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平市发展和改革局文件

高发改办发〔2022〕56 号

高平市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市政协七届二次会议第 39 号提案的

答 复

尊敬的焦银武委员：

您好！您所提出的《持续推进我市产业结构转型发展势在必

行》提案已收悉。我局联合科技局、行政审批局、人社局、工信

局和开发区等单位共同对提案进行了分析研读，明确了责任分工、

形成了工作合力，确定了从政策制度、项目转型、技术革新等方

面着手推进我市产业结构转型发展的“组合拳”。现将具体情况

答复如下：

一、您的这一提案提的很好，此问题关系到高平市当下和未

来发展，是我市转型发展蹚新路出雏型的重要举措，对于高平市



改革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市政府印发了《高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高平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

（高政发〔2021〕11 号）,《通知》将第十三章“实施非均衡发

展战略，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作为重要内容，相继出台了《打

造创新生态小气候的实施方案(试行)》（高办发〔2021〕38 号）、

《关于促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实施办法(试行)》（高办发〔2021〕

39 号）、《高平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细则（试行）》（高政办

发〔2021〕39 号）等一系列符合实情的制度，让产业结构转型

有“章”可循、有“路”可走，为转型发展提供了完善的政策依

据和行动指南。

二、重视科技研发，提高企业科技含量，引育企业走科技创

新转型升级之路。一方面，采取政策引导，分类分档选企建库、

部门专业培育等方式，引导传统企业进行技术研发、科技创新，

对有自主创新潜力实力的企业从研发投入、高企培育和知识产权

保护等方面按年度再分层分类进行细分奖励，全面提升企业做精

做强核心业务，掌握拓展市场的独门绝技的能力，增强企业发展

后劲。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企业自主研发团队和科研力量，全力

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全市共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2 家，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9 家，山西省民营科技企业 5 家，山西省



科普基地 2 个，山西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 个，对标一流、引领

带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创新格局初步形成。

三、全面推进产学研合作。鼓励、支持、引导企业与国内知

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开展产学研合作。泫

氏实业与武汉大学、福州大学,本色农业与中国农业大学开展产

学研合作，北京科技大学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围绕储能材料及器

件进行中试放大与科研成果转化，康硕（山西）低应力制造系统

技术研究院积极开展低应力制造系统技术的应用研究。并聚焦新

能源新材料产业、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绿色建材产业，不断完善

创新校企合作机制，走深走实一流创新生态建设，助力我市产业

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四、加强项目谋划，引导产业有序转移。精心谋划一批产业

转型、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等重大项目，在数量、质量、体量上

做足功夫，紧盯专项债券和上级资金支持政策，积极向上争取资

金支持。加强对外开放，与市投资促进中心共同开展招商引资活

动，借助中博会、农博会、进博会等活动契机，捕捉项目线索，

跟踪项目信息，扩大招商成果。

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围绕“五

大环境”“五有套餐”及“三无”“三可”营商环境要求，持续深

化“放管服”改革，破题“一枚章”改革“后半篇”文章，加快

推进“证照分离”“告知承诺”“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标准地”



等重点改革，在审管衔接、“一支队伍管执法”、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等方向重点发力，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提振企业信心。

六、推动落实惠企创新政策。我市成立市长担任组长、常

务副市长担任第一副组长、各副市长担任副组长的入企服务工作

领导小组，设立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七个工作专班，组建 14 个入

企服务工作组，扎实开展入企服务工作。工作专班对 919 家中小

企业开展入企服务工作，共梳理问题建议诉求 191 个：需晋城市

协调省厅解决的问题 2 个；向晋城市工信局反馈问题 3 个；需县

级层面解决的问题 129 个，已解决 124 个，正在协调解决 5 个；

建议诉求 57 个，已提出解决方案。

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加宝贵

的意见。联系电话：0356-5222033

此致

敬礼

领导签字：

承办人员：侯志强 王伟苗 张婷

高平市发展和改革局

2022 年 9 月 15 日

抄送：高平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市纪检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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