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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沁政办发〔2022〕40 号

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沁水县支持商务领域市场主体倍增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县人民政府各委、办、局：

《沁水县支持商务领域市场主体倍增实施方案》已经县人

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2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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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水县支持商务领域市场主体倍增实施方案

为提升市场主体要素服务保障水平，提高市场资源要素配

置效率，促进商务领域市场主体实现快速增长，根据《山西省

商务厅关于印发支持商务领域市场主体倍增实施方案的通知》

（晋商综〔2022〕56 号）、《中共晋城市委晋城市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晋城市市场主体倍增工程实施意见>的通知》（晋市发

〔2022〕9 号）、《晋城市商务局关于印发支持商务领域市场主

体倍增实施方案的通知（晋市商流通〔2022〕36 号）》，结合

我县商务工作实际，制定支持商务领域市场主体倍增实施方案。

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效能

1.加强政策宣传，营造优化营商环境良好氛围。各单位、

各乡(镇)要把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主动“扛

在肩上”“抓在手上”。要强化政策宣传解读和舆论引导，准

确传递权威信息和政策意图，向企业推送各类优惠政策信息。

充分利用诚信兴商宣传月、非法集资宣传月、信用宣传月等宣

传活动，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督，积极打造诚

实守信的信用环境。充分利用线上线下各类平台，全方位、多

角度地宣传优化营商环境的各项政策措施和典型经验做法，营

造社会各方关注、支持、参与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良好氛围。

〔责任单位：各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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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开发区承载力，强力搭建发展平台

2.持续推动“承诺制+标准地+全代办”改革。开展核准类

企业投资项目承诺改革试点，全面推行承诺制审批“一本制”

模式；大力开展“熟地”招商，开发区出让“标准地”宗数占

本开发区工业用地比例达到 80%以上；深化拓展“全代办”服务，

强化服务项目意识，建立落实项目前期研判策划服务、“一项目

一方案一清单”审批服务、与市县审批局联动审批工作机制，

做好项目的全流程服务和全要素保障，把缩短审批时间、降低

交易成本、减轻企业负担等工作要求，落实到三项改革的各环

节和全过程，最大限度发挥三项改革的协同效应。〔责任单位：

沁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3.滚动开展“三个一批”活动。坚持每季度举办一次“三

个一批”活动，持续掀起项目建设热潮。开展“四比四看”活

动，持续抓好项目签约、开工、投产、达效，强化产出，提高

开发区亩产水平，不断提升开发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县工业的比

重。〔责任单位：沁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4.立足战略谋划项目。对照国家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意见、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加强京津冀产业转移对

接工作，围绕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和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谋划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完善项目库管理机制，加快项

目前期手续，实行项目储备清单化动态化管理，推动项目落地

落实。〔责任单位：沁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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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大项目跟踪服务力度。强化项目调度，跟踪项目进展，

围绕新建重点转型项目，聚焦签约未落地、开工又停工、投产

未达效等困扰项目建设的难点堵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入企服务，

帮助企业解决问题。研究制定开发区“三个一批”及提质增效

工作机制。〔责任单位：沁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6.加强重点工作统筹协调。聚焦开发区重点工作推进情况，

深入分析、科学研判、精准施策。定期研究开发区在建设发展

中遇到的矛盾问题，做到“工作力量向开发区集中、资源要素

往开发区倾斜”，助推开发区做优做特、做大做强。〔责任单位：

沁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三、构建现代流通体系，畅通城乡经济循环

7.培育一个乡村 e 镇。依托我县蜜蜂小镇和沁水蜂蜜、银

耳、黄小米、黑山羊等特色优势产业，在龙港镇培育一个乡村 e

镇，通过加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引进电子商务企业，培育乡

村 e 镇商业带头人，健全电商公共服务体系，推动我县产业、

主体、电商、金融、人才、技术等要素科学聚集发展，实现农

民收入和农村消费双提升，助力乡村振兴。〔责任单位：县工信

局、龙港镇人民政府〕

8.健全县域商业体系。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2022

年在端氏镇和嘉峰镇打造 2 个特色商贸小镇。“十四五”期间，

建立完善县域统筹、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重点、村为基础的

农村商业体系，高标准建设和改造一批县城商贸服务中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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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仓储配送中心、乡镇商贸中心和村级便民商店。〔责任单位：

各乡（镇）人民政府〕

9.打造夜间经济生活集聚区。开展夜间经济试点创建活动，

落实《晋城市发展夜间经济工作方案》，在全民健身中心建设 1

个夜间消费集聚区，吸引一批零售、餐饮、休闲娱乐等中小企

业入驻，发挥夜经济专区的集聚效应，提升城市烟火气。〔责任

单位：县总工会、龙港镇人民政府〕

10.积极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支持直播带货等电商新业态发

展，引导传统企业利用微信小程序、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

发展线上业务，开展“直播带货”，带动实体零售企业数字化转

型。组织开展“沁水县创新电商节”，各乡镇要积极组织辖区企

业参与电商节系列活动，做到“有企业，有产品，有网红，有

业绩”。对网络销售业绩突出的电商企业和新纳入限上社会消费

品零售统计的电商企业给予专项奖励。〔责任单位：县工信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11.鼓励企业品牌化发展。支持品牌连锁便利店发展，推动

