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 城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晋市政办函〔2023〕31 号

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晋城市 2023 年项目建设冬季

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市属有关企业：

《晋城市 2023 年项目建设冬季行动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1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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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城市 2023 年项目建设冬季行动方案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全力稳增长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的若干措施，进一步做好我市抓项目促投资工作，确保圆满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市政府决定从 2023 年 11 月 1 日至 2024 年 2 月

20 日，在全市开展项目建设“冬季行动”，特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强化

“项目是第一支撑”鲜明导向，坚持用好“四全工作法”，聚焦

全市投资持续回落的现状，利用冬季时节，全力实施谋划储备、

招商引资、手续办理、项目推进、破解难题“五大攻坚行动”，

全力破解项目数量少、体量小、质量低等问题，确保今年项目建

设“收好官”，明年项目建设“开好局”，为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

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项目支撑。

二、行动目标

（一）项目投资目标。2023 年四季度全市力争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 241.2 亿元，产业项目投资 155.96 亿元，民间投资 109.04

亿元，确保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稳步增长，产业项目投资、民间投

资增速完成省定目标。

城 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0.9 亿元，产业项目投资 15.94

亿元，民间投资 22.9 亿元；

泽州县：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0.7 亿元，产业项目投资 21.25



— 3 —

亿元，民间投资 14.52 亿元；

高平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8.7 亿元，产业项目投资 30.26

亿元，民间投资 14.72 亿元；

阳城县：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8.8 亿元，产业项目投资 30.5

亿元，民间投资 23.58 亿元；

陵川县：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7.8 亿元，产业项目投资 3.7 亿

元，民间投资 2.42 亿元；

沁水县：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4.3 亿元，产业项目投资 37.4

亿元，民间投资 14.4 亿元；

开发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0 亿元，产业项目投资 16.91

亿元，民间投资 16.5 亿元。

（二）项目储备目标。2024 年全市建设项目储备数量不少

于 1547 个，年度投资不低于 940 亿元；产业项目数量不少于 692

个，年度投资不低于 444.7 亿元；民间投资项目数量不少于 623

个，年度投资不低于 352 亿元；省级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数量不少

于 57 个，年度投资不低于 161 亿元。

城 区：项目数量 197 个（含市本级）、年度投资 150 亿元，

产业项目数量 31 个、年度投资 32.1 亿元，民间投资项目数量

82 个、年度投资 57.6 亿元，省级重点工程项目数量 2 个、年度

投资 3.6 亿元；

泽州县：项目数量 314 个、年度投资 180 亿元，产业项目数

量 104 个、年度投资 69.8 亿元，民间投资项目数量 109 个、年

度投资 64.2 亿元，省级重点工程项目数量 8 个、年度投资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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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高平市：项目数量 405 个、年度投资 150 亿元，产业项目

数量 225 个、年度投资 76.7 亿元，民间投资项目数量 156 个、

年度投资 55.1 亿元，省级重点工程项目数量 6个、年度投资 15.6

亿元；

阳城县：项目数量 243 个、年度投资 180 亿元，产业项目

数量 138 个、年度投资 92.8 亿元，民间投资项目数量 125 个、

年度投资 69.7 亿元，省级重点工程项目数量 5 个、年度投资 17

亿元；

陵川县：项目数量 128 个、年度投资 60 亿元，产业项目数

量 62个、年度投资 35.2 亿元，民间投资项目数量54个、年度投

资33.4 亿元，省级重点工程项目数量2个、年度投资9.6亿元；

沁水县：项目数量 189 个、年度投资 150 亿元，产业项目数

量 86 个、年度投资 86.1 亿元，民间投资项目数量 39 个、年度

投资 16.1 亿元，省级重点工程项目数量 10 个、年度投资 22.8

亿元；

开发区：项目数量 71 个、年度投资 70 亿元，产业项目数

量 46 个、年度投资 52 亿元，民间投资项目数量 58 个、年度投

资 56 亿元，省级重点工程项目数量 12 个、年度投资 17.4 亿元。

（三）项目开工目标。2023 年四季度全市新开工项目 90 个。

分别是：城区 11 个、泽州县 10 个、高平市 31 个、阳城县 5 个、

陵川县 1 个、沁水县 13 个、开发区 2 个、市本级 17 个。2024

年一季度新建项目开工率达到 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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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入统目标。2023 年四季度全市入统项目 233 个，

