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产能　去库存　去杠杆　降成本　补短板
2016年我省主要工作任务扫 描

本报讯 （记 者　薛 生 贵 ）昨 日 ，记者从
陕西省第十二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 四次会议
上获悉，2016年 ，我省将坚持稳中求进的总
基调 ，精心谋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切实抓
好去产能 、去库存 、去杠杆 、降成本 、补短板
五大任务 。

全省主要预期 目 标为 ：经济增长 8%左
右 ，地方财政收入增长 10%左右 ，城镇登记
失业率控制在4%以 内 ，城乡居 民收入分别
增长 9%和 10%左右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长 10%左右 ，物价涨幅控制在3%左右 。

改革
重点开发陕北和彬长煤矿

今年规模以上工业计划增长9%左右 。
将重点开发陕北和彬长煤矿 ，逐步关停渭
北老矿 区 。坚决淘汰 “僵尸 企业”、高污
染企业和产能过剩领域无竞争力企业 ，妥
善安置分流人员 。完善新能源企业购买使
用扶持政策 。从降低五险一金 、电力价格
等方面发力 ，清理规范中介服务 ，实施涉
企收费 目 录清单管理 ，完善煤电价格联动
机制 。

按 照 补 短板 要 求 强化 重 大基础 设施
建 设 。继 续 加 强 “米 字 型 ”高 铁 网 建
设 ，全 力 加快包西 、西成高铁等项 目 进
度 。保持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稳定增长 ，今年
增长 10%左右。

加快形成供水 、供气 、供热 、环保等
方面的价格市场化决定机制 ，对高耗能行

业实施差别惩罚性和阶梯 电价 ，全面实行
居 民用 电 、用水 、用气阶梯价格 。

此外 ，推广 “互联网+政务服务”，将
实体政务大厅向 网上办事大厅延伸 。

民生
实施社保兜底　落实失独家庭救助政 策

按照与城镇 、园 区 、中心村 “三靠近 ”原
则 推 进 异地搬迁 ，今年搬迁 8万 户 、28万
人 。增加转移支付额度 ，让有 劳动能力 的
贫 困 人 口 通过生态补偿就地脱贫 。实行农
村低保与扶贫两线合 一 ，全面开展重特大
疾病救助 ，实施社保兜底 。从今年起 ，省财
政扶贫资金年均增长不低于 20%，年内确保
1 30万人脱贫 。

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 两个孩子政
策 ，切实落实失独家庭补助救助政策 。

积极推进光纤到楼到 户 ，普及城 区公
共无线网络 ，不断扩充 出省带宽 ，督促运营
商落实降费提速政策 。

社保
逐步实现失业 、工伤保险省级统筹

今年 ，计划新增城镇就业 36万人 ，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560万人 ，重点做好 引
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和 自 主创业 以及
“ 去产能”分流人员就业工作 。完善被征
地农 民 、个体从业人员和农 民工等群体参
保政策 ，逐步实现失业 、工伤保险省级统
筹 。推 进城 乡 居 民 基本 医 疗保 险 制 度 整

合 ，落实城乡居 民大病保险制度 。完善城
乡特 困人员供养制度 ，落实 困难残疾人生
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 ，实现
县城公益性公墓全覆盖 。

教育
贫困 家庭子女实行“一条龙”帮扶

对 贫 困 家 庭子女 ，从学前 到 小学 、中
学 、大学直至就业 “一条龙 ”帮扶 ，实现教育
脱贫 。

加快450所公办幼儿园建设 ，全面完成
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每年新改扩
建 100所城 区中小学 ，继续进行城市大学 区
制 改革 。优化整合高 中和职业教育 资源 ，
加强特殊教育学校建设 。

住房
推进房地产“去库存”

积极推进房地产 “去库存”，稳定房
地产市场 ，支持 建筑业提质增效 。继续
加大 闲 置土地处置 力 度 ，依法收 回 违规
用 地 ，盘活存量 ，提高效率 。狠抓保 障
性 安居 工程配套设施建设 ，实施棚 户 区
改造 28万 户 ，确保项 目 竣工前 6个月 编
制 完成配租配售方案 、验收后 三个 月 分
配居住 。

搞好大城市停车场 、充 电桩建设 ，对
20个县城过境公路实施改建。推进城镇基
本公共服务和便利 向 常住人 口 全覆盖 ，年
内 户 籍 城 镇 化 率 达 到 40.8%。推 行 一 网

通 、一 站 通 、一 卡 通等 民 生服务智 慧应
用 ，彻底改变粗放型管理方式 。

城建
风道建设纳入城市规划 和管理

推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继续开展
蔡家坡 、庄里 、大柳塔和恒 口 4个镇级市
培育试点 ，持续推进省级重点示范镇和文
化旅游名镇建设 。

