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 1月8日 星期一

实施“五个行动”

中国共产党运城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五次
全体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4 日举行，会议对全面
实施产业转型作出安排部署——

一是实施传统产业改造提升行动，支持企
业建设国家级绿色工厂、开发绿色产品、打造
绿色园区，强力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迭代升级，
加快打造新型铝镁合金产业基地、精品钢基
地、新材料产业基地。深化能源革命综合改革，
着力建设绿色节能示范区、新能源产业集聚
区、智慧能源网联区和清洁利用先行区。

二是实施战新产业培育壮大行动，深入实
施“415”十大工业产业集群培育工程，打造“合
汽生材”新兴产业地标，超前布局和发展生命
科学等未来产业和人工智能、光电科技等数字
产业，不断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三是实施农副产品精深加工行动，大力发
展“特”“优”农业，加快“果品蔬菜、饮品酿品、
主食糕点、药材药品、肉蛋制品”五大产业集群
建设，建设黄汾百万亩粮食优质高产高效示范
基地，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持续推广“运城面粉”“运城苹果”

“运城蔬菜”三大品牌。
四是实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行动，以创建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牵引，深入实施文旅融
合“双十工程”，建设绿水青山中条新生态文旅
经济示范带，擦亮“关公、盐湖、黄河”三大金字
招牌，鼓励商贸企业连锁发展，打造区域性消
费中心。

五是实施数字赋能加速推进行动，大力发
展电子信息制造、软件和信息服务、物联网、大
数据等数字核心产业，创建省级数字经济园
区，建设全省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加快建设
数字政府、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发展智慧医
疗、智慧教育、智慧交通等。

办好七件大事要事

全会指出，要进一步夯实加快转型发展的
基础支撑，办好一批大事要事，奋力推动支撑
强化实现新突破。

一是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落实全国统一
大市场建设要求，出台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

“1+N”政策，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实施市
场主体倍增工程，完善城市和县乡村商贸物流
体系。

二是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拓展“一枚印章
管审批”改革，打造“三无”“三可”营商环境，推
广应用涉企政策“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加快
建设法治政府、诚信社会，完善现代化市场监
管机制，推动各项惠企政策落地兑现。

三是做好治水兴水大文章，坚持“四水四
定”原则，全面深化“五水综改”，实施城乡供水
一体化和农村供水规模化工程建设，系统推进
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建立合理水价机制，完
善“河湖长+河湖长助理+巡河湖员”机制，构建

防灾减灾工程体系。
四是建设区域综合交通枢纽，着力推进 4E

级国际机场改扩建，实现航空口岸正式开放，
加快出省口高速连接线建设，推进“客货邮”融
合发展，推动“四好农村路”建设，构建多式联
运、内捷外畅的区域综合交通枢纽。

五是持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深 入 实 施
“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加快建设“五条绿色
走廊”，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统筹做好盐湖保护
利用工作，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运城行
动。

六是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水平，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
区，积极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加快实施中
国文化传承弘扬展示先行区建设工程，大力发
展文博、文创、文娱产业。

七是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
化建设，加快推进盐临夏一体化发展，增强县
城综合承载能力，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一体化，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用足用好七个平台抓手

全会明确了进一步加快转型发展的重大
载体，强调要用足用好平台抓手，奋力推动引
擎增效实现新突破。

一是用好用活产业链“链长制”，建立“链
长+链主”工作推进体系，聚焦 10 条重点产业
链，实施“八大行动”，支持“链主”企业、链核企
业、链上企业做大做强，再新增一批省级“链
主”企业和百亿级大型企业。

二是加快特色专业镇建设，壮大专业镇整
体规模和综合实力，完善市级特色专业镇遴选
认定标准，强化特色专业镇考核激励和动态管
理，加快完善公共服务平台，锻造县域经济长板
优势，打造北方地区新的特色制造产业集聚区。

三是打造开发区升级版，深化“三化三制”
改革，拓展“承诺制+标准地+全代办”三改集
成，提高开发区服务质效，滚动开展“三个一
批”活动，用好“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区”国字号招牌，积极承接东部地区制
造业产业转移。

四是建强建好乡村 e镇，支持有条件的县
（市、区）、乡（镇、街道）集中建设区域电商平
台，构建“产业+电商+配套”生态，引进一批大
型电商企业，形成新型电商发展空间。

五是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两
个毫不动摇”，实施公平统一的市场监管制
度，完善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长效机制，加
强多元化融资支持，弘扬新时代晋商精神，
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支
持民营企业进入产业转型、公共服务、生态
环保等领域。