分别是：城区 9 个、泽州县 69 个、高平市 61 个、阳城县 28 个、

陵川县 8 个、沁水县 38 个、开发区 8 个、市本级 12 个。

（五）招商引资目标。2023 年四季度，全市新签约项目总

投资 345 亿元，新开工固定资产项目计划总投资 132 亿元，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资金到位 34 亿元。

城 区：新签约项目总投资 38 亿元，新开工固定资产项目

计划总投资 14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金到位 3.5 亿元；

泽州县：新签约项目总投资 69 亿元，新开工固定资产项目

计划总投资 25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金到位 6.5 亿元；

高平市：新签约项目总投资 64 亿元，新开工固定资产项目

计划总投资 23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金到位 6 亿元；

阳城县：新签约项目总投资 60 亿元，新开工固定资产项目

计划总投资 22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金到位 6 亿元；

陵川县：新签约项目总投资 24 亿元，新开工固定资产项目

计划总投资 9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金到位 2.5 亿元；

沁水县：新签约项目总投资 57 亿元，新开工固定资产项目

计划总投资 21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金到位 5.5 亿元；

开发区：新签约项目总投资 33 亿元，新开工固定资产项目

计划总投资 18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金到位 4 亿元。

三、行动内容

（一）谋划储备攻坚行动

1.突出重点。按照系统、集成、整合理念，紧盯国家产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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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投资方向，聚焦“六大战略定位”，围绕“1+5”现代产业体

系、十大产业链、城市建设、乡村振兴、生态文明、现代服务业、

治水兴水等主攻方向，谋深谋实 2024 年项目盘子，确保谋划的

项目实现数量、质量、体量“三量齐增”。

2.统筹管理。建立“1+7+X”项目谋划储备库，全市项目管

理“一盘棋”，实行动态调整、滚动管理。“1”即项目攻坚指挥

部办公室建立全市项目谋划储备总库；“7”即县（市、区）、开

发区建立本级项目谋划储备子库；“X”即相关部门建立本行业项

目谋划储备子库。

3.谋大储强。2024 年全市新开工 50 亿元以上项目 5 个，

10-50 亿元项目 25 个、5-10 亿元项目 33 个。

城 区：10-50亿元3个、5-10亿元4个；

泽州县：50亿元以上1个、10-50亿元3个、5-10亿元6 个；

高平市：50亿元以上1个、10-50亿元2个、5-10亿元3个；

阳城县：10-50亿元3个、5-10亿元4 个；

陵川县：5-10亿元2 个；

沁水县：50 亿元以上1个、10-50亿元3个、5-10亿元 4 个；

开发区：50 亿元以上1个、10-50亿元8个、5-10亿元7 个；

市本级：50 亿元以上1个、10-50亿元3个、5-10亿元3 个。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开发区管委会，相关企业

（二）招商引资攻坚行动

1.精准对接。聚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中原城市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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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灵活运用多种招商方式，瞄准先进制造业龙头企业、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开展精准靶向招商。精心打造

