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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

回顾2023年

全力稳就业促增收。扎实开展职业技能提

升、劳务品牌培育、就业服务提质三项工程和大学

生基层就业行动计划，拓宽跨区域劳务协作、公益

性岗位安置等就业渠道，促进高校毕业生、退役军

人、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稳定就业。

推进教育强省建设。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

保障机制。加大省级标准化和示范普通高中创

建力度。实施高职“双高计划”和中职“双示范”

建设，推进职普融通。扎实推进“双一流”建设，

加大高校优势特色学科发展支持力度。

深化健康陕西建设。扎实推进国家医学中

心、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支持铜川开展国家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试点。加快优质医疗资源

扩容和区域的衡布局，壮大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

伍，力争每万人拥有全科医生数达到4人。

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城乡居民养

老待遇水平。加快推进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

建立经济困难家庭失能老人补贴制度，提高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贴标准，开展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

三年行动。推进普惠托育机构建设，力争每千人托

位数达到3.8个。推广老年助餐和就近医疗服务。

在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亲临陕西，勉励

我们“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赋予我们“在西部地区

发挥示范作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重大战略使命，

三秦儿女备受激励和鼓舞，深感温暖与荣光。

首届中国一中亚峰会在西安成功举办，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对陕西的极大信任、极大关怀。我们牢记“国之大者”，扛起政治责

任，精心精细做好服务保障，向全世界展示了恢弘的中国气派和绚丽的陕西风

采，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贡献了力量。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实
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今年
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生产总值增长 5.5%左

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3%，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5.5%、6.5%，城镇新增就
业4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居

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粮食产量1260万吨
以上。单位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5%以上，力争
“十四五”以来累计降低10%左右。

今年重点工作

一年来，面对经济恢复的波浪曲折和结构调整的艰巨任务，面对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的加速演进，面对风险挑战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我们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
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扎实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
教育，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在省委坚强领导下，
围绕构建“六个体系”、争做“六个示范”目标，深入开展“三个年”活动，大力发展县域
经济、民营经济、开放型经济、数字经济，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内生动力显著增强、高质
量发展扎实推进。全年生产总值达到33786亿元、增长4.3%，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
为5.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3400亿元，粮食产量突破1300万吨。

坚持能源与非能稳产并举抓工业，

巴拉素等 10处煤矿建成，延长气田扩产

一期项目新增产能 18.9亿方，新增电力

装机 152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总量突破

4000万千瓦，镇安抽水蓄能电站 1号机

组调试发电，榆能 40万吨乙二醇项目建

成，汽车、太阳能电池、集成电路圆片产

量分别增长 33.4%、154.5%、7.4%，新增

规上工业企业 1000家左右，规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 5%。投资 130 亿元的比亚迪

扩产项目当年开工、当年投产，G8.5+基

板玻璃项目建成，延榆高铁开工建设，丹

凤至山阳高速公路通车，引汉济渭工程

实现供水。新能源汽车销售额增长

100.3%，文旅重点产业链年综合收入达

到7729亿元。

紧盯关键环节，稳定经济运行

攻克关键核心技术 363 项国内首

条千吨级高品质镁示范线建成投产。

新增国家级科技孵化器 10 个，科研人

员成立转化企业 1051 家，科技型中小

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分别增长 37%、

33%，新增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40 家。全省发明专利投权 2.2 万件、增

长 16.1%，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 10

万件，就地转化技术合同占比提高 11
个百分点。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 务 业 企 业 投 资 分 别 增 长 10.1% 、

46.2%，制造业重点产业链产值突破 1
万亿元、增长 10.2%，乘用车 (新能源)、
太阳能光伏等 9 条产业链产值增速超

过两位数。数字产品制造重点行业增

加值增长 18%。

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产业升级

上线“一件事一次办”服务事项 15
个，“跨省通办”政务事项达到 154 项。

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超 490亿元，

普惠小微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分别

增长 26.2%、26.9%，实有企业 156.5 万

户、增长 12.1%，净增“五上”民营企业

1182家，新增上市企业 7家。供应工业

“标准地”316宗 3.6万亩，“交地即交证”

项目 676 个。省属企业实现利润 799.4
亿元，居全国第 6位。实现中亚五国通

航全覆盖，对中亚出口增长221.9%。中欧

班列开行量突破 5300 列、增长 15.3%，

出口陕西货值增长 26.1%。自贸试验区

新增有业绩的外贸企业 368家，陕汽重

卡、新能源汽车出口分别增长 101.4%、

1154%。

推进改革开放，释放市场活力

苹果、木耳、茶叶农业产值分别增长

3%、24.5%、12.8%，新增国家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 2个，县域生产总值达到 1.6万亿

