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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全市 2023 年新型城镇化项目谋划
指导意见 

 
根据国省投资政策导向等要求，为进一步提升各县（市、

区）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充分发挥项目和投资的关键拉动作

用，打造稳增长的重要载体，现就加强我市 2023 年新型城镇

化项目谋划和储备工作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政策引领 

（一）主动融入国省重大战略和发展大局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赋予我市建设黄河流域绿色崛起转型

样板城市、打造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中心城市的“双城”

定位，关中平原城市群规划我市为对接京津冀的桥头堡。我们

要积极融入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中部地区高

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加快谋

划合作领域和示范项目，充分释放重大发展战略红利。 

要抢抓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提出的全面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机遇，谋划重点支持的网络型、产业升级、城市、

农业农村、国家安全等基础设施领域重大项目，进一步优化全市

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加快构建具有临汾特色

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提升临汾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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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及省市《行动方案》，加强与太原、武汉、长沙、

郑州、合肥、南昌、洛阳、马鞍山等市的产业合作,深化与武

汉大学、中南大学等双一流高校的沟通交流,以重大项目为支

撑、以科技转化为关键、以产业协同为抓手，推动中部地区高质

量发展战略在我市取得明显成效。 

要聚焦全省“一群两区三圈”区域发展战略布局，立足我

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发展基础及未来发展潜力，谋划一

批与兄弟市互联互通、协同合作的项目，不断提升全市整体竞争

力，打造“立足晋南圈、引领金三角、联动郑太西、辐射晋

陕豫”的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中心城市。要在与运城市合

作上率先取得突破，加快与运城市联合谋划一批交通互联、产

业共建、公共服务共享等项目，共同推动晋南城镇圈建设。 

（二）坚持“双城”牵引，构建“核心引领、板块协同、样 

板带动、多点支撑”的城镇化发展新布局 

要围绕“双城”建设，谋划实施一批黄河流域治理、黄河

文化弘扬、低碳循环发展、商贸物流、医疗教育、文化旅游等项

目，加强与西安、郑州、日照等重点城市合作，增强示范、集聚、

辐射效应，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绿色崛起转型样板城市、晋陕豫

黄河金三角区域中心城市。 

要围绕“核心引领”，谋划实施一批城市道路、公园、文体、

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项目，打造特色商圈、特色街区等，推动

主城区“西跨、北延、南拓、东融、中优”，加快城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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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尧都文脉，全面提高城市承载能力和人口吸纳能力，建成

引领“双城”建设的核心都市圈。 

要围绕“板块协同”，谋划实施一批生态保护、产业协同、

民生共建的重大项目。沿汾板块重点围绕发展高端装备制造、

信创产业和未来产业谋划项目，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

城郊经济，打造板块经济发展主轴。沿黄板块围绕新能源、储能和

清洁用能产业谋划项目，实现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绿色发展，

打造板块经济发展西翼。沿太岳板块重点围绕先进焦化等传统优

势产业谋划项目，延伸发展新材料、新能源、新产品，实现企业

集聚、产业集群、资源集约、效益集成，打造板块经济发展东翼。 

要围绕“样板带动、多点支撑”，谋划实施一批县城更新、

开发区（产业集聚区）建设项目，引导区域优势特色产业、农

村二三产业向县城、园区集聚，建设一批特色样板县城，推动县

城、开发区、特色镇、美丽乡村形成多点支撑体系。 

（三）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贯彻落实《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

等国省关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决策部署，坚持以县城为重要载体、

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全面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提升县域发展质量。 

要围绕县城功能定位谋划项目。专业功能县城，要着力谋

划先进制造、商贸流通、文化旅游等产业类项目，做优做强特色

产业。农产品主产区县城，要着力谋划高标准农田建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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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基础设施、农产品加工等项目，为有效服务“三农”、保障粮

食安全提供支撑。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要着力谋划生态修复、流

域治理、国土绿化、环境保护等领域项目，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要围绕加快城乡融合发展谋划项目。城乡基础设施方面，

谋划布局一批轨道交通、公路、通航、园区基础设施、应急救

援等项目，畅通城乡流动。城乡公共服务方面，以公交都市国

家级名片为引领，谋划布局一批科教、文体、医疗、康养、行

购娱等利民惠民项目，提升城乡文化内涵、文明素养、文化自

信，提供最实惠、最直接、最暖心的公共服务。 

二、重点任务 

（一）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要对标中央财经委员会关于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要

求，紧紧抓住国家大力构建基础设施体系的重大机遇，结合我

市发展基础和优势，精准补短板、强弱项，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

设施体系，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一是围绕网络型基础设施领域谋划项目。要深入研究传统

网络型基础设施联网、补网、强链举措，加快推进蒲县抽水蓄能

电站、临浮高速、108 国道改线、尧都机场改扩建、古贤水利

枢纽等存量项目建设，谋划一批跨流域、跨县域新的增量项目，

着力提升基础设施网络效益。 

二是围绕产业升级基础设施领域谋划项目。谋划一批开发区、

产业集聚区信息、科技、物流等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优化

布局 5G 基础网络、融合基础设施、物流园区等项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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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带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稳定性和