目标企业库、项目管理库、机构联络库和招商图谱、招商地图，

做到有的放矢、精准出击。

2.压实责任。县（市、区）、开发区党政主要领导既是招商

引资的组织者，更是招商活动的实施者，要亲力亲为、身先士卒、

主动出击，挖掘拓展人脉资源，拓宽招商引资渠道，形成招商引

资强大合力。乡镇、街道办事处党政主要领导要轮流带队外出招

商引资。

3.抓实落地。已签约项目，要实行帮办服务，做好供水、供

电、供气、土地、资金、厂房等全方位要素保障，确保项目能落

地、早开工。要抓好“双向承诺”兑现，项目主体要兑现项目投

资、建设规模、落地时间等承诺，属地政府要兑现各项优惠政策

的承诺。

责任单位：市投资促进中心，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

发区管委会

（三）手续办理攻坚行动

1.梳理项目清单。市项目攻坚指挥部办公室对 2024 年计划

新开工项目，会同市县两级相关部门进行研判，逐项核实项目是

否符合相关政策规划、要素要件要求，并按照项目成熟度，分批

次推送审批部门。各县（市、区）、开发区和市相关部门前期手

续办理清单，于 11 月 30 日前报市项目攻坚指挥部办公室。

2.提高审批时效。市县两级审批部门对进入审批环节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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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要对照清单逐个项目梳理审批事项，形成审批清单、要素前

置事项清单，分别推送相关部门。建立健全投资项目“全代办”

工作服务机制，明确承办单位、承办人员和办理时限，量身定制

“一项目一清单一方案”，提速项目审批。

3.提速前置审批。要素前置部门对列入清单管理的项目要靠

前服务，一次性告知项目单位是否存在政策性障碍（是否涉及生

态保护红线、基本农田等），指导项目单位按照审批环节要求，

完善前置审批要件。项目单位要压缩中介机构耗时，督促第三方

机构加快文本编制，及时向要素前置部门提供相关资料。

责任单位：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市生态环境局、市能源局、市文化和旅游局等部门，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四）项目推进攻坚行动

1.开工一批。抓好 2023 年未开工的 90 个项目，力争 12 月

中旬前全部开工建设。包括城区程颢书院文化产业园、老城片区

改造等 11 个项目，泽州县丹河新城西南片区排水防涝治理改造、

晋城监狱迁建等 10 个项目，高平市第十中学校、高平市城乡一

体化供水工程等 31 个项目，阳城县阳羊洋 2 万只肉羊繁育基地、

阳城县东部片区一体化供水工程等 5 个项目，陵川县马圪当派出

所业务技术用房修建工程 1 个项目，沁水县煤层气增压站及配套

管网、北港物流商贸园区等 13 个项目，开发区圣锦天地、金匠

工业园区“源网荷储”一体化 2 个项目，市本级新型智慧城市建

设（二期）工程、晋城四中综合实验楼等 17 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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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速一批。抓好 2023 年未按时序进度推进的 44 个重点支

撑性项目。包括城区禾瑞尚康妇幼医养中心、东关社区城中村改

造二期等 4 个项目，泽州县山西太行农副产品物流产业园、车寨

煤矿等 11 个项目，高平市科技孵化楼、城市周边村落 2022 年集

中供热等 6 个项目，阳城县化工园区基础设施、大宁煤矿铁路专

用线扩建等 6 个项目，陵川县高标准农田、国道 207 线（长治晋

城界至陵川）升级改造 2 个项目，沁水县京津冀 LNG 调峰储备中

心、城乡建筑垃圾资源化及绿色装配建材综合处理等 5 个项目，

开发区智能电子终端制造、晋城弘博大健康商业中心等 7 个项

目，市本级瑞霞街（陈岭路-龙潭路）道路工程、主城区水系建

设及黑臭水体综合治理等 3 个项目。

3.入统一批。抓好 2023 年已开工未入统的 233 个项目，推

动项目应统尽统。包括城区生态疗养吴王山示范区、南苑新村等

9 个项目，泽州县科源 100MW 光伏发电、合聚健康产业园等 69

个项目，高平市唐安煤矿分公司煤层配采、康宜佳品数字中医与

生物科技食品加工等 61 个项目，阳城县新建博物馆片区、禾木

农产品商贸物流园等 28 个项目，陵川县中药材冷链物流仓储中

心、中广核 15 万千瓦光伏发电等 8 个项目，沁水县肉羊全产业

链、东部三镇一区规模化供水等 38 个项目，开发区晋城海斯制

药有限公司金匠产业园项目一期工程、智能锁制造生产等 8 个项

目，市本级冯苗路（书院街-西环路）道路工程、便民市场等 12

个项目。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统计局等部门，各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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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五）破解难题攻坚行动

