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出口总额增长5%左右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6%左右

城镇新增就业5.2万人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长同步，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经济增长水平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左右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5%

做好今年政府工作，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
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特别是
考察运城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十
二届七次全会、市委五届六次全会部
署，以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示范区为总牵引，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
格局，聚焦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用好“五抓一优一促”经济工作主抓
手，实施产业转型“五个行动”，着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
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
全，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
险、改善社会预期，巩固和增强回升
向好态势，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
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增进民生福
祉，保持社会稳定，奋力谱写中国式
现代化运城篇章。

综合各方面因素，今年主要预期
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左右，
在实际工作中尽可能争取更好结果；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5%；规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7%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6%左右；进出口总额增长
5%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速与经济增长同步，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速高于经济增长水平；城
镇新增就业5.2万人；居民消费价格涨
幅控制在3%左右。约束性指标不折不
扣完成省定任务。

2024年工作
总体要求和奋斗目标

2024年重点工作安排
努力在扩大需求上实现突

破、走在前列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紧密跟踪对接
中央、省投资政策和扶持方向，聚焦产业
转型、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生态环保等
重点领域，持续推动省市重点工程项目
建设。全力推进运城机场飞行区改扩建
工程，力争年底全面完工，届时将正式步
入“大飞机”时代。加快国道108线新绛
至河津段、国道342线闻喜至临猗段改扩
建等项目前期手续办理。用好省市技改
资金，引导企业加大新型工业化投资力
度，在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新材
料、生物医药等领域落地一批具有带动
性、示范性的大项目好项目，推动铭福钢
铁、华鑫源钢铁产能置换改造及亚新科
汽车零部件一期、北方铜业尾矿库等重
大项目年内竣工投产。提升招商引资质
效，加强“政府+链主企业+产业园区”招
商和驻点招商，全年确保项目签约额
3000亿元以上，当年签约当年开工率达
到 60%以上。持续向民间资本推介项
目，鼓励民营企业更大范围参与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项目。

着力激发消费潜能。全面开展放心
消费行动，远近措施相结合，千方百计促
进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发挥
城镇消费引领作用，培育城市多层级消

费中心，鼓励大中型商业综合体、商超连
锁发展，推动盬街、忠义街、岚山根等特
色商业街提档升级。拓展“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丰富商业业态，打造居民便利
化消费场景。释放乡村消费潜力，改善
农村消费环境，新建改造一批乡镇商贸
中心、集贸市场、农村新型便民商店，深
化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使农民不出
乡镇就能享受到和城市一样的商品、价
格和服务。加快乡村e镇建设，扶持农村
电商发展，引导商贸企业与京东、阿里等
知名电商平台深度融合，助力更多优质
农产品走出运城、走向全国。激活重点
领域消费，围绕提档大宗消费、激发餐饮
消费、扩容会展消费和活跃文旅消费，充
分利用节假日，组织好促消费系列活
动。顺应消费升级方向，积极开展汽车、
家居等消费品以旧换新，增加高品质消
费供给，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
健康消费等新型消费。活跃二手车交易
市场，支持报废机动车回收利用。

持续壮大对外贸易。培育外贸主
体，用好促进外经贸发展奖补政策，发挥
好出口信用保险功能，支持企业全面对
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提升企业国际
化经营能力。组织企业参加广交会、进
博会、服贸会等境内外展会，开拓国际新
兴市场。丰富外贸业态，支持文化、服务
外包等特色服务出口，促进企业自营出
口。发展国际劳务输出，促进更多专业
技能人才海外就业。提升外贸规模，扩
大金属镁、化工产品、纺织印染、机电产
品、玻璃制品及特色农产品出口，稳定大
宗原材料、高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及优
质消费品进口。

努力在推进新型工业化上
实现突破、走在前列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传统产业
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制造
业绿色体系建设，新增1家至两家国家级
绿色工厂。抢抓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行
动重大机遇，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
实施钢铁、水泥等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抓
好山西建龙、威顿水泥等项目建设。支
持焦化行业围绕煤焦油深加工、焦炉煤
气综合利用发展下游产品，重点推动华
康建材、永东化工等项目建成投产。鼓
励固废资源综合利用，力争新增1家至两
家准入企业。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用好链长制和
专业镇，在推进“415”十大工业产业集群
基础上，持续打造“合汽生材”新兴产业
地标，带动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增长7%。实施20个智能化改造项目，力
争新增15家国家“两化”融合贯标认定企
业、5家省级智能制造示范（试点）企业。
发挥大运汽车“链主”作用，带动夏县、永
济、平陆等汽车零部件配套产业园集聚
发展，重点实施蓝科途锂电池隔膜提标
改造、广鑫机械汽车零配件、晨虹新型汽
车内饰材料等项目，提高产业本地协同
发展能力。支持亚宝药业带动链上企业
做大做强，重点推进宏光高品质医玻、朗
致小容量注射剂等项目，加快建设晋南
新特药基地。大力发展碳基、铜基、精品
钢、铝镁精深加工、稀土永磁等特色新材
料，重点推动博翔汇良高纯石墨、宏达钢
铁薄带铸轧、瑞格金属铝基中间合金等
项目投产。支持河津打造国家级碳基新
材料产业基地。