安全性。 

三是围绕城市基础设施领域谋划项目。要重点围绕城市更新

谋划一系列优质项目，加快提升市域交通网、城市防洪排涝、城市

管网更新、智能公交、智能电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打造高品

质生活空间。 

四是围绕农业农村基础设施领域谋划项目。要立足农业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在高标准农田建设、完善农村交通运输体系、改善

农村生活条件等方面，加大项目谋划实施力度，以基础设施现代

化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五是围绕国家安全基础设施领域谋划项目。要加强对国家安

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研究，谋划一批人防工程、水利工程、抗震

结构工程等防灾减灾基础设施，以及物资仓储基地、医疗保障基

础设施、应急保供体系、大数据系统、应急指挥中心建设等，加

快提升应对极端情况的能力。 

（二）新型城镇化与区域融合发展领域 

一是在区域合作中谋项目。积极和中部地区兄弟市对接，

谋划实施一批装备制造、钢铁、新能源、电子信息、新材料、

中试基地、院士工作站等项目，加快突破关键环节核心技术，

推动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加强与黄河流域及关中平原城市群城

市间交流合作，谋划实施一批物流通道建设、文化传承与创新、

旅游合作、金融协作、生态环境共建等项目，形成与黄河流域要

素统一、市场统一、机制统一的一体化发展格局。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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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晋南高质量城镇圈的全面合作，联动运城市谋划实施一批商

贸、物流、金融、新兴产业、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等项目，加强

产业链、共性技术研发、市场开拓等方面体系共建。 

二是在推动城市更新中谋项目。根据《临汾市城市建设更新

三年行动实施方案》部署，围绕河西片区、涝洰河片区、尧庙片

区、老城片区、东城片区五大片区谋划实施一批重点项目，谋划建

设汾河湾城市会客厅，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促进城市品质提升。

注重繁荣城市经济，谋划实施一批特色商圈、特色街区等稳就业

项目，促进产城融合、宜居宜业，让城市充满烟火气，吸引外来

人口进得来、住得起；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谋划实施一批

历史文脉保护工程、生态绿地系统、城市特色风貌等项目；推进

生产生活低碳化，谋划实施一批绿色建筑、垃圾处理、污水处理、

雨污分流改造等项目；开展城市“双修”工程，谋划实施一批

市政交通、防洪排涝、老化管网改造、老旧小区改造等项目，建

设有颜值、有气质、有价值的智慧城市。统筹推进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和重大项目谋划工作，促进人口和产业合理布局，保障优质

项目用地需求。 

三是在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行动中谋项目。加快完善

县城基础设施，增强综合承载能力，提升发展质量，更好满足农

民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和县城居民生产生活需要。围绕产业配

套设施方面谋项目，重点加强开发区（产业集聚区）、创业创

新基地等产业发展平台公共配套设施建设，跟进配套建设标准

厂房、通用基础制造装备、共性技术研发仪器设备、仓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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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回收设施、云计算、人工智能平台、宽带基础网络等，有力支

撑产业高质量发展。围绕医疗卫生、教育、养老托育、文旅体育、

社会福利、社区综合服务等方面谋项目，推进公共服务设施提标

扩面，保障居民获得普惠共享的基本公共服务。围绕特色小镇建

设谋项目，聚焦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和产业、社区、

文化、旅游“四位一体”，塑造具有临汾风貌的特色小镇。 

（三）“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领域 

一是对照国家规划 102  项重大工程谋划项目。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推动“十四五”规划 102 项重大工程实施做出重要指示，

省市层面进行了安排部署，各县市区要高度重视，持续发力，

谋划实施一批产业、交通、现代能源体系、国家水网、农村和城

镇建设、生态环境和经济安全保障、社会民生等工程，特别是规

划提到的“黄河干流河道和滩区综合治理、黄河古贤水利枢纽、

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黄河文化旅游带、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

合治理、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区域医疗中心、沁水盆地煤层

气勘探开发”等项目，争取国家政策、资金支持。 

二是对照规划《纲要》及专项规划谋划项目。对照规划支

持领域和市《纲要》20 个专栏提出的重大工程，谋划实施一

批创新驱动、产业集群培育、城市内涵品质提升、交通强市建

设、生态保护等项目，以项目建设的实际成效推动规划落地生根。 

三是做好项目推进。统筹项目盘子的规模和成熟度，敢于

超前谋划布局，注重夯实项目前期（包括项目赋码、可研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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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节能手续批复、初步设计批复、建设用地手续办理等），

确保项目前期工作稳、准、细、实，为争取国省资金打下坚实基

础。 

三、保障机制 

（一）建立健全政策保障体系。以国省政策为导向，结合

我市实际，加强项目重大政策体系建设，有针对性地完善或出台

鼓励政策和扶持政策，释放政策红利，为项目从谋划到实施各个

时期、各个关键环节做好全面保障。 

（二）着力加强项目前期工作。要加快构建重大项目全生

命周期服务保障体系，对重大项目要做到任务分解到位、问题

研判到位、责任落实到位，积极做好手续办理、要素保障等工作，

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项目早

日开工建设、早日投产达效。 

（三）强化项目主体责任落实。强化各级各部门项目谋划

的主体责任，各级各部门一把手为重点项目谋划工作第一责任人，

要亲自谋划亲自抓，对各领域、各辖区项目谋划成效负总责，协

调解决储备项目落地过程中的实际问题，真正做到“谋划一批、

储备一批、落实一批、推动一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