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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挂面有限公司（原太原挂面厂）职工庞建荣同志，
请你尽快携带相关身份资料，到单位按社保有关规定办理
退休的相关手续，因个人原因造成延误，后果自负。

太原挂面有限公司
2023年 9月 5日

通 知

本报讯 9月 4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山西加快
转型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的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壮
大专场发布会。我省明确提出，把数字经济作为重组要
素资源、重塑经济结构、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加快
转型发展的关键力量，加快补短板、强弱项、抢先机，着力
构建全省数字经济发展“标尺”。

近年来，我省奋勇争先，数字经济发展迈上了新台
阶。省数字经济发展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
《山西省推进数字经济全面发展 2023 年工作要点》后，省
委十二届六次全会把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壮大列为全省加
快转型发展的六大行动之一，并建立常态化调度机制，按
照《工作要点》制定 100 项重点任务工作台账，逐条逐项
压实各部门、各市工作责任，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常
态化开展全省及各市数字经济发展监测评价，包括 6个一

级指标、11 个二级指标、34 个三级指标，构建全省数字经
济发展“标尺”。2022 年我省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5688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1.5%，增速排全国第 11位。

顶层设计持续强化，我省数字基础设施也在优化升
级。目前，全省累计建成 5G基站 8.5万个，太原国家级互联
网骨干直联点、国家超级计算太原中心建成运行。太原、大
同已入选第二批“千兆城市”名单。网络基础设施全面向
IPv6演进升级，全省移动网络 IPv6流量占比达到 48%，家
庭网关 IPv6支持率达到 93.5%。全省在用、在建数据中心
设计标准机架达到 82.78万架，算力规模指数和存力指数均
列全国第七。省内企业成功申报 16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二级节点，其中 8个建设完成并已接入国家顶级节点。

与此同时，我省信创产业也在快速发展，依托长城、
曙光、百信等整机制造企业，云时代等集成企业，龙芯、华

为、麒麟、统信等一批骨干企业，初步构建起 CPU—操作
系统—基础软件—整机—配套外设—应用集成的产业链
条。电子信息制造业多个领域跻身全国前列，2022 年实
现营业收入 1697.2 亿元，比上年增长 9.4%。软件和大数
据产业不断壮大，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118亿元，比上年
增长 10.4%。信息通信业稳步增长，2022 年实现营业收
入 291.2 亿元，比上年增长 8.5%。此外，数字政府建设也
取得显著成效，全省“1+N”的政务云基础架构基本建成，
非涉密信息系统全部迁移上云。

下一步，我省将继续全力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
化、数据价值化、治理数字化协同发展，加快补短板、强弱
项、抢先机，大力建设全国算力高地；深化数据要素市场
化配置改革，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动我省数字经济发展
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本报讯 在 9 月 4 日举行的“山西加快转型发展”系
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省工信厅副厅长、新闻发言人刘勇
表示，通过大力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我省数字核心产
业正实现快速成长。下一步，将聚焦发展数字核心产业，
着力打造有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快打造中西部地
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新高地，全面塑造我省高质量发展
新优势。

在引导产业集聚发展方面，我省将开展“一市一品
牌”数字产业谋划布局行动，组织各市、综改区开展数字
产业品牌建设，深度挖掘各地发展优势，逐渐明确数字产
业发展重心，以创建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大数据方
向）为目标，打造若干数字产业集聚区。与此同时，要构
建完善的产业链条，打造大尺寸碳化硅衬底、高端晶圆检
测设备、高效深紫外 LED 芯片等产品，完善“材料—装

备—芯片—封装—应用”的第三代半导体产业链条。要
推动信创产业、算力产业、软件服务业等产业协同发展，
构建“计算机设备制造—数字基础设施—应用集成”的信
息技术融合应用产业链条。

在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方面，我省将引导数据基础设
施运营企业持续优化算力、存储等方面的服务水平；引导
数据基础服务企业拓展产品覆盖范围和应用场景，实现
从基础数据标注服务到专业领域数据标注的跨越；支持
应用集成企业在数字政府、数字矿山、智能运维、智慧医
疗、智慧环保等领域开展数字融合应用创新。

此外，还要围绕数字基础设施、关键技术研发、数字
化转型、智能制造、数据要素等领域推进实施一批重大项
目，提升数字产业发展内生动能；将分行业分领域遴选年
度具有典型示范价值的场景和优秀案例，推动数字化应
用标杆化、场景化发展。