六是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深入实施
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健全以管资本
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
现代公司治理，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七是持续强化招商引资，深化招商引资体
制机制改革，综合运用 12 种招商方式，强化招
商引资政策兑现落地，建立招商引资项目跨县
域流转协调机制，努力把大项目好项目留在运
城。

2023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市委经济工作会
议就扎实抓好产业转型“五个行动”作出具体部
署安排。

传统产业改造提升行动，要以新稷河闻工
业转型发展区为主战场，大力支持企业深耕主
业、延伸链条，提升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水平，加快实现迭代升级、节能降耗、降本增效。

战新产业培育壮大行动，要聚焦新一代信
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健康、节能
环保、新能源等产业，坚持培育本土企业、招商
引资两手并重，通过建链延链补链强链，进一步
做优存量、做大增量；同时，要布局量子信息、氢
能与储能、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积
极抢占发展制高点。目前，全省已经确定了 16
条省级产业链，明年要再培育 4 条，我市现有省
级“链主”企业 7 家，数量全省第 2，要紧跟省上
部署，统筹整合要素资源，高效打通堵点淤点，
推动上下游产业、大中小企业利益联结、融通创
新、紧密协助。

农副产品精深加工行动，要聚焦“粮头食
尾、农头工尾”，充分发挥农副产品深加工贷款
担保基金“杠杆”作用，培育引进一批大型农业
龙头企业，形成更有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价
值链。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行动，要按照省委、省政
府把运城打造成为全省旅游热点门户城市的工
作部署，以建设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突破，推

动关公故里、永乐宫、五老峰、绛州古城创建国
家 5A 级景区，推动运城盐湖、夏县泗交创建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要抓好黄河、汾河、涑水河和
中条山旅游公路建设，完善驿站、房车营地、充
电桩等配套设施，合理布局星级酒店、精品民
宿、主题乐园等服务设施，加强高端文旅产品供
给。各县市要结合实际，打造新的旅游打卡点，
比如，平陆大裂缝、蒲州古城、风陵渡凤凰咀、夏
县温泉疗养，等等。要认真贯彻新时代文物工
作方针，以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为抓
手，积极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抓好运城文物
考古标本馆、中国考古纪念馆建设，成立运城古
建研究所，打造晋南区域考古中心；要加快推动
运城博物馆升级为一级馆，启动关公博物馆、山
西壁画博物馆建设，抓好河东池盐博物馆、解州
关帝庙展陈优化提升，继续举办好关公文化旅
游节、舜帝德孝文化节、池盐文化旅游周、“西阴
论坛”等，擦亮“国宝第一市、天下好运城”金字
招牌。

数字赋能加速推进行动，要加快 5G、千兆
光纤、数据中心、移动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敏捷制造、柔性制造，培
育软件信息服务、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产业，
推进能源、生产性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改
造；要拓展数字融合应用场景，加快建设数字政
府、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大力发展智慧医疗、智
慧教育、智慧交通等，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

“五个行动”今年重点任务

本版责编 范 娜 美编 冯潇楠 校对 李静坤

年终盘点 扎实抓好产业转型“五个行动”

编者按 传统产业改造提升行动，战新产业培育壮大行动，农副产品精深
加工行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行动，数字赋能加速推进行动……为扎实抓好产业
转型，切实增强经济活力，去年以来，市委、市政府数次召开重要会议，就推进产
业转型、深入实施“五个行动”作出部署安排。

全市上下在产业转型“五个行动”中有哪些创新做法，取得了哪些阶段性成
果？近日，本报记者兵分五路，系统采访梳理，现分五个主题集中刊发、同台展
示，敬请关注。

经过“断舍离”，钢铁、焦化等传统行业通过
产能置换盘活无效低效资源、增加优质优价供
给；传统钢铁领域优化产业布局，集腋成裘，活
了上中下游的供需关系，让整个产业链进入新
的发展轨道；过去的化工产品制造工厂，入选国
家级绿色工厂，社会、经济效益双丰收……

我市以煤焦冶电为主的传统产业，工业增
加值占全市工业总量的 69.7%，是全市工业的支
柱产业和优势产业。“五个行动”实施以来，我市
狠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以新稷河闻工业转型
发展区为主战场，一手抓工艺装备升级改造提
高先进产能比重，一手抓产品结构优化调整推
动品种迭代转型，促进传统产业实现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

