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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上半年，我市除焦炭产量下降外，其
他主要能源产品产量保持增长。

分能源品种看，一是原煤、洗煤和发电产量均
保持快速增长。上半年，全市规上工业煤炭产量
4632.3万吨，同比增长20.3%。洗煤产量4527.3万
吨，同比增长 23.3%。发电量 138.6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21.4%。其中，火力发电量 122.6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17.3%；风力发电量 11.2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103.5%；太阳能发电量 4.8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17.7%。二是焦炭产量小幅下降。受中央
环保督察和焦化产能淘汰等政策因素影响，上半
年，全市规上工业焦炭产量 563.3万吨，同比下降
8.2%。 （晋统）

上半年全市能源
产品产量平稳增长

本报讯 8月 4日上午，太谷区重点
项目推进会凤景街暨 108 综合改造路
段正式通车。

近年来，太谷区紧抓构建新发展格
局机遇，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加快完善“一环七横五纵”交通
路网架构，高质量高速度完成项目建设
任务。

凤景街改造工程项目起点位于东怀
远村与科谷大道平交处，终点至G108，
全长8.4公里，路面宽度36米，为双向六
车道，项目总投资4.02亿元，该项目建成
后将强化晋中国家农高区（山西农谷）与
太谷经开区的互通互动，对减缓城区交
通压力、助力太谷北部区域发展、促进沿
线村镇发展发挥积极推动作用。

太谷县城金谷大道北延综合管网
及道路改造工程，建设里程 6.021公里，
估算投资 5.28亿元，按照城市主干道标
准进行扩宽改造，设计速度为 60km/h，
双向六车道，设置中央分隔护栏，全线
设置人非系统，目前完成投资 3.34 亿
元。该项目建成后，将有力助推“谷城
院”一体化建设，全方位带动太谷区经
济发展，为太谷主动融入大太原都市圈
奠定坚实基础。 （晋交）

太
谷
：
凤
景
街
暨108

综
合
改
造
路
段
通
车

本报讯 近日，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实施
“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的通
知》，标志着我市“三线一单”成果正式发布实
施，这对推进我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线一单”是指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
线、资源利用上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全市共
划定环境管控单元 168 个，分为优先保护单元、
重点管控单元和一般管控单元三类实施分类管
控。优先保护单元主要包括生态保护红线、自然
保护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泉域重点保护区，以
及生态功能重要和生态环境敏感脆弱的区域
等。重点管控单元主要包括城市建成区、省级以
上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产业园区（集聚区）、大气环
境布局敏感区和弱扩散区，以及开发强度高、污
染物排放量大、环境问题相对集中的区域等。一
般管控单元包括除优先保护单元和重点管控单
元之外的其他区域。我市在划定环境管控单元
的基础上，从空间布局约束、污染物排放管控、环
境风险防控和资源利用效率等四个方面明确了
生态环境准入要求，实施差异化管理。

“三线一单”将作为我市区域内产业布局、结
构调整、资源开发、城镇建设、重大项目选址时等
各类开发建设活动的重要依据，有助于推动全市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
力，加快形成生态环境推动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良
性格局，助力建设美丽晋中。

（晋环）

我市建立“三线一单”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

经济新动态

【数据】

上半年,我市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
14139 元，同比增长 11.1%，其中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505 元，同比增长
9.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648
元，同比增长 14.2%。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 入 比 值 为 1.92，比 上 年 同 期 缩 小
0.08。

【分析】

工资性收入保持稳定增长
是城乡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今年上半年，晋中市就业形势稳定，
全市积极推进“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建
设，上半年已完成培训 4.84万人，其中新
增 技 能 人 才 8772 人（高 技 能 人 才 264
人）。今年上半年，晋中市居民人均工
资性收入 8372 元，同比增长 8.6%。其
中，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11725 元，
同比增长 6.1%；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63.4%，下降 1.7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

均工资性收入 4700 元，同比增长 14.5%；
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48.7%，提高 0.1
个百分点。

创业活力激发
经营净收入大幅回升

2020 年下半年开始，随着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持续向好，居民经营净收入逐
渐恢复，2021 年上半年，晋中市城乡居
民经营净收入延续一季度两位数上涨态
势，人均经营净收入 2709 元，同比增长
14.0%，增幅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其中，
城镇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 2680 元，同比
增 长 16.8% ；占 可 支 配 收 入 的 比 重 为
14.5%，提高 1.0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
均经营净收入 2989 元，同比增长 10.2%；
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31.0%，下降 1.1
个百分点。

投资渠道拓宽
财产净收入平稳增长

上半年，晋中市城乡居民财产净收入
保持平稳增长，人均财产净收入729元，同
比增长8.8%。其中，城镇居民人均财产净
收入1183元，同比增长7.1%；占可支配收入
的比重为6.4%，下降1.0个百分点。农村居
民人均财产净收入197元，同比增长11.0%；
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2.0%，下降0.1个百
分点。