在强化政策资金支持方面，将用足用好省级数字经
济发展专项资金、技术改造专项资金以及重点产业链培
育奖励资金，实现覆盖数字领域企业创新研发、主体培
育、人才选用、融合应用、市场拓展等多维度的政策支持，
切实提升企业竞争力。

本报讯 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在“山西加快转型发展”系列主
题新闻发布会上，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马双
喜表示，聚焦数字经济领域，今年我省组织开展了“四大
专项”，以此抢占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

省级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专项。依托开发区、高校、
龙头企业等主体，分区域型、行业型、企业型三类，组织创
建了长治高新区、太原理工大学、山西云时代等首批 10

家省级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为社会提供数字化转型诊
断、培训和解决方案等公共服务，培育壮大我省数字化转
型服务生态。组织首批省级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申报创
新能力建设项目，共筛选 8个优秀项目予以支持。

省级数字经济示范园区专项。组织创建了阳泉高新
区、吕梁经开区等 5 家首批数字经济示范园区，推动数字

经济重点产业、人才、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向园区
聚集，打造各具特色的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区，引导全省园
区实现差异化发展。组织首批数字经济示范园区申报公
共服务数字化能力提升项目，共筛选 3 个优秀项目予以
支持。

“数智强晋”示范工程专项。围绕数字产业链贯通、
数字化赋能、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等方向，发挥“数
实融合、数智赋能”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揭榜挂帅”了大
型冶金矿山用高端装备产业链数字化贯通工程、铜矿峪
矿智能矿山数智化建设、太行云商产业互联网数字化共

享服务平台等一批数字经济示范“标杆”项目予以支持。
新型智慧城市数字底座示范专项。组建我省新型智

慧城市标准化技术专家组，全省“一盘棋”谋划推动新型
智慧城市建设，统筹建设一体化数字底座，集成、汇聚城
市数据资源，加强数据创新，完善数据治理，构建良好数
据生态，共筛选 4个优秀项目予以支持。

下一步，我省将在用地、用能、资金等方面开通“绿色
通道”，强化要素保障，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切实发挥“四
大专项”实效。

（本组稿件由 梁 丹 采写）

省 政 府 新 闻 办 发 布 会

补 短 板 强 弱 项 抢 先 机

我省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标尺”

数字产业加速“聚链成群”

发力“四大专项” 抢占产业制高点

本报讯 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导、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主办的第三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全国赛日前在浙江
大学落幕，我省多所高校教师获奖。

本届大赛采用校赛、省赛、全国赛三级赛制，按照新工科、
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基础课程、课程思政领域和参赛教师
专业技术职务等级分组，设 6个大组，每组下设正高、副高、中级
及以下 3个组，共计 18个小组。比赛环节包括网络评审和现场
决赛，全国 32个赛区共有 1194所高校 83224名教师参加校赛，
23088 名教师参加省赛，1701 名教师（含团队成员）参加全国
赛，其中有 239门课程的 898位教师入围全国赛现场评审。

我省高校参赛代表队积极备赛，发挥出色，中北大学教师
梁志剑及其团队获新工科正高组二等奖，太原理工大学教师
张祺及其获新工科副高组二等奖，中北大学教师柴晓芳及其
团队获新工科中级及以下组三等奖。山西医科大学教师王燕
及其团队获新医科正高组三等奖，山西医科大学教师周雪及
其团队获新医科副高组一等奖。山西农业大学教师郭艳琼获
新农科正高组三等奖。山西大学教师郑玉飞及其团队获新文
科正高组三等奖，山西师范大学教师刘昂及其团队获新文科
副高组三等奖，山西应用科技学院教师王丹及其团队获新文
科中级及以下组二等奖。太原理工大学教师吴旭及其团队获
基础课程正高组三等奖，山西大学教师贾如获基础课程副高
组三等奖，山西大学教师陈琳及其团队获基础课程中级及以
下组三等奖。山西财经大学教师李静萍及其团队获课程思政
正高组三等奖，中北大学教师马春生及其团队获课程思政副
高组三等奖。

此外，山西医科大学在本届大赛中获优秀组织奖。
（尹 哲）

本报讯 9 月 3 日省统计局消息，今年前 7 月，山西新增
209家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

数据显示，截至 7 月，全省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在库 4380

家，其中，今年新增企业 209 家，比上年同期多 110 家，同比增
长 111.1%，比 2022年全年多 37家。分市域看，新增企业数量
最多的 3 座城市，分别为太原新增 101 家、运城新增 28 家、大
同新增 23家，合计占全省新增企业比重 72.7%。 （贺娟芳）

