标导向、效果导向，学以致用。要把
走访到位作为工作取得成效的基础，
加大企业走访力度；把协调到位作为
企业获得实惠的关键，跟进协调解决企业面临的实际困
难；把宣传到位作为实现工作目标的重要抓手，加大对
中小微协调机制工作成果、经验做法的宣传报道力度，
让更多企业了解机制，选择通过机制解决问题，推动支
持中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发挥更大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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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太原3月24日讯
（记者 王佳丽）近日，省应
急管理厅印发《2025 年危
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要
点》，围绕“一防四提升”主
线，夯实安全基础，部署全
年危化品安全监管重点任
务，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
事前预防转型，全力保障
全省化工安全生产形势持
续稳定。

据介绍，“一防四提升”
即防控重大安全风险，提
升本质安全水平、人员技
能素质水平、信息化智能
化管控水平、安全监管能
力水平。

防控重大安全风险。
聚焦“特殊作业管理、报警
管理、违章操作、从业人员
资质、承包商管理”等五类

“屡查屡犯”问题，开展一
轮重大危险源企业“消地
协作”专项检查，推动三类
包保责任人认真落实包保
责任和排查任务。深化硝
酸铵、硝化、过氧化等高危
细分领域专项治理，推动

高危工艺企业实施“两减
两提”（减量、减人、提自动
化、提学历），完成反应风
险评估 3 级及以上工艺技
术改造。

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推动古县涧河、万荣皇甫等
化工园区年内达到D级，A、
B 级 园 区 暂 停 新 项 目 准
入。稳步推进太原、晋城、
长治3套过氧化氢生产工艺
退出改造，淘汰老旧装置。

提升人员技能素质水
平。组织对全省化工和危
险化学品企业主要负责人
开展全覆盖安全培训，推
动实训基地和培训空间建
设运营提质增效，提升培
训质量。

提升数字化智能化管
控水平。完善省级安全风
险智能化管控平台，打通部
省数据通道。

提升安全监管能力水
平。持续开展新标准规范
学习宣贯，加大监管人员培
训力度，2025 年底前覆盖
70%以上危化监管人员。

省应急管理厅

明确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要点

本报太原3月24日讯（记者 康
煜）日前，室内大型情境体验剧《又见平
遥》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
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首期“数字环境下
保护与促进文化多样性示范案例”。这
是继该剧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级沉
浸式文旅新业态示范案例”后，再次斩
获国际文化创新领域殊荣。

作为全球首个以“创意与可持续
发展”为主题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二
类中心，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此次评选聚焦数字时代文化保护创
新实践。《又见平遥》凭借沉浸式叙事
与数字科技的深度融合，让观众在移
步换景中触摸历史文脉。

室内大型情境体验剧《又见平遥》

斩获国际文化创新领域殊荣

三晋聚焦

权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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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悬塑＋香梨让山西这座古城火出圈

近年来，平陆县高质量建设现代
樱桃采摘示范园，大力发展现代特色
农业，蹚出一条“樱”为有梦、振兴有

“果”的康庄大道。
据了解，示范园通过引入全自动

温控系统，创新“休眠唤醒”技术，精
准调控温湿度，打破樱桃生长周期限
制，实现错峰上市。此外，示范园累
计雇佣村民 200 余人次，带动群众增
收120万元，村集体年增收40万元。

据统计，2024 年，园区内单棚产
量突破1000公斤，产值达40万元，较
建园初期翻了3倍，科技“硬实力”让

“小樱桃”变身“黄金果”。
本报记者 杨永生 摄

平陆

借助科技力量
樱桃错峰上市

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本报实习记者本报实习记者 刘迎春刘迎春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