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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谢红带队，就《山西省农作

物种子条例》实施情况和种业

科技创新工作来山西农业大学

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工

委主任乔建军，省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一级巡视员顾昭明，省

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周进

军，校党委副书记、校（院）长张

强，校党委常委、副校（院）长孔

照胜陪同调研。

调研组一行来到山西农业

大学东阳试验示范基地、省部

共建有机旱作农业国家重点实

验室、果树研究所、太谷区胡村

镇、山西省后稷实验室、农业基

因资源研究中心等地进行实地

察看，听取相关负责人情况汇

报，在大豆试验田，研究员张海

生率领团队成员副研究员杨婷

婷、古晓红、王军、李方舟详细

汇报了大豆育种联合攻关等工

作情况，并在田间地头与调研

组就开展种业创新攻关等方面

进行了深入交流。

谢红充分肯定了该校在

种质资源保护、种业创新、良

种攻关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

就推进种业创新攻关，她指

出，要发挥山西省的优势和特

点，锚定建设特色种业强省，

发展育种企业，大力建设育种

基地，发挥农大的基础优势，

勇于推动育种技术更新迭代。

要加快种业科技创新能力建

设，坚持育种基础研究和前瞻

性布局并重，推动以核心种源

为重点的重大科技攻关，尊重

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打造具

有一流竞争力的龙头种业企

业。要鼓励科企交流、促进育

种成果转化，通过改革科研项

目、经费管理体制，健全完善

产学研融合、创新链和产业链

高效联动的育种创新体系。要

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找准

影响种源供给安全的隐患和

“卡脖子”技术，细分作物加快

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突

破性新品种，强化行政执法和

刑事司法有效衔接，加快完善

部门协同工作机制，推动形成

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合力。

（组稿 李娟娟）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红带领调研组

在山西农业大学
东阳基地调研种业科技创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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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举行了主题为 《三晋同聚力 阔

步新征程》的文体表演，分“溯源：文明

之光”“筑魂：寻根三晋”“逐梦：一路

生花”“展翼：‘翔’动未来”“奋进：

同铸辉煌”等篇章，借助多媒体技术和声

光电手段，融入时尚元素和多种艺术表现

形式，展示了我省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

经济社会发展辉煌成就，以及三晋儿女牢

记嘱托、奋发图强，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时

代风采和精神面貌。

21 时 18 分，激动人心的省运会火炬

场内传递和点火仪式开始。张益梵、王

春、孙秀兰、官生花、冯冰等 5 位火炬

手进行了接力传递，最后由北京冬奥会

冠军苏翊鸣点燃主火炬。圣火在主火炬

塔熊熊燃烧，全场灯光形成耀眼夺目的

环形光带，焰火映照古都大地，现场激

情如火。

本届省运会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

后我省举办的首个大型综合性体育盛会，

由省政府主办，省体育局和大同、朔州两

市共同承办。省运会设竞技体育项目和群

众体育项目两部分。其中竞技体育共设

26个大项、719个小项；群众体育项目共

设 22 个大项、248 个小项，突出地方特

色，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推动项目普及

发展，体现全民参与的省运会理念。

（黄晶）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按照省委省政府

的决策部署，把制造业作为产业转型主攻方

向，大力实施制造业振兴“229”工程，取得显

著成效。上半年，山西省制造业增势良好，增

加值同比增长 8.3％，快于规上工业（3.9%）4.

4个百分点，快于全国平均水平（4.2%）4.1个

百分点，中部六省排名第二，仅次于安徽（8.

4%）0.1个百分点。具体来看：

一、产业链和专业镇两大引擎同
步发力

产业链方面全面推行“政府 + 链主 +

园区”招商模式，成功招引晶科能源等一批

旗舰企业和项目落地山西。设立 5亿元专

项资金，支持产业链 4 大领域 10个方面发

展壮大，上半年，十大重点产业链营收同比

增长 18.3%。专业镇方面做大做强 10 个省

级特色专业镇，培育 82 个市级特色专业

镇，形成梯次培育的特色专业镇发展格局。

高标准举办首届山西特色专业镇投资贸易

博览会，达成贸易合作项目 47 个，交易额

103亿元，投资合作项目 88个，总投资额

748亿元。上半年，省级十大重点专业镇产

值同比增长 13.6%。

二、产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

强化顶层设计，出台推动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指导意见和“十四五”规划，建立年

度行动计划工作体系，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落地。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钢铁行业

推动晋南钢铁完成对星原钢铁的兼并重

组；焦化行业先进产能占比达到 81.4%，建

成大机焦产能配套干熄焦比例达到 92.

7%。加速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新增 23 户

绿色工厂、1 个绿色园区、1 户绿色供应链

管理企业和 11 个绿色设计产品。培育壮大

新兴产业，现代煤化工业推动朔州新耀低

阶煤综合利用等一批项目加快建设，深化

煤炭分质分级梯级利用。电子信息制造业

推动新昇 300mm 硅片、中电科碳化硅二

期等 2 个集成电路重大项目落地实施。上

半年，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 6.2%，工

业新动能加快集聚。

三、数智赋能数实融合稳步推进

加快推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累计

建成 5G基站 8.4万个。推动 16个工业互联

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稳步建设，8个已接入

国家顶级节点。成功举办全省第一届智能制

造推进大会、2023年数字化转型推进大会、

“5G+工业互联网 +智能制造”现场会，扎实

推进数实融合。积极筹备第四届晋阳湖·数

字经济发展峰会，打造“1+16”论坛新模式，为

我省数字经济发展蓄势赋能。

四、加快技术改造和转型项目建设

实施新一轮企业技术改造，印发《关于

促进企业技术改造的实施意见》，制定《山西

省促进企业技术改造激励方案》《山西省企

业技术改造指导目录（2023年本）》，省级技

改资金支持 28个项目 5.9亿元。持续攻坚产

业转型项目建设，重点推动泰山玻璃高性能

玻璃纤维智能制造、一道新能源 10GW光伏

电池生产基地等 280 个省级重点工程项目

建设，上半年完成投资 370亿元，达到年度

计划投资的 60%。

五、持续提升技术创新支撑能力

实施“1227”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行

动。加强以企业技术中心为核心的技术创

新体系建设，培育华翔、智奇等 4 户企业

进入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公示名单；优选

130 项关键项目和 150 项关键技术全力推

进；启动创新成果产业化承接基地建设，

遴选具有比较优势的市（区）率先试点，打

造京津冀等先进地区创新成果承接的“桥

头堡”、转化的“新标杆”和产业化的“主战

场”。

六、多措并举稳定工业运行

加强工业运行监测，按月组织召开各市

工业经济运行分析会，分析研判工业经济形

势，研究制定稳定工业经济增长政策建议；

成立 16个入企服务小组常态化开展入企服

务，共深入 317户规上工业企业，推动解决

问题 90个。

（黄晶）

8月 7日，“山西加快转型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拉开帷幕。系列发布会

将重点围绕山西省进一步加快转型发展的“六大行动、六大支撑、八大抓手、三

大动力和一个根本保证”工作体系作全面介绍。

首场发布会以“推动制造业振兴升级”为主题，省工信厅、省发展改革委有

关负责人介绍推动制造业振兴升级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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