本报讯 9 月 3 日，记者从山西大学了解到，教育部近日
公布了第三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示范活动入
围名单，其中，山西大学贾锁堂教授领衔的“激光光谱技术教
师团队”入选，这是山西大学继光电研究所教师团队、科学技
术哲学研究教师团队之后，第三次入选“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
师团队”。

激光光谱技术教师团队依托量子光学与光量子器件国家
重点实验室，于 2002 年开始建设，团队负责人贾锁堂教授是
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973)首席科学家、科技部国际联合研
究中心负责人、极端光学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多年来，团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服务国家和社会经济发
展的生力军，其中培养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20 余人。团队承担
国家重大研究计划（973）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国家级项目 127 项。在国内外重要
学术刊物发表高水平论文 700余篇，授权国内外发明专利 156

项，多项科研成果荣获国家及省级奖励。研究成果“基于里德
堡原子的微波电场精密测量”入选 2020 年度“中国高校十大
科技进展”以及“2020 中国光学领域十大社会影响力事件”，
2021 年团队荣获第六届“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荣誉
称号。 （张晓丽）

本报讯 近日，省卫健委作出批复，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
院正式获批成立“山西省肝脏移植中心”，填补了我省在这一
领域的空白。此举将有力促进我省肝脏移植技术的发展，让
终末期肝病患者得到更加及时、规范、高效的救治。

肝脏移植作为终末期肝病唯一有效的治疗手段，可以
延长终末期肝病患者的生命和改善生活质量，其技术难度
体现了医院乃至所在地区的综合医疗水平。近年来，山医
大一院肝移植团队在肝脏移植专家徐钧教授带领下，成功
开展肝移植手术 100 余例，术式涵盖原位肝移植、背驮式肝
移植、成人活体肝移植、二次肝移植等，是省内开展肝移植
例数和术式种类最多的医院，有效减少了我省需肝移植的
终末期肝病患者的转外就医率，让三晋百姓在家门口就能
得到及时救治。

山西省肝脏移植中心成立后，将充分利用山医大一院优
质医疗资源，以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省医学重点建设学科肝胆
胰外科及肝脏移植中心为引领，联合感染、介入、肿瘤、消化、
重症、麻醉、影像、急诊等多学科，探索建设全省一流的能够学
科优势互补、相互支撑和深度融合的诊疗模式。医院将在目
前开展的 4 种术式基础上，逐步开展儿童活体肝移植、劈离式
肝移植、辅助肝移植及多米诺肝移植，让有肝移植适应症的终
末期肝病患者得到更加规范、高效的治疗，加速提升我省器官
移植技术水平和术后管理水平。同时，依托消化系统疾病及
器官移植山西省重点实验室、肝病与器官移植研究所等，开展
肝移植基础研究，为制定肝移植术后免疫排斥反应个体化精
准诊疗方案提供科学依据，并逐步完成临床转化，降低肝移植
术后排斥反应的发生，提高患者生存率。 （魏 薇、刘腊梅）

本报讯 2023“新疆是个好地方”对口援疆 19省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近日在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市新疆理工学院
举办，山西 6个非遗项目精彩亮相。

本届非遗展由文化和旅游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
政府主办，以“文化的瑰宝，人民的非遗”为主题，来自全国
19 个对口援疆省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疆 14 地州市的
383名非遗传承人、330项非遗项目参展。

作为对口援疆 19 省市之一，我省连续三届参展。本届
援疆非遗展，省文旅厅以“非遗美学生活馆”为主题，整体设
计采用国潮风，以山西标志性建筑作为门头，将传统与时尚
完美结合。我省 6个非遗项目参展，其中，国家级 4个、省级
2个，涵盖了传统音乐、曲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四大类，突
出能演、能展、能销、能赏、能玩的特点。

展会上，我省非遗作品和表演深受当地群众欢迎，独具
黄河民俗风韵的山西传统布艺，成为销售冠军，地方特色鲜
明的河曲民歌、长子鼓书表演，把现场气氛烘托得十分热
闹，非遗文创的集章盖章环节成为热门活动。我省的非遗
传承人与新疆当地传承人、其他参展非遗项目进行了交流
互动。 （陈辛华）

小区是城市的最小单元，也是组成社区的基层单元，
更是基层社会治理服务群众的“末梢神经”。一直以来，尖
草坪区南寨街道兴安苑小区党支部以党建工作为核心统
领全局，以邻里互助为切入点凝聚人心，探索出“邻里文
化、邻里议事、邻里托幼、邻里托养、邻里共建”的“五邻”党
建工作法，打造“邻里党建”特色品牌，形成党组织引领、多
方参与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邻里文化促和谐