◆高端化
装备升级 扩大先进产能

走进山西华鑫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鑫源”）产能减量置换升级改造项目建
设现场，绵延 1 公里的大型钢结构厂房气势恢
宏，高炉、转炉拔地而起，接连管道万千纵横。
现场多台机械开足马力，全力推进该项目建设
建成。

“这个项目从去年 4 月开始实施，我们计划
用 3 年—5 年时间，围绕烧结、高炉、转炉三大生
产核心，配套八大项目，对原有生产设备和工艺
技术进行全方位的升级改造。通过采用一流的
高效装备、先进的工艺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机制，
实现钢铁制造技术与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深
度融合。”该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据了解，该集团 1300 立方米高炉及配套项
目建设供料上料、炉顶、炉体、风口平台出铁场、
热风炉等系统，配备给排水、高炉 BPRT、环保除
尘及自动化等设施。100 吨转炉及配套项目建
设 1 座 100 吨炼钢转炉，配置相应的 LF 精炼炉和
1 台 8 流方坯连铸机。这两个项目建成投产后，
不仅能优化集团的产品种类，还将大幅提高产
品质量，极大提升企业精细化生产能力，每年可
新增产值 45亿元，新增利润 2.5亿元。

狠抓工艺装备升级改造提高先进产能比
重、淘汰落后产能成为我市实现传统产业改造
提升的重要发力点。

我市工信部门继续推动山西建龙启动淘汰
1 座 630 立方米高炉、1 座 1080 立方米高炉置换 1
座 1200 立方米炼铁高炉；推动铭福钢铁和华鑫
源两个产能置换项目顺利实施，预计今年上半
年建成投产；高义钢铁、宏达钢铁生产设备目前
已达到中国先进水平。力争全市炼钢先进产能
比重由 55.7%提升至 80%以上。

在焦化、水泥等传统行业中，产能置换的脚
步也时刻不停。

“我们这个项目生产线中的生料粉磨及烧
成系统土建主体工程已完成，生料辊压机、回转
窑 、预 热 器 及 冷 却 机 等 主 机 设 备 已 经 安 装 到
位。目前电气设备已进入安装阶段，计划 2024
年 3月建成投产。”威顿水泥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为实现水泥生产技术重大转型升级，威顿
水泥集团对现有生产线实施数字化、智能化绿
色工厂技术改造，通过产能“等量置换”，技改建
设 1 条日产 4500 吨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
产线和 1 条日产 1500 吨特种水泥熟料生产线，
协同年处置 50000 吨危险废物和日处置 400 吨
生活垃圾。

◆绿色化
加快发展 推动节能改造

置身山西复晟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
晟铝业”）厂区内，环境整洁，不见粉尘，偌大的
厂区内几乎见不到工人在操作设备，生产全过
程已经被管道化、流程化工艺所占据，仅有的几
个员工集中在中央控制室监控着生产设备的运
行参数。

原材料从无人值守地磅称重进场、卸货，到
自动机械均化配比，再到全管道化溶出技术的
使用……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可以说如今的
复晟铝业处处散发着科技感。整洁的环境也侧
面说明，绿色发展已经实实在在写进了这家企
业的 DNA 中。

同样获批国家绿色工厂的中铝山西新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新材料”）厂区内，厂
房耸立，道路整洁，不远处黄河奔流。环境越来
越美，是近年中铝人的共同感受。

中铝新材料近年来累计投入近 13 亿元实施

多个大气、废水污染防治项目，实现生产用水、
雨水 100%回收循环利用。在绘就生态新画卷的
同时，中铝新材料大力开展科技创新，实现低碳
发展绿色转型。

在固废利用方面，中铝新材料的“赤泥—粉
煤灰基地质聚合物技术开发”科技成果通过山
西有色金属行业协会组织的专家验收，被认定
为“填补了省内空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今后，我市将不断提高中铝山西新材料赤
泥综合利用率，由 15%到年底提高至 30%，并积
极实施再生铝项目；加紧实施银光镁业横罐改
竖罐项目建设；在中铝山西新材料、复晟铝业获
批国家级绿色工厂的基础上，力争明年新增 2 家
绿色工厂。推动复晟铝业被国家生态环境部评
定为全国氧化铝行业和全省工业企业第一家“A
级企业”。

运城有“绿色工厂”，也有“绿色产品”。
2023 年 3 月，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