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
转移净收入持续上升

近年来，晋中市不断加强城乡居民民
生保障工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发
展，城乡居民医疗、养老标准陆续提高，城
镇和农村居民的转移净收入持续上升。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前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已按规定办理退
休（职）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
休人员调整基本养老金，调整范围内的退
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51元。上半年，晋中
市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2329元，同比增长
18.2%，其中城镇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
2917元，同比增长15.9%；占可支配收入的
比重为 15.8%，提高 0.8个百分点；农村居
民人均转移净收入 1762 元，同比增长
21.3%；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18.3%，提
高1.1个百分点。

县域之间发展趋于均衡

平川县（包括榆次区、太谷区、祁县、
平遥县、灵石县、介休市）由于自然条件和
经济基础较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总量
靠前，东山县（包括榆社县、左权县、和顺
县、昔阳县、寿阳县）受到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战略的政策扶持，增幅增长有优势。
上半年，平川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75
元，同比增长11.0%，东山县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9839元，同比增长12.5%，增幅高于
全市平均水平。

居民收入——

收入平稳增长 农村快于城镇

【数据】

随着疫情防控逐渐稳定和居民收入
水平的稳定增长，我市居民生活消费支
出 稳 步 回 升 ，消 费 比 收 入 增 长 更 快 。
2021 年上半年，晋中市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8490元，同比增长18.7%，高于收入7.6
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 11311 元，同比增长 17.9%，高于收入
8.8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5627元，同比增长18.5%，高于收入4.3个
百分点。

【分析】

发展型和服务型消费支出增速
明显上升

从消费结构看，上半年，我市八大类

消费支出增速全部实现正增长。
随着疫情防控逐渐稳定，今年我市居

民消费水平回升，用于满足基本生活的生
活型消费支出增长趋于平稳，发展型和服
务型消费支出明显上升。

伴随着居民收入增加和生活水平的

提高，更多的支出倾斜追求精神文化和品
质生活，教育、医疗支出增长明显。上半
年，我市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增长
62.9%；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增长 41.9%；人
均其他用品及服务支出增长 33.0%，均
呈现显著的恢复性回升态势。其他消费
支出中，人均食品烟酒支出增长 18.9%；
人均衣着支出增长 7.1%；人均居住支出
增长 6.2%；人均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增
长 24.4%；人均交通通信支出增长 8.5%，
居民消费布局渐趋合理，消费水平不断
升级。

居民消费——

支出稳步回升 增长快于收入

分析显示，我市居民增收面临的主要
问题：

（一）工资性收入增长受限，增幅后
劲不足。长期以来，我市城乡居民的工
资性收入的提高，很大程度依赖于增资
补贴政策及社会保障标准的提高，随着
基数的不断增长，使得后期的政策效应
会趋弱，持续较快递增的难度也随之加
大。与发达地区比较，居民收入增长方
式比较单一，缺乏内在活力，增幅后劲

不足。
（二）经营净收入增长与市场的关联

性紧密，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较低。去年
开始受疫情影响，玉米、生猪、鸡蛋等农

畜牧产品的价格大幅波动，导致经营净
收入的波动较大，居民经营净收入抵御
市场风险的能力较低。同时，房租、水
电、交通运输等成本挤压了经营净收入

的增长，也导致经营净收入的增长受到
限制。

（三）投资渠道较窄，城乡居民财产净
收入增长有限。上半年，全市城乡居民的
财产净收入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占比中
都比较低，居民的财产净收入主要体现在
银行存款利息和房租收入上，投资的渠道
比较窄。财产净收入总量较低也说明我
市居民投资理财意识比较缺乏，家庭收入
中可以用来理财的收入较低。

面临问题——

增幅后劲不足 抵御风险较低

为促进居民增收，笔者的几点建议：
（一）保障就业，促进可支配收入稳步

提高。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加强职业培
训和创业培训，提高城乡居民的就业能
力；建立健全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
共服务，吸引在外打工的人回乡就业；建
立人才激励制度，扶持大学生、高端人才
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加快推进全市产
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依托本地特色产业发
展、重点项目建设等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拓展就业渠道。
（二）拓宽居民投资渠道，提高财产

净收入增速。当前居民增收主要以工资
性收入为主，市场投资渠道较窄，财产净

收入增速较慢。只有让广大居民学会合
理分配收入，将收入充分运用起来，让
钱生钱，才能保障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稳
步增长。

