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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
形势，全省上下精准有效落实更加积
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全力推动各项重
点任务落地见效，一季度全省经济起
步平稳、开局良好，高质量发展迈出新
步伐。

4 月 25 日，省统计局、国家统计
局山西调查总队联合发布了一季度
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
值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全省地区生
产总值为 5611.28 亿元，按不变价格
计算，同比增长 4.5%。其中，第一产
业增加值为 170.12 亿元，增长 3.5%；
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2196.70 亿元，增
长 5.2%；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3244.46
亿元，增长4.0%。

农业、服务业稳定增长，工
业生产加快增长

一季度，全省实现农林牧渔业（包
括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 178.75 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6%。
畜牧业生产保持稳定。一季度末，全
省 生 猪 存 栏 871.8 万 头 ，同 比 增 长
7.8%。一季度，生猪出栏 368.2 万头，
同比下降1.7%；牛出栏19.5万头，增长
8.0%；羊出栏221.9万只，增长0.2%；家
禽出栏6740.3万只，增长9.2%。猪牛
羊禽四种肉产量48.0万吨，增长2.5%；
禽蛋产量35.3万吨，增长4.3%。

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7.7%，增速较 1 至 2 月加
快 1.3 个百分点。从三大门类看，采
矿业增长 9.3%，制造业增长 4.7%，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
长 5.5%。从煤与非煤看，煤炭工业
增长 8.7%，非煤工业增长 6.2%。从
行业看，40 个行业大类中 31 个行业
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为 77.5%。
从产品看，15 种主要工业产品中 9 种
产品产量呈增长态势，增长面 60%。
3 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10.2%。

新兴动能加快培育。一季度，全
省 规 上 装 备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10.7%，其中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增长
2.5 倍；高技术制造业中，计算机办公
设备制造业增长 1.3 倍；工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中，新能源产业增长19.0%，
高端装备制造业增长15.8%。

一季度，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4.0%。其中，住宿和餐饮业增加
值 增 长 5.7% ，营 利 性 服 务 业 增 长
4.8%，批发和零售业增长4.7%。互联

网领域涨势较好。一季度全省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
长13.1%。1至 2月份，全省规模以上
服务业中，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
业收入增长43.5%，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营业收入增长19.2%。

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发力，消
费潜力加速释放

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7.9%，较1至 2月份加快0.6个百
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14.0%，第二产业投资增长6.9%，第三
产业投资增长8.0%。新领域投资力度
较大，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33.6%，其
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30.9%，高
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36.5%。新建商
品房销售逐渐回升。

一季度，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1927.5亿元，同比增长5.9%，较1至
2月份加快1.2个百分点。分城乡看，
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1628.8 亿元，增长
5.9%；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298.8 亿元，
增长6.0%。分消费形态看，商品零售
1746.6 亿 元 ，增 长 5.8% ；餐 饮 收 入
180.9亿元，增长7.1%。全省限额以上
消费品零售额799.5亿元，增长8.2%。

升级类消费销售旺盛。在各项
促消费政策带动下，手机、汽车等升
级类商品销售旺盛。一季度，全省限
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中，智能手机零
售额增长 60.3%，新能源汽车增长
44.1% ，计 算 机 及 其 配 套 产 品 增 长
27.0%，可穿戴智能设备增长23.3%。

旅游消费活力十足。一季度，全
省重点监测景区的接待人数 2496.7
万人次，增长 20.4%；门票收入 5.9 亿
元，增长 22.2%；经营收入 11.4 亿元，

增长44.8%。

财政收支保持增长，居民收
入稳步增长

一季度，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04.9亿元，同比增长1.2%。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1469.6亿元，增长6.9%。

3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
存款余额63739.7亿元，比上年同期末
增长6.4%,比年初增加2613.5亿元；各
项贷款余额 47676.7 亿元，增长8.3%，
比年初增加2076.8亿元。

一季度，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8484元，同比增长5.2%。按常住地
分，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207元，增长4.4%；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5027元，增长5.8%。

一季度，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11.2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24.8%。

起步平稳 开局向好
——2025年一季度全省经济发展态势观察

本报记者 王蕾

用阅读点燃三晋大地文化自
信的火炬，让阅读滋养中华民族优
秀儿女的精神长河。山西，这片承
载了千年文脉的土地，在这个书香
馥郁的春天，奏响了新时代的阅读
篇章。

4 月 23 日至 25 日，第四届全
民阅读大会在太原举行，本届大
会以“培育读书风尚、建设文化强
国”为主题，通过各种论坛、阅读推
广、重读经典、名家讲坛、榜单发
布、展览展示等活动，整合资源、搭
建平台、总结经验、探讨思路。表
里山河书香浓浓，让五千年文脉韵
味更加悠长。

