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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全市 2023年交通城建环保项目谋划
指导意见

为提前谋划 2023年项目盘子，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根据

国省投资政策导向要求，现形成全市交通、城建、环保和“双

碳”等领域项目谋划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坚持紧扣国省政策，坚持规划引领，坚持“谋大、谋实、

谋优、谋强”原则，统筹沿黄、沿汾、沿太岳“三大板块”，牢

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经济、抓项目就是抓发展”理念，全力实

施项目带动战略，为实现“十四五”规划落地落实，提供强有力

的项目支撑。

二、政策依据

1.《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精神》

2.《关于加快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3.《关于组织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试点建设的通知》

4.《关于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工作的通知》

5.《关于污染治理和节能减碳专项治理的通知》

6.《关于开展“十四五”绿色低碳循环示范园区建设工作的

通知》

7.《关于申报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中央预算内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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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三、重点任务

（一）交通领域

1.交通新兴产业

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线，

以促进交通运输提效能、扩功能、增动能为导向。积极对接世

界 500强企业和先进地区，谋划智能汽车、自动驾驶汽车、智

能铁路、智慧民航、智慧公路，5G、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

项目。

2.交通基础建设

（1）围绕区域间铁路主通道。沿汾板块：谋划霍侯沿汾

城际铁路、长邯聊西延临汾至延安至兰州高速铁路、韩河侯晋

城际铁路，临汾西客站改扩建。开工建设韩河侯城际铁路，复

工张台铁路；沿黄板块：依托瓦日铁路通道，谋划蒲县、隰县

等集运站项目；沿太岳板块：依托瓦日铁路、侯月铁路，形成

浮山、安泽、古县、翼城廊道，积极谋划集运站项目。

（2）围绕高速公路通道。沿汾板块：京昆高速仁义至侯

马段的扩容改建；沿黄板块：洪洞至大宁高速公路、大宁至延

长高速公路大宁段；沿太岳板块：平遥至安泽至沁水高速公路、

临汾至沁水高速公路浮山至沁水段等。

（3）围绕国省道城市过境路段改造和国省道升级改造。

重点谋划 G108、G309、G209、G520、G241、G341、S248等

干线公路绕城项目，做好普通国省道与城市干道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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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围绕“四好农村路”项目。重点谋划规模建制村双车

道公路、自然村硬化路、乡镇三级以上公路，打通断头路、改

善老旧路、优化农村公路网络布局。

（5）围绕旅游公路。沿黄板块：继续推进黄河一号旅游

公路建设；沿太岳板块：全面启动旅游公路前期工作，进一步

促进农村公路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6）围绕水运基础设施。沿黄板块：开展乡宁石坪港至