进 一 步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 ，全面开
展城市设计 ，将风道建设纳入城市规划和
管理 ，统筹规划建设城市绿化带 ，使全省城
市绿地率达到 35%以上 ，新建居住区绿地率
不低于 30%。建设城市商业 聚 集 区和“15
分钟 ”社 区便 民生活服务圈 ，培育发展文化
休闲 、体育健身 、医养结合等消费业态 。

环保
实施治污降霾分季对标考核

系统抓好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实施
治污降霾分季对标考核 ，强化特定时段重
点防治 ，确保全省空气质量持续好转。从
严控制矿 山开采 ，坚决遏制违规采石和乱
批乱建现象 。

全面 落 实 节能减排要求 ，实施工业污
染全面达标排放计划 、燃煤电厂超低排放
改造工程 ，扩大全省天然气消费总量 ，提高
风能 、太阳能 、地热能应用 比重 。化学需氧
量 、氨氮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总量分别消
减 1.5%、1.5%、1.5%和2%。

我
省
制
定“
十
三
五”
发
展
基
本
思
路
和
目
标
任
务

实
施
13
年
免
费
教
育
　
实
现
市
市
通
高
铁

本报讯 （记 者　薛 生 贵 ）昨 日 ，
记者从陕西 省 第十二届人 民代表
大会第 四次会议上获悉，“十三五 ”
期 间 ，我省 的主要发展 目 标是 ，在
提高质量与效益基础上 ，经济增长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20年 ，生产
总值达到 3万亿美元（2015年全年
实现生产总值 18171.86亿元 ），人
均超过 1万美元 ，城乡居 民收入赶
超全国平均水平 。

按照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
共享 ”的发展理念 ，“十三五”期 间 ，
我省将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 ，在全
国 率先建成创新型省份。2020年
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 60%，进入
中国著名品牌的数量大幅提升 。

把协调作为 内在要求 ，着力构
建可持续的发展结构 。户 籍人 口
城镇 化 率 达 到 45%，西 安 地 铁 运
营 里 程 达 到 200公 里 ，建 设 铁路
3500公里 、高速公路 1500公里 ，实
现市市通高铁 、县 县通高速 、村村
通油路 。

把绿色作为必要条件 ，让生态
文 明 融 入发展全过程 。落实 自 然
资源 、环境保护督查和终身追责制
度 ，持续铁腕治污降霾 。发展循环
经济 ，全省森林覆盖率超过 45%，
单位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15%，力争
西安每年增加 10个蓝天 。

把共享作为本质要求 ，不断为
三秦百 姓创造新福祉 。新增就业
220万人。普及学前 3年教育 ，全面
实施 13年免费教育 ，推荐中等职业
教育 免费 ，5所高校和 50个学科进入全 国 一流行
业 。完善分级诊疗制 度 ，2017年县域就诊率达到
90%，202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 76.7岁 。重点县和片
区县全部脱贫摘帽，331万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 。

西安车站迎来春运第一天
本报讯 （记 者　薛 生 贵）2016年西安车站春运工作 自 1

月 24日 起至 3月 3日 结束 ，为期40天 。今年春运是 国家
“ 十三五 ”规划全面实施的第一个春运 ，西安车站作为西部
最大客运站和陕西省 、西安市重要窗 口 ，将秉承“在丝路起
点与旅客结缘”的理念 ，发挥“丝路缘”亲情服务品牌作用 ，
确保旅客 “安全 、方便 、温馨”出行 。预计旅客发送量将达
到 360万人 ，日 均 9万人 ，同 比增长 3.6%。节前 15天 ，旅客
发 送 量 将 达 到 135万 人 ，占 春 运 旅 客 运 输 总发 送量 的
37.5%；节后 25天 ，旅客发送量将达到 225万人 ，占春运旅
客运输总发送量的62.5%。

今年春运 ，西安车站节前主要以探亲返乡流为主 ，集
中出行高峰将出 现在 2月 的 5、6日 ，预计最高 日 客发达 10
万人 。节后西安车站将出现务工 、学生 、返城等多流叠加
的态势 ，旅客群体出行较集中 ，第一轮节后高峰将出现在 2
月 13日 至 16日 ，预计最高 日 客发将达到 11万人以上 。

陕西高铁春运预计发送旅客240万人
本报讯 （记 者　薛 生 贵）1月 24日 起 ，铁路迎来2016年

春运。西安北站准确把握今年春运工作的特点与变化 ，以
“ 三个出行 ”常态化为 目 标 ，突出抓好行车 、乘降 、售票 、服
务 、秩序 、应急等关键环节 ，全力备战今年春运 “大考”。