兴安苑小区是一个典型的单位型老旧小区，小区居民
多数是山西北方兴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职工及其家属，该
小区党支部主动对接驻地单位北方兴安公司，联合打造爱
国爱家、顾全大局、协作互助的企业文化，丰富小区邻里文
化底蕴，发挥凝聚党心民心的良好效果。

“每年的邻里节是我们最期盼的，场面热闹不说，大伙
聚在一起别提多高兴了。”居民张阿姨口中的“邻里节”已
连续举办 17届，每年 5月份雷打不动地举办，有文艺汇演、
有公益服务，形式多样，街坊四邻走出家门在这一特别的

“仪式感”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这是兴安苑小区党支部
进一步建立和谐友善邻里关系的有效尝试，实现了邻里关
系的新发展。

邻里议事解难题

“今天召集大家过来，是要商讨关于西区 3号楼节能改
造相关事宜。”8 月 21 日，在兴安苑小区“睦邻轩”内，党员
干部与居民们各抒己见，商议小区治理难题。

兴安苑西区广场上的凉亭“睦邻轩”，是该小区党支部

专门搭建的邻里议事协商平台。在小区党支部的带领下，
围 绕 居 民 反 映 的 热 点 事 件 ，按 照“ 民 意 收 集 — 分 析 研
判 —协商议事—跟踪落实”四步议事法，实现“自己的事自
己议，大家的事一起办”。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今年以来，该小区党支部通过
“邻里议事”解决西区改造、物业选聘、招标等多件与居民
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变居民被动管理为居民主动参与建
设，实现小区事务居民管。

邻里托幼有“趣”处

一到假期，“托管难”就成为家长们的“愁心事”，小区
内有不少双职工家庭的孩子，暑期看管难问题突出。针对
这一难题，兴安苑小区党支部积极挖掘驻地资源，携手辖
区驻地单位、爱心商户、科普达人、大学生志愿者等，立足
学生与家长需求，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截至目前，已连续两年为小学生和幼儿分别推出“红
领巾成长营”托管服务、“缤纷暑假、科普一夏”科普小课堂
和“大眼看护”临时托护服务，让孩子们假期有“趣”处，解
决了家长们的实际困难。

邻里互助一家亲

“这两个月辛苦你了。”小区居民张阿姨握着邻居刘姐
的手不断感谢。前阵子，她不小心崴了脚，老伴儿是肢体
三级残疾，一日三餐成了问题。刘姐得知情况后，主动承
担起为两位老人做饭的任务，两个月如一日，在她的照料
下，张阿姨逐渐康复，演绎出一段邻里互助的佳话。

记者了解到，兴安苑小区党支部组建了“邻邻帮”志愿

服务队，引导邻里互帮互助、同乐同行、共治共享，发动“小
老人”帮“老老人”，充分弘扬近邻胜远亲的优良传统。此
外，社区还依托先进的康养器械，联合第三方养老机构开
展了智慧养老、助残“月探访”等上门照护服务，让为老服
务真正“活”起来。

邻里共建“朋友圈”

“这次的实习收获颇丰，通过这阶段的‘社区管家’经
历，我真切接触和了解最基层的社会事务。”实习结束前，
学生代表小刘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今年 7 月份以来，来自太原工业学院经济与管理系的
大学生“入村进居”，在兴安苑社区兼职“两委”委员和网格
员助理，开启了为期 1 年的“小区管家”职业生涯。“新鲜血
液”的加入使年龄构成偏大的小区党支部迎来勃勃生机，
也成为社区与高校联动共建的一次有效尝试。

记者了解到，该小区党支部积极融合辖区驻地单位资
源，整合多元力量服务居民，不断充实小区党建阵地的服
务功能和内涵，先后联合北方兴安公司、社区餐厅、学校、
幼儿园、门店商户等开展共建活动 20 余次，让丰富多彩的
公益活动走进居民生活，与共建单位建立了资源共享、平
台共建、活动共办、难题共解的机制。

记者 李晓琳 通讯员 赵程成

“ 五 邻 ”党 建 工 作 法 探 索 基 层 治 理 新 密 码

山西非遗项目亮相

对口援疆非遗展

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落幕

我省多所高校教师获奖

山西新增 209家

资质以上建企

山 大 激 光 光 谱 技 术

教师团队获得全国荣誉

山医大一院获批成立

山西省肝脏移植中心

9 月 4 日，赛马场区域党群服务中心组织离退休二胡爱好者开展交流活动，通过演奏经典曲目、分享感悟等形式，丰
富辖区退休老人生活，推动文化惠民活动融入市民生活。 张昊宇 乔玉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