2022 年度绿色制造名单，山西建龙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山西建龙”）自主研发的钢筋混凝
土用热轧带肋钢筋入选“绿色设计产品”名单。
此次入选不仅体现了山西建龙在产品研发过程

中融入全产业链绿色设计的理念，更展现了企
业践行绿色发展的行为自觉，为企业高质量发
展注入了更多绿色动能。

在探索绿色低碳发展过程中，山西建龙的
成绩可谓有目共睹。多年来，山西建龙始终秉
承绿色、协调、可持续的产城融合发展理念，累
计环保投入 24 亿元，积极实施资源综合利用，实
现了工业固废零排放、产业链资源循环综合再
利用，推动企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和绿色高质
量发展。

在钢铁行业，我市还将继续深入推进 5 家重
点钢企对标环保绩效 A 级标准，提升污染治理
和环境管理水平，尽快完成环保绩效创 A，降低
能耗水平，提高“含绿量”。同时，继续推动建
龙、高义、宏达 3家钢企获批国家级绿色工厂。

在焦化行业，我市也在不断推动环保节能
改造。在全行业开展超低排放提标改造，至信
宝能、中信金石、安昆新能源、永祥焦化已完成
备案手续。4.3 米焦炉全面关停，干熄焦全面配
套。

◆链条化
产业多元 营造良好生态

去年 10 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了山西
省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名单（第二批）。我市
再增 3 家省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山西建龙实
业有限公司（特钢材料产业链），山西阳光焦化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碳基新材料产业链），中条
山 有 色 金 属 集 团 有 限 公 司（铜 基 新 材 料 产 业
链）。

碳基新材料产业链以阳光集团为龙头，仅
在河津市就聚合安仑化工、豪仑科化工等重点
企业 20 家，年加工煤焦油 150 万吨、焦炉煤气 30
亿立方米。同时，形成液化天然气 18 万吨、合成
氨 14 万吨、炭黑 60 万吨、粗苯 12 万吨年生产能
力，年产值达到 150亿元。

不只是阳光集团，我市还将打造以新绛、稷
山、河津 3 个煤化工集聚区为主的现代煤化工产
业集群，形成“焦炭—焦副产品—焦油深加工—
炭黑—精细化产品—碳基材料”为主的循环产
业链。

新绛天地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地和”）是新绛县 2017 年从河北霸州引进的
一个延伸钢材产业链招商项目，2018 年 4 月开工
建设，2019 年 1 月试生产。目前，该企业 2 条高
端酸洗生产线、2 条高速冷轧生产线、2 条精品镀
锌板带生产线、6 条高端高速焊管生产线均已投
产达效。

“作为钢铁企业的下游企业，几年前我们决
定扩大企业规模的时候，就希望落地在钢铁企
业周边。经过多轮选择，最终选择了高义钢铁
这一钢企。”天地和负责人说道。

借力于周边钢厂，天地和把钢材作为原材
料进行钢铁压延及深加工，力求将产品做到最
终端，致力于成为打造一流的镀锌板材、管材的
钢铁深加工企业。同时，借助这一项目，天地和
还可以合理利用煤化园区的蒸汽等资源，有效
推进园区经济循环，实现产业链条有序运转。

“落户新绛这边之后，就可以就近采购原材
料及所需煤气能源等，这让我们每吨钢可以节
省 30 元至 50 元成本，降本增效的效果很明显。
经过几年的发展，我们把企业总部从河北迁到
了新绛，成长为行业内规模领先的龙头企业。”
该企业负责人说。

除了天地和，高义钢铁为中心的产业链条
上还有一个下游项目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在距离高义钢铁企业园区不远处，整套管
道设备飞架空中，整个生产过程封闭进行，生产
原材料进入管道，经过加工形成超细粉后，通过
管道直接输入到前来等待运货的水泥火车中。
这里正是高义钢铁年产 200 万吨超细粉项目的
生产现场。该项目对提高公司固废资源利用水
平、延伸产业链条、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近年来，我市支持天地和利用建龙、高义、
铭福的优特带钢优势，加工镀锌管带、镀锌钢管
和高速护栏等高附加值产品。同时，积极发挥

“链主”以企招商作用，支持山西建龙引进昌德
盛商贸、万流金属制品、万丰金属等 3 家下游配
套企业，推动高义与国强合作共建 100 万吨光伏
支架项目，延长产业链条。

在有色金属行业，我市通过积极申报，中铝
山西新材料、银光华盛镁业、中条山有色金属集
团先后成为省级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极大
提升我市铝镁铜精深加工产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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