元，西部百强县新增 1个、达到 8个。脱

贫人口人均纯收入增长 15.2%，集体经

济薄弱村降至10%以内，农村卫生户厕、

自来水普及率分别达到 81.7%、95.6%。

新建改建高标准农田 230万亩，粮食总

产和单产均创历史新高。启动实施西安

都市圈建设三年行动。柞水县朱家湾村

入选 2023年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

旅游乡村”。

统筹城乡区域，推动融合发展

推动秦岭七省(市)跨区域保护，修订

秦岭区域产业准入清单，秦岭陕西段环境

优良面积达99.3%，商路被纳入全国气侯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市。全面启动荒

淇化综合防治和黄河“几宇弯”攻坚战，治

理沙化土地94.9万亩。开展黄河流城清

废行动，提标改造县级以上污水处理厂

114座，黄河干流水质稳定达优。新能源

交易 163亿千瓦时、绿电交易 22亿千瓦

时，绿电供给占比达到26.8%。

加强生态治理，促进绿色转型

开展就业创业十大行动，发放稳岗

资金 9.2 亿元、创业担保贷款 63 亿元，

城镇新增就业 43 万人，全省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 6.7%。投入 35.1 亿元

改善 1646 所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

高等教育第三方评估第一层次学科增

长 89%，国家级教学成果获奖数全国第

3，高校承担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理工

农医类)全国第 4。西安交大一附院榆

林医院获批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83 个县启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 5%和 11%，51
种慢性病、地方病纳入医保范围。建

成乡镇 (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300
个。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2016
个，惠及居民 23.14 万户。严厉打击电

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社会治安群

众满意率达到 98.8%。

展望2024年

强化夯基兜底，增进民生福祉

培育创新驱动新引擎。实施科技创新“八大

行动”，加快西安“双中心”重点项目建设，积极创

建国家工业母机创新中心，启动建设能源陕西实

验室，探索释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溢出效应。实

施新一轮秦创原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打造20个左

右省级秦创原未来(新兴、特色)产业创新聚集区。

推动“三项改革”政策向科研院所、国有企业、医疗

卫生机构等延伸。启动实施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计划，全省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4%，技术合

同成交额突破4200亿元。深入实施“登高、升规、

晋位、上市”四个工程，全年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

2.5万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85万家。

塑造产业链群新优势。规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 6%。煤炭、原油、天然气产量 7.8 亿吨、2470
万 吨 、350 亿 方 以 上 ，能 源 工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5%。乘用车 (新能源)、太阳能光伏、输变电装

备、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链产值分别突破

2500亿元、1800亿元、1000亿元和 1000亿元，非

能工业增加值增长 7.5%。力争战略性新兴产

业增加值增长 8%。打造商旅名街 15 条，游客

人数、旅游收入分别增长 8%、8.5%，文旅重点

产业链年综合收入达到 8500亿元。

抢滩数字经济新蓝海。聚力培育软件和信

息服务、物联网等10个重点数字产业集群。培育

工业互联网平台10个，打造制造业数字化改造样

板 100个。加快“双千兆”网络部署和 IPv6改造，

力争5G基站总量达到12万个。

强化创新引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推动陕煤1500万吨煤炭

分质利用、国能循环经济煤炭综合利用两个千亿级

项目开工。加快闪存芯片、比亚迪扩产和隆基

100GW硅片等项目建设，实施好240个工业投资和

技术改造重点项目，新增产能项目释放产值1000亿

元，制造业投资增长6.5%。加快延榆等5条高铁、

眉大等13条高速、西安威阳国际机场三期、东庄水

利枢纽、王瑶水库扩容等在建项目进度。实际使用

内资增长10%。全年社会(企业)资本投资增长5%。

激发有潜能的消费。限上网络零售额增长

10%。重点支持 15 个县开展县域商业建设行

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5.5%。

坚持综合施策，着力扩大有效需求

抓好重点领域改革。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

场，推进市场监管领域准入准营“一件事”改革。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省属国企战略协同、专业