布局建设未来产业。把握科技创新
和产业发展趋势，瞄准未来制造、未来信
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
来健康等发展方向，超前布局科研力量、
转化平台、应用场景，努力开辟新赛道。
创新发展数字经济，加快5G、千兆光纤、
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和智慧城市数
字底座、产业链工业互联网、医疗影像、
气象数据服务等行业云平台建设，扶持
壮大电子材料、智能终端、软件信息服务
等核心产业，拓展数字融合应用场景，积
极创建省级数字经济示范园区和省级数
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数字经济规模增长
15%左右。

努力在建设现代农业强市
上实现突破、走在前列

全力做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
供。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粮果菜畜
渔并举，保障“粮袋子”“菜篮子”“果盘
子”产品供应，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
系。严格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持续打
造黄汾百万亩粮食优质高产高效示范基
地，开展“吨半粮田”创建活动。健全完
善“价格+补贴+保险”农民种粮收益保障
机制，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让农民种粮
能获利、多得利，确保粮食播种面积不少
于808.51万亩、总产不低于58.38亿斤。
积极推进市粮食战略储备库总仓容扩
建。

全面提升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坚
持以“四个农业”为抓手，强龙头、补链
条、兴业态、树品牌，促进农业产业提质
增效。深入实施“特”“优”战略，加快推
进3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和两个国家
级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推广“四南四
北”模式，带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大力

发展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加快山楂树下
果汁饮料、金万佳果品加工等项目建设，
力争培育省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3家至
5家，精深加工产值突破320亿元。加强
地理标志申请、保护和运用，持续推广

“运城面粉”“运城苹果”“运城蔬菜”三大
区域公用品牌，开展绿色食品、全国名特
优新、“圳品”等农产品品牌创建，全年新
增绿色优质农产品基地 5 个，不断提升

“运”字号农产品影响力和竞争力，为农
民增收和乡村振兴赋能。

有效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强
耕地保护和用途管控，全面推行“田长
制”，完成20万亩以上高标准农田建设，
积极争取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发展高
效节水农业，加快尊村引黄等4处大型灌
区和7处中型灌区骨干工程、续建配套及
现代化改造项目建设，打通农田水利“最
后一米”，新增恢复水浇地25万亩。发展
设施农业，重点推进各地特色水产养
殖。强化科技兴农，推行特派员制度，深
化农业科技人员增值服务合理取酬。推
进种业振兴，围绕“一核心五基地”建设，
全年力争培育推广新品种20个以上，创
建国家级种业基地1个，全市主要农作物
良种覆盖率、畜禽良种供种保障率分别
达到98.5%和87%。

持续深化农业农村改革。统筹推进
“三块地”改革，支持绛县做好二轮延包
试点工作，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
稳慎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让

“资源变资产、村民变股东”，分享更多改
革红利。持续推动集体产权、集体林权
改革和供销社综合改革，创新实施以农
业生产托管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社会化服
务，全年完成80万亩托管任务。深入实
施村级集体经济壮大提质行动，力争全
市所有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 10 万
元，达到30万元以上的村稳步增长。加
快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打造本土青年人
才队伍。加大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力度，
创建国家级农民合作示范社15家、省级
示范家庭农场30家。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探索推动防止返贫帮扶政策
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政策衔接
并轨，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
障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支持
脱贫地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推进防止
返贫就业攻坚行动，强化易地搬迁后续
帮扶，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
展动力，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上
台阶、乡村全面振兴见实效。

（下转06版）

2024年3月27日/星期三

责任编辑 王瑞 / 美编 李鹏 / 校对 商英
E-mail：ycwbbjb@126.com

运 城 两 会 05

努力在十大重点工作上实现突破走在前列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摘要

今年主要预期目标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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