这是一场广大读者深度
参与的阅读狂欢——

在长风文化岛，龙城书展共设
有“阅读新时代”“旧书新知”“阅读
雅集”“书香少年”“玩味阅读”五大
主题街区，在4500平方米沉浸式书
街上，全国 50 余家优质出版社、20
余家优秀文创研发机构齐聚，吸引
了众多市民前来选书、购书。

在省图书馆长风馆区二展厅，
“书韵流长——山西省图书馆古籍修
复技艺展”现场，当读者在古籍修复
师的全程指导下，亲自体验捺印、碑

刻传拓、雕版印刷、线装书制作、经典
抄写等传统技艺时，文化传承的力量
在不经意间悄然显现。

当身着汉服的小小书童以“快
闪”的形式出现在阅读大会期间，
吟诵山西诗人王维、王之涣、柳宗
元等人的名篇时，新颖的形式点燃
了孩子们的阅读热情。“少而好学，
如日出之阳。”新时代的少年儿童，
阅读要像呼吸一样自然流畅。

4月的太原，花团锦簇，书香氤
氲。一场文学盛宴，让人们对这座
城市的文化记忆更加清晰。通过
阅读经典，山西文脉始终世世代代
传承。

这是一场属于写书人、读
书人的节日——

高福、李敬泽、阿来、蒙曼、郦

波、刘醒龙、老藤、白烨、马伯庸、樊
登……众多名人从各地赶来，以书
会友，参与盛会。他们在主旨演讲、
榜单发布、现场采访时为阅读发声，
或推荐好书，或提供读书的方法。

中国作协副主席、评论家李敬
泽建议，我们读书，不能仅仅以现在
的眼光看过去，要“穿越”回过去思
考作者的环境、想法，从而真正理解
作者、理解作品。

帆书APP创始人、首席内容官、
西安交通大学客座教授樊登表示，
如果用碎片化的时间刷手机是学不
到东西的。如果你真的想学点东
西，至少拿出一个小时时间来读书，
哪怕一年读两三本书也很好。

在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
波看来，山西先贤辈出，山西的孩子
得天独厚，可以沿着先人的足迹，沿

着经典文本的足迹，找寻历史。
名家之于阅读的表达，让我们

对从古至今的阅读有了新的思考和
畅想。

这是一场呈现了行业热
点和未来趋势的大会——

作为数据发布、经验交流、项
目展示的权威平台，第四届阅读大
会也呈现了最新的行业热点和未
来趋势。

全民阅读氛围日益浓厚。2024
年 我 国 成 年 国 民 综 合 阅 读 率 为
82.1%，较2023年的81.9%提升了0.2
个百分点，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
阅读量为 4.79 本，人均电子书阅读
量为3.52本。均较上年有所提高。

数字化阅读方式持续深入国民
生活。2024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规

模为6.7亿，同比增长17.52%。我国
数 字 阅 读 市 场 总 体 营 收 规 模 为
661.41 亿元，同比增长 16.65%。我
国数字阅读作品总量约为 6307.26
万部，同比增长6.31%。

AI 时代，阅读的方式正在加速
更迭。龙城书展，依托 5G、AI、XR
等信息技术，全方位展示“科技+阅
读”新成果：引入柳宗元数字人进行

AI一句成诗、一语故事的互动体验；
联动山西古建群，沉浸式观看3D宏
伟作品《数晋千年》。“锦绣千年、弦
歌不辍”——中国书院展，以“数字
人”的方式呈现了苏轼、朱熹等解疑
释惑的场景。

本届阅读大会为读者朋友带来
听、视、阅、享的多场景阅读新体验。

（下转第2版）

““阅阅””表里山河表里山河““读读””盛世华章盛世华章
——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综述

本报记者 王媛

时代 征程 伟业新新 新新 新新

4月25日，记者在长子县鲍店镇
王家圪倒村、宋村镇陶唐村日光温室
产业园建设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挖掘
机轰鸣作业，工程车往来穿梭，工人们
焊接钢筋，一派火热的施工景象。

据了解，长子县日光温室产业园

项目占地面积2000亩，总投资2.3亿
元，分别在大堡头镇、鲍店镇、宋村镇、
碾张乡规划4个园区，建设示范性栽
种基地和辣椒产业聚集区，打造“公
司+种植户+连锁配送+销售终端”蔬
菜全产业链模式。项目建成后，将形