1.建立问题清单。聚焦影响和制约项目推进的堵点难点，开

展“项目问题大起底”活动，建立项目问题台账，逐项明确问题

责任部门、责任人和解决时限，实行问题“发现-交办-督办-销

号”闭环管理。

2.分层分级推进。县级事权的县级政府协调解决，市级事权、

省级事权的市直牵头单位协调解决。一般性问题限期解决；久拖

不决的问题，通过 13710 督办解决；重大问题提交市政府会议研

究解决。

3.疏解堵点困难。重点推动解决二季度“13710”交办的 6

个项目 7 个问题、三季度交办的 20 个重大项目中涉及的 11 个项

目 22 个问题，县级部门要推动本级问题的协调解决。问题领办

部门要明确分管领导、责任科室、办结时限，力争“冬季行动”

期间全部解决。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市水务局、市交通运输局等部门，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

发区管委会

四、工作机制

（一）领导包保机制。用好领导包县区包项目包行业工作机

制。市政府领导牵头，成立由包保县区、市直行业主管部门组成

的工作专班，副市长根据分管领域包保推进 5 个重点项目。要压

实包保县区、行业主管部门主体责任，深入一线推进督导，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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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突出问题，确保按计划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各县（市、区）、

开发区参照建立包保机制。

（二）清单管理机制。建立 2023 年四季度投资目标任务、

2024 年项目储备目标任务、2023 年四季度招商引资目标任务、

副市长包保推进重点项目、2023 年未开工项目、2023 年已开工

未入统项目、2023 年未按序时进度推进项目、2023 年冬季行动

第一批项目问题困难交办、2024 年一季度计划新开工项目前期

手续办理等“九张清单”。县（市、区）、开发区要对照清单，

分解细化任务，定人定责定时限，一项一项抓推进，一件一件

抓落实。

（三）调度通报机制。市政府每月召开一至两次调度会议，

对话县（市、区）长，调度目标完成、项目问题、重点工作落实

情况，研究需市级层面协调解决的重大问题。包保领导每半月至

少调度一次包保县区和分管行业工作推动、目标完成情况，协调

解决影响项目建设的重点问题。市项目攻坚指挥部办公室逐月排

名通报项目开工、入统、手续办理、问题推进等进展情况。

（四）督查督办机制。成立“冬季行动”专项督查组，每月

对县（市、区）、开发区和市相关部门项目进行推进督导，督机

制、督目标、督程序、督投资、督进度、督入统、督服务、督施

工、督环境、督问题。督导进展不快的项目，督查不落实的人和

事，及时通报督查结果。

（五）协调联动机制。县（市、区）、部门和项目单位之间，

要聚焦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加强横向沟通、纵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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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解决项目推进、要素资源配置等

关键环节的实际问题，确保项目建设提速提效。

五、组织保障

（一）强化组织领导。市项目攻坚指挥部办公室要发挥牵头

抓总作用，协调推动项目谋划、招商引资、前期、开工、入统等

各个环节工作。县（市、区）、开发区和市相关部门是“冬季行

动”的责任主体，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分管领导要具体抓，全力

推动“冬季行动”取得实效。

（二）强化责任落实。各级各部门要强化“管行业必须管项

目、管投资”理念，进一步细化工作方案，深化工作举措，制定

项目清单和工作任务清单，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压实每一个工

作环节，确保每项工作有专人盯办，确保每项活动任务落实落细

落地。

（三）加强舆论宣传。充分利用电视、报纸、网络、公众号

等多种媒体媒介，全方位、多层次宣传报道“冬季行动”动态和

成效。要加大对具体工作中好经验、好做法、先进典型、重大项

目进展的宣传力度，对不作为、慢作为的人和事进行曝光。通过

晾晒比拼、揭短亮丑，营造比学赶超、奋力争先的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