（三）提升社会保障力度，保障转移
收入持续增加。要健全居民基础养老
金、退休金等动态增长机制，提高居民
社保待遇，通过收入再分配不断增加居
民转移性收入；要深化医疗卫生改革，
进一步扩大报销药品目录、提高报销比
例，提高城乡居民医疗保障水平；要加
大对低收入群体的帮扶力度，做好失业
人员、五保户、残疾人等重点群体的社
会保障服务。

发展建议——

保就业增收入 拓渠道强保障

百姓“钱袋子”鼓起来
——上半年我市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本报通讯员 冯逸飞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收入是民生之源，是反映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指标，更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
上半年，我市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紧扣高质量转型发展主线，全市经济稳健复苏，民生持续改善，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实现平稳增长。

本报讯 冬季供热是一项事关千家万
户温暖过冬的重大民生工作。为保障广大
群众温暖过冬、减少大气污染，平遥县制订
了《2021年清洁取暖改造实施方案》，各部
门、乡镇、企业强化调度，倒排工期、落实责
任，切实把“一揽子”的工作纳入“倒计时”，
确保各项目工程按照既定节点快速推进。

8 月 21 日，在峰岩供热公司热源替代
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土
建基础施工。峰岩集团电力生产总监双洪涛
说：“我们计划建设两台130吨的移动床微流
化蒸汽锅炉，现在地基处理已经完成。”

峰岩供热公司热源替代工程是平遥县

新建的热源项目，自7月23日开工建设，科
学组织，全力推进。“预计9月10日左右进入
设备安装阶段，10月 20日左右进入设备的
联合调试、运行阶段，我们正倒排工期，加班
加点，千方百计保证今冬的供热工作。”双
洪涛介绍。据介绍，该热源替代工程建成
后，可有效保障峰岩供热公司所有采暖面积

的正常供热，进一步改善全县空气质量。
平遥峰岩供热公司现有用热户 16904

户，采暖面积192万余平方米。为做好供暖
工作，该公司对所有换热设备进行了维护
保养，连续两年进行设备升级改造，更换各
换热站自动补水系统和智能管理系统，引
进远程无线智能阀和智能缴费系统，实行

热源互补，更好地服务用户。平遥峰岩供
热公司总经理王旭升：“峰岩供热现有 2台
供热锅炉已经检修完备，对 47个换热站换
热器进行清洗，对所有的水泵进行了检修
和保养，现在已经全部完成，具备了供热条
件。计划 10月 1日开始，对所有的供热管
网注水，确保按期供暖。” （平融）

平 遥 ：早 部 署 早 动 手 确 保 今 冬 按 时 供 暖

本报讯 今年以来，祁县深化“承诺
制+标准地+全代办”改革，创新服务方
式，建立一枚印章管审批、零审批，一个大
厅管服务，一网通办管效能“1011”审批服
务体系，全力打造“审批事项少、办事效率
高、服务质量优、企业获得感强”的政务服

务环境。
近日，在祁县经济开发区企业服务中心

综合审批窗口，前来办理今麦郎新建罩棚项
目立项手续的刘建明一次性交齐了所有申
请材料，资料提交当天就拿到立项批复。

今年 6 月，祁县经济开发区企业服务

中心正式对外开放，设有 14 个窗口，主要
为开发区企业提供从项目设立登记、投资
项目审批到竣工验收的全流程服务，依托
晋中“10360”、山西政务服务网等互联网
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了企业投资项目“一
网通办”，设立综合受理窗口，所有事项一

窗受理，建立健全了全程领办代办机制，
由代办专员开展保姆式服务，全程为企业
代办行政审批各类事项，目前，祁县经济
开发区有 5名领办员、31名代办员，已为 6
个项目 7个事项开展“全代办”服务。

对于企业来说，关注度最高应该就是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核发。祁县经济开发区将两项工作列
入企业承诺事项，实现了“全承诺、无审
批、拿地即开工”。项目从立项到开工时
间平均缩短一半以上，企业市场主体获得
感明显增强。 （祁信）

祁县：深化“承诺制+标准地+全代办”改革打造审批“快车道”

县域经济新闻

本报讯 根据直达资金监控系统数据统
计，今年上半年，中央下达我市直达资金 40.02亿
元，省市县对应安排 12.79 亿元，其中：省级对应
安排 5.72 亿元，市级对应安排 3.39 亿元，县级对
应安排 3.68 亿元，资金总量为 52.81 亿元。全市
上半年下达进度为 96.55%。其中，已形成实际支
出进度达到了 72.9%，高于全省平均进度，位列
第二位。

在支出总量中，中央直达资金用于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教育支出、交通运输
支出等重点民生领域方面达到了 25.09 亿元，占
到支出总量 29.17 亿元的 86.01%，为保障基本民
生、纾解企业困难提供了重要支撑。

（晋财）

我市上半年中央
直达资金支出超七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