便利店进农村，扩大门店服务网络覆盖面，推动门店数量倍增。

持续组织参加“晋城品牌中华行”活动，借助国内大型会展平

台，引导品牌产品开拓国内国际市场。〔责任单位：县工信局〕

12.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做好便民生活圈和国土空

间规划衔接，合理优化商业网点，重点推动老旧小区、新建居

住区、城乡结合部小区加强商业网点布局，满足居民便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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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常消费需求，打造多业态集聚的“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责任单位：龙港镇人民政府〕

四、创优外贸外资环境，持续激发发展活力

13.建设电商集聚区，发展跨境电商。建设亿基电商产业园

和蜜蜂小镇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利用跨境电商政策优势，

吸引跨境电商平台、企业入驻。鼓励传统外贸企业转型升级,发

展跨境电商业务。〔责任单位：县工信局、龙港镇人民政府、

县农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4.加大吸引外资力度。积极宣传《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领

域利用外资工作的实施意见》，优化外商投资产业导向，积极

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落实《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发展实施办法》

《山西省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资金奖励办法》等政策措施。完善

外资企业跟踪服务机制，开展外资企业拜访等活动，提升外资

促进和服务水平。〔责任单位：沁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县投资促进中心、各乡（镇）人民政府〕

五、加强组织保障，确保各项举措落地落实

15.成立工作专班。成立沁水县商务领域市场主体倍增工作

专班，统筹推进全县商务领域营商环境创新提升行动，统筹推

进全县商务领域市场主体倍增工程，系统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完成县委县政府和县推进市场主体倍增工作专班交办的其他工作。

16.实行清单管理机制。督促各乡（镇）人民政府、各相关

单位对照市场主体倍增工程、营商环境创新提升行动等政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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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涉及本乡（镇）、本单位的任务，逐项进行“六定”（定目标、

定任务、定措施、定进度、定责任、定标准），分别建立“四个

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措施清单和结果清单），实行矩

阵管理、挂图作战，精准施策、挂账销号，确保各项政策措施

落地见效、兑现到位。

17.建立定期调度机制。建立“单月会商、双月研判、季度

调度”制度。工作专班每月召开一次协调推进会议，掌握各乡

（镇）人民政府、各相关单位工作进展；每两月召开一次分析

研判会议，研究分析阶段性存在问题、提出对策；每季度召开

一次工作调度会议，汇总全县商务领域市场主体倍增工作进展，

研究提出审议重要政策、解决重大问题等建议。专班可根据工

作实际或者受领导小组指派，不定期进行重点工作调度和专项

工作调度。

18.强化工作通报机制。每季度对各乡（镇）人民政府、各

相关单位工作落实进度进行通报。各乡（镇）人民政府、各相

关单位要指定 1 名分管领导和联络员，按要求定期报送行动进

展情况。工作专班对各乡（镇）促进市场主体发展相关指标完

成情况、预期目标任务推进情况、重点工作序时进度等进行排

队通报。

附件：1.沁水县商务领域市场主体倍增工作专班

2.支持商务领域市场主体倍增工作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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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沁水县商务领域市场主体倍增工作专班

一、组成人员

组 长：李 春 县委常委、副县长

都林旭 沁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副组长：刘志强 县政府办二级主任科员

李柒兵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成 员：冯志刚 县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霍雨佳 县投资促进中心主任

董秀平 山西沁水农林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

各乡（镇）长

二、专班职责

统筹推进全县商务领域营商环境创新提升行动，统筹推进

全县商务领域市场主体倍增工程，督促“七大行动”和“六大

要素”保障措施落实，深入实施市场主体倍增“一揽子”政策；

系统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完成县委县政府和县推进市场主体倍

增工作专班交办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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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支持商务领域市场主体倍增工作任务清单
序号 任务事项 主要任务 责任单位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效能

1
加强政策宣传，营造优

化营商环境良好氛围

各单位、各乡镇要把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主动“扛在肩上”