河津禹门口六级航道提升工程，研究古贤水利枢纽古贤大坝上

游段航运开发工程；沿汾板块：着眼谋划曲沃浍河水库旅游航

运工程。

（7）围绕完善码头渡口。沿黄板块：优化黄河沿线及旅

游库区码头配置，改造或新建客运及便民服务码头；沿汾板块：

谋划曲沃浍河二库旅游码头，完善水上旅游船运项目设施，形

成春秋晋国城景区，打造临汾第一家水上旅游四级风景区。

（8）围绕支线机场改扩建。立足于省内重要支线机场定

位，完成跑道延长、双向盲降、机位增加、航空口岸、通用机

坪等建设工程，加快推进尧都机场改扩建。

（9）围绕通航机场建设。加快形成“1+N”通用航空机场

布局体系，重点推进乡宁、永和、侯马等通用机场建设，翼城、

浮山等通用机场开展前期工作。

（二）城建领域

1.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支持县城及建制镇新增污水集中处理设施项目建设，项目



— 46 —

需同步配套建设污水管网，实现雨污分流。具体要求：污水进

水 C0D浓度不低于 250毫克/升；县城污水集中处理规模不低

于 3000吨/日，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规模不低于 1500吨/日；

缺水城市需同步配套再生水利用设施及管网。

支持城市新区、城中村、老旧城区、城乡结合部等空白区

域的污水管网新建工程、管网错接改造、更新及破损修复改造

工程等。具体要求：单个项目污水收集管网建设长度不低于

20公里，新建污水收集管网项目不能雨污混接。

支持污泥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利用设施建设，单

个污泥处理项目处理能力不低于 200吨/日。

支持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及收转运示范项目，支持生活垃圾

分类、收转运设施建设及焚烧发电一体化项目，支持城镇生活

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其中，以焚烧处理方式的项目，原则上处

理能力大于 500吨/日。

2.高效制冷节能改造。支持以城市为单位开展的公共机

构、公共建筑、机场等重点领域中央空调节能改造工程。支持

既有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制冷系统能效提升工程。支持以商

业聚集区、高校园区、集中行政区、工业园区等制冷需求大、

负荷集中的区域和园区整体实施的制冷改造工程。支持冷链物

流龙头企业制冷设备和设施全产业链条绿色改造工程。

3.推进新型包装和可循环物流配送设施循环体系建设。支

持城市政府以连锁商超、农副产品批发、区域性物流仓储、电

商快递等为重点，投放和运营可循环、可折叠物流配送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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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包装物和循环物流器具的循环使用体系和跨平台运营体

系，推动企业开展有助于新型包装和循环物流改造推广的绿色

供应链改造，推动工业企业推广使用可复用的商品和物流一体

化包装。

（三）环保领域

1.大宗固废资源综合利用。支持重点区域的尾矿、煤矸石、

粉煤灰、冶金渣、化工渣（工业副产石膏）、工业废弃料及拆

解等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基地公共基础设施及平台建设

项目。

2.园区第三方治理。支持钢铁、冶金、建材、电镀行业通

过第三方治理项目。

3.环保关键技术装备和重点行业清洁生产示范。支持具备

核心技术，对行业、区域污染物排放和环境质量改善具有重要

作用，总投资在 5000万元以上的环保装备项目。支持能源、

冶金、建材、化工、有色、纺织等 6个行业实施清洁生产技术、

设备提升改造示范项目。示范项目必须达到清洁生产评价指标

Ⅱ级以上，并已通过清洁生产审核，总投资在 3000万元以上。

4.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支持推动农作物秸秆高效资源化

利用项目及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项目。

（四）重大工程方面

1.全民节能行动。支持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确定的

重大工程项目，包括利用重大技术、重大装备在钢铁、建材、

石化、化工、有色等高耗能行业实施的综合能效提升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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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项目。支持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汾渭平原实施集中供热（蒸汽）改造等煤炭消费减

量替代项目。

2.循环发展引领。支持资源循环利用基地中的公共基础设

施和平台建设，推动建筑垃圾、园区废弃物、橡胶、玻璃、废

钢铁、废有色金属、废旧动力电池等城市典型、低值废弃物进

行集中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利用；支持各地新增建设集中式或分

布式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能力项目。

3.节水重点工程。支持缺水城市和工业园区的苦咸水淡化

类项目，单个项目投资额不低于 1亿元。

（五）碳达峰碳中和领域

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发展新技术、新业态，

培育壮大新兴及未来产业对未来实现碳达峰至关重要，必须加

快转型，谋划低碳产业项目。

1.重大节能低碳技术产业化示范方面

2.机场、铁路专用线能效提升改造方面

3.园区循环化改造方面

4.再生资源加工利用和大宗废弃物综合利用行业技术升

级改造、淘汰设备的报废拆解和循环利用方面。

四、相关要求

（一）严格项目入库。按照项目储备三年滚动投资计划有

关要求，及时将储备项目纳入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选择符合

投向、条件具备的项目编制 2023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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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把项目开工条件。拟申报项目要严格执行国家有

关投资管理的各种规定，切实履行项目审批、核准、备案和城

乡规划、用地审批、环评批复等前期工作程序，加快前期工作

进度，确保投资计划能够及早编制下达，一经下达即可投入项

目建设。

（三）切实落实项目资金。要结合财政承受能力、政府投

资能力和本地区建设需求，根据中央补助标准和地方建设资金

落实情况，合理申报投资计划，企业投资项目要提供资金到位

情况。

（四）加强项目监管。此前已经获得中央财政投资或其他

部门支持的项目不得重复支持、不得多头申报。要认真进行失

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筛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