成规模化、现代化、绿色无公害化种植
生产基地，进一步增强长子农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

图为工人正在架设大棚骨架。
本报记者 冯毅松

通讯员 杨林陆 摄

——聚焦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

培育读书风尚培育读书风尚 建设文化强国建设文化强国

本报太原 4月 26日讯（记
者 张剑雯）4月26日，2025“清
洁美丽中国行”宣传活动启动仪
式在太原举行。该活动主要围
绕生态文明、节水护水、生物多
样性保护、低碳减排等领域开
展，吸引了来自省内多所高校的
20多个社团积极参与。

活动现场，山西大学电力
与建筑学院的获奖社团代表介
绍了“清洁美丽中国行”全国高
校小额资助项目，并向广大高
校学生发出倡议：大家要从节
约一张纸,节约一度电开始，用
行动践行绿色誓言。活动中，
2025“清洁美丽中国行”全国高
校小额资助项目小程序也正式

上线，邀请全国高校学子共同
践行绿色行动。

来自全省 20 余个高校环保
社团的同学们纷纷亮出宣传“绝
活”，大家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
更深入地交流环保理念，学习环
保知识，增强了绿色生活意识和
责任感。

据悉，今年是“清洁美丽中
国行”品牌活动持续开展的第14
年，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将
继续面向全国大学生开展“清洁
美丽中国行”全国高校小额资助
活动，通过资金支持、专业指导
和资源对接等方式，助力高校环
保社团成长壮大，进一步激发青
年学子的环保热情和创新活力。

2025“清洁美丽中国行”宣传活动启动
全国高校小额资助项目小程序上线

本报太原 4月 26日讯（记
者 栗美霞）4月25日，由省文旅
厅和省教育厅联合开展的“文艺
进社区”——高校“一站式”学生
社区共建活动启动仪式在太原
举行。活动旨在通过为广大高
校青年提供专场定制服务，把图
书馆、文化馆的“馆内服务”推广
到“馆外社区”，进一步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让“艺术”为学生社区赋能。

结合各高校的实际情况，省
文化馆牵头策划了文艺演出类、
展览展示类、优秀传统文化体验
类三大主题板块活动。在文艺
演出类活动中，将组织我省具有

地域特色的优秀群众文艺作品
及我省参加全国第二十届群星
奖参赛作品，结合高校精品节目
进行组台演出，通过音乐、舞蹈、
戏剧等艺术形式，促进文艺交
流；在展览展示类活动中，将精
选具有代表性，弘扬正能量，讴
歌新时代的书画摄影作品，结合
高校师生校园作品进行展览、展
示或组织高校师生作品进行评
选；在优秀传统文化体验类活动
中，将组织非遗传承人、工艺美
术大师等进行现场表演，让高校
学生参与作品的制作过程，增加
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感性认知和
体验。

“艺”润校园社区 共谱文化新篇

全省高校开展“一站式”学生社区共建活动

长子长子::项目建设火热推进中项目建设火热推进中

本报太原4月 26日讯（记
者 王蕾）为规范电磁空间秩
序、保障公众移动通信权益，从4
月15日起，省工信厅联合省通信
管理局，在全省组织开展为期三
个月的违规设置、使用手机信号
放大设备与屏蔽设备专项治理
行动。

此次行动聚焦非法设备引
发基站干扰、通信质量下降等问
题，以“遏增量、清存量、建机制”
为目标，旨在通过加强服务与强
化监管，建立长效监管机制，有
力维护公众移动通信秩序。

此次专项行动坚持“教育先
行、惩教结合”的原则，双管齐下

推进治理：一方面开展“拉网式”
排查，依法查处违规设置、使用
手机信号放大器与屏蔽器的违
法行为，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溯
源，严查无型号核准、未备案销
售等行为，从源头斩断非法设备
流通链条。另一方面推行“执
法+宣传+服务”一体化机制，通
过上门普法、技术指导等方式开
展合规服务，指导企事业单位依
法使用设备。结合“5·17世界电
信日”，将组织形式多样的普法
宣传活动，向公众普及违规设置
使用此类设备的危害及法律后
果，推动相关单位和个人主动自
查整改，共建良好电波秩序。

省工信厅联合省通信管理局

开展手机信号放大设备屏蔽设备专项治理行动

读者在古籍修复师的指导下读者在古籍修复师的指导下，，体验捺印体验捺印、、碑刻传拓碑刻传拓、、
雕版印刷等传统技艺雕版印刷等传统技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媛王媛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