“抓在手上”。要强化政策宣传解读和舆论引导，准确传递权威信息和政策意图，

向企业推送各类优惠政策信息。充分利用诚信兴商宣传月、非法集资宣传月、

信用宣传月等宣传活动，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督，积极打造诚

实守信的信用环境。充分利用线上线下各类平台，全方位、多角度地宣传优化

营商环境的各项政策措施和典型经验做法，营造社会各方关注、支持、参与优

化营商环境工作的良好氛围。

责任单位：各单位、各乡（镇）

人民政府

提升开发区承载力，强力搭建发展平台

2
持续推动“承诺制+标

准地+全代办”改革

开展核准类企业投资项目承诺改革试点，全面推行承诺制审批“一本制”模式；

大力开展“熟地”招商，开发区出让“标准地”宗数占本开发区工业用地比例

达到 80%以上；深化拓展“全代办”服务，强化服务项目意识，建立落实项目

前期研判策划服务、“一项目一方案一清单”审批服务、与市县审批局联动审

批工作机制，做好项目的全流程服务和全要素保障，把缩短审批时间、降低交

易成本、减轻企业负担等工作要求，落实到三项改革的各环节和全过程，最大

限度发挥三项改革的协同效应。

责任单位：沁水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

3
滚动开展

“三个一批”活动

坚持每季度举办一次“三个一批”活动，持续掀起项目建设热潮。开展“四比

四看”活动，持续抓好项目签约、开工、投产、达效，强化产出，提高开发区

亩产水平，不断提升开发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县工业的比重。

责任单位：沁水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

4 立足战略谋划项目

对照国家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意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加

强京津冀产业转移对接工作，围绕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和发展壮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谋划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完善项目库管理机制，加快项目前期手续，

实行项目储备清单化动态化管理，推动项目落地落实。

责任单位：沁水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



—

1
0

—

序号 任务事项 主要任务 责任单位

5
加大项目跟踪

服务力度

强化项目调度，跟踪项目进展，围绕新建重点转型项目，聚焦签约未落地、开

工又停工、投产未达效等困扰项目建设的难点堵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入企服务，

帮助企业解决问题。研究制定开发区“三个一批”及提质增效工作机制。

责任单位：沁水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

6
加强重点工作

统筹协调

聚焦开发区重点工作推进情况，深入分析、科学研判、精准施策。定期研究开

发区在建设发展中遇到的矛盾问题，做到“工作力量向开发区集中、资源要素

往开发区倾斜”，助推开发区做优做特、做大做强。

责任单位：沁水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

构建现代流通体系，畅通城乡经济循环

7 培育一个乡村 e镇

依托我县蜜蜂小镇和沁水蜂蜜、银耳、黄小米、黑山羊等特色优势产业，在龙

港镇培育一个乡村 e镇，通过加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引进电子商务企业，培

育乡村 e镇商业带头人，健全电商公共服务体系，推动我县产业、主体、电商、

金融、人才、技术等要素科学聚集发展，实现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双提升，助

力乡村振兴。

责任单位：县工信局、龙港镇

人民政府

8 健全县域商业体系

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2022 年在端氏镇和嘉峰镇打造 2个特色商贸小镇。

“十四五”期间，建立完善县域统筹、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重点、村为基础

的农村商业体系，高标准建设和改造一批县城商贸服务中心、物流仓储配送中

心、乡镇商贸中心和村级便民商店。

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9
打造夜间经济

生活集聚区

开展夜间经济试点创建活动，落实《晋城市发展夜间经济工作方案》，在全民

健身中心建设 1个夜间消费集聚区，吸引一批零售、餐饮、休闲娱乐等中小企

业入驻，发挥夜经济专区的集聚效应，提升城市烟火气。

责任单位：县总工会、龙港镇

人民政府



—

1
1

—

序号 任务事项 主要任务 责任单位

10
积极培育

新业态新模式

支持直播带货等电商新业态发展，引导传统企业利用微信小程序、抖音、快手

等短视频平台发展线上业务，开展“直播带货”，带动实体零售企业数字化转

型。组织开展“沁水县创新电商节”，各乡镇要积极组织辖区企业参与电商节

系列活动，做到“有企业，有产品，有网红，有业绩”。对网络销售业绩突出

的电商企业和新纳入限上社会消费品零售统计的电商企业给予专项奖励。

责任单位：县工信局、各乡

（镇）人民政府

11 鼓励企业品牌化发展

支持品牌连锁便利店发展，推动便利店进农村，扩大门店服务网络覆盖面，推

动门店数量倍增。持续组织参加“晋城品牌中华行”活动，借助国内大型会展

平台，引导品牌产品开拓国内国际市场。

责任单位：县工信局

12
推进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建设

做好便民生活圈和国土空间规划衔接，合理优化商业网点，重点推动老旧小区、

新建居住区、城乡结合部小区加强商业网点布局，满足居民便利生活和日常消

费需求，打造多业态集聚的“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责任单位：龙港镇人民政府

创优外贸外资环境，持续激发发展活力

13
建设电商集聚区，发展

跨境电商

建设亿基电商产业园和蜜蜂小镇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利用跨境电商政策优

势，吸引跨境电商平台、企业入驻。鼓励传统外贸企业转型升级,发展跨境电商

业务。

责任单位：县工信局、龙港镇

人民政府、县农林投资有限公司

14 加大吸引外资力度

积极宣传《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领域利用外资工作的实施意见》，优化外商投

资产业导向，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落实《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发展实施办法》

《山西省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资金奖励办法》等政策措施。完善外资企业跟踪服

务机制，开展外资企业拜访等活动，提升外资促进和服务水平。

责任单位：沁水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县投资促进中心、

各乡（镇）人民政府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县检

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县属各事业单位，各驻县单位。

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9月 2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