重组。分类推进开发区改革，加快政企分离，提高

运营效率。深化电力市场改革，逐步降低全社会

用电成本。建立健全与人口、产业布局相匹配的

水资源配置机制。完善省对市县转移支付制度。

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西安国际港站吞吐

量 49万标箱以上，力争省内货值增长 15%。实

施自贸区提升战略，开展制度型开放先行试

点。开展“陕耀全球”百团千企拓市场抓订单活

动，净增有业绩的外贸企业 500家，进出口总值

增长 8%。积极有序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

移，抓好456个项目落地。

推动民管经济加快发展。健全服务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体系，完善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机制，常

态化办好政企恳谈会，深入开展“三整治四提升”

专项行动，全面清理政府拖欠企业账款。扩大中

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覆盖面，培育认定省级公共服

务示范平台30家、人才服务基地25家。深入开展

“十行千亿惠万企”融资专项行动，为中小微企业新

投放信贷资金不少于2000亿元。新增规上工业企

业10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

企业均增长20%以上。力争新增上市企业10家。

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

促进农业高质高效。新建和改造提升200万

亩以上，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 4500万亩以上，新

增耕地20万亩以上。做优做强苹果、蔬莱、茶叶、

畜禽、中药材 5个千亿级和乳制品、食用菌、猕猴

桃 3 个百亿级产业链群，水果产量达到 2110 万

吨，蔬菜和食用菌达到 2100万吨，茶叶保持在 14

万吨左右。创建省级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30个。持续推进种业振兴“五大行动”。

促进乡村宜居宜业。新创建500个以上产业

强、农民富、环境美、农村稳的省级示范村。高质

量完成22.9万座户厕改造任务，生活垃圾收运处

理自然村达到93.7%。

促进农民富裕富足。深化农村集体经济“消

薄培强”行动，加大合作社质量提升、示范家庭

农场创建力度，集体经济薄弱村降至 5%以内、

较强村超过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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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分类施策推动产业功

能县、农产品主产县、生态功能县特色化差异化

发展，力争县域经济增速高于全省增速 1个百分

点。深入实施产业园区三年提升工程，县域园区

工业产值增长 7%。分类推进 100个省级乡村振

兴示范镇建设，新创建10-15个县城建设示范县。

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推动转

移支付、要素配置等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

钩，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均等享有基本公共服

务。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三大工程”，实施城

市更新行动。

推动三大区域相互赋能。加快建设榆林能

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延安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

打造陕北高端材料基地鼓励引导陕南壮大旅游

康养和毛绒玩具、小电子、预制莱等消费品制造

业。依托“飞地经济”深化跨区域产业协作，健全

区际利益补偿和区域合作利益分享机制。

夯实县域支撑，增强区域发展均衡性协调性

更好服务全国生态保护大局。实施守护祖

脉秦岭三年行动。加快黄河西岸、渭河沿岸生

态带建设，修编“三北”工程六期规划，以毛乌素

沙地、白于山区为重点，全力打好“几字弯”攻坚

战，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93 万亩，治理水土流失

4000平方公里，全省水土保持率不低于70.8%。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升重点行业

减排绩效，新增 B 级及以上企业 100 家左右，

削减关中地区电煤消费 160 万吨，力争煤炭主

产 区 铁 路 运 输 比 例 达 到 90% ，国 考 10 市

PM2.5 平均浓度降至 36.2 微克 /立方米、优良

天数达到 299.1 天。

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大力发展绿

色低碳产业，积极推动地热资源利用。积极参与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扎实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践行“两山”理念，不断提升绿色发展水平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积极推进石峁申

遗，深入推进太平遗址、秦东陵等重点考古研

究。建好用好长城、长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打

造中华文明重要标识地。提高大遗址保护利用

水平，做好革命文物集中连片保护和整体展示，

促进西安鼓乐、咸阳茯茶、汉中藤编等特色非遗

传承发展。扎实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大力促进文艺繁荣发展。开展青年艺术家创

作扶持计划，推出更多既具秦风秦韵、又叫好叫座

的精品力作，进一步擦亮“文学陕军”“长安画派”“西

部影视”“陕北民歌”等特色文化品牌。振兴秦腔艺

术，办好2024中国秦腔优秀剧目会演活动。提升丝

略国际艺术节影响力，支持传统剧院拓展网上剧场。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持续提升公共图

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服务水平，鼓励延长开放时

间。深入实施智慧广电乡村工程。推动文旅惠

民平台扩容提质，创新开展“戏曲进乡村”“文化

进万家”等活动。

发挥资源优势，积极推进文化强省建设

突出可感可及，扎实办好民生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