今年春运期 间 ，为 了 满足旅客高铁出行需求，西安北
站加开动车组列车 12对 ，最高 日 开行67.5对 。预计春运
40天陕西高铁共发送旅客 240万人 ，日 均发送 6万人，同
比增加 39.2万 人 ，增幅 19.5%。自 1月 10日 起至 月 底 ，
管 内大中 专 院校陆续放假 ，学生客流集 中 出行，1月 15
日-18日 、24日 -28日 形成 2次学生运输高峰。进入春运
后 ，节前 15天 ，客流相对平稳 ，以探亲返乡 客流为主 ，
客流集中在 2月 2日 -7日 。节前预计发送旅客达到 78万
人 ，日 均5.2万 ，客流主要集中在西宝 、延安 、大西等方
向 。节 后 25天 ，探亲 、学生 、务工 、商务客流重叠交
错 ，客流呈现来势猛 、时 间长 、高峰持续 、运能紧张的
特点 。节后首轮小高峰集中在2月 10日-12日 ，主要以管
内 探亲客流为 主 ，客流主要 集 中在宝鸡 、大荔 、渭南 、
华 山 等方 向 。第二轮高峰 自 2月 13日 -16日 ，探亲 、务
工 、商务等返程客流密集 出 行 ，各站客流呈井喷态势 ，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等方 向及省 内西宝 、大荔 、华
山 北 、渭南北等方 向 客流密集 。第三轮高峰主要在 2月
22日 -26日 ，以 “元宵节 ”探亲客流和务工 、学生返程
客流为主 ，客流流向为管 内各站密集 出发 ，西安北站以
出发到达双 向客流为主 ，西安北 、宝鸡南 、杨陵南 、渭
南北 、大荔站都将迎来客流高峰。2月 27日 之后 ，客流
将呈现逐步回落趋势。节后 ，陕西高铁预计发送旅客 162
万人 ，日 均6.5万 ，最高 日 为 2月 12、13日 ，预计单 日 客
发将超9万 。

2016年

春 运 于 1月
24日 正 式 拉
开 大 幕 。据
预 测，2016

年春运期 间 ，
全 国 旅 客 出
行 量 将 持 续
攀升 ，旅客发
送 量 预 计 超
过 29.1亿 人

次 。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1 月 23日 上 午 ，西安铁路公安处 围 绕“平安春
运 铁警 同 行”主题 ，在 西安 火车站广 场组织 开展春
运安全宣传活动。吴活泼　赵亚楠　王瑞　张鑫　摄

车 站 温情送别 的 情侣 。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1 月 24日 ，安康 车 站领 导 带领 民警 、安检 员
为 过往旅客 宣 传 出 行安 全 常 识 ，并 为 旅客送上
春联、“福 ”字 。　范江洲　李婧华　摄

1 月 23日 ，西 安铁路局 西安客运段与 东 方航
空公司 西北分公 司 客舱部联合开展“空铁共建 ·情
暖旅途”2016年春运服务启 动仪式 。　唐振江　摄

（ 上接一版 ）
在热烈 的掌声 中 ，省长娄勤

俭代表省人 民政府 向大会作政府
工作报告 。报告指 出 ，2015年是
陕西发展史上极不平凡 的 一年 。
全省上下以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和来陕视察重要指示
为动力 ，万众一 心 ，埋头苦干 ，
在追赶超越的征途上奋进 ，经济
增速逐季回升，“十二五”确定
的 12项约束性指标全部完成，15
项预期性指标基本 完 成 ，我省
“ 十二五”圆满收官 ，实现 了 由
欠发达省份向 中等发达省份的历
史性跨 越 。报 告指 出 ，过 去 五
年 ，我们奋斗的历程充满艰辛 ，
取得的成就令人欣喜 ，积累 的经
验值得铭记 ，这就是 ：不管面临
多大的挑战 ，都必须牢牢扭住科
学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不动摇 ；不
管遇到多么大的 困难 ，都必须巩
固和保持心齐气顺劲足的 良好政
治生态 ；不管处理多么复杂的问
题 ，都必须把全省人 民的福祉放
在第一位 ；不管取得多么好的成
绩 ，都必须低调务实不张扬 ，埋
头 苦 干 。报 告指 出 ，“十三五 ”
是全面 建 成 小 康社会 的 决胜 阶
段 ，我们面临着严峻挑战 ，但更
应该看到 陕西发展 的重大机遇 ：
我省科技 、人才优势凸显和不断
增长的标准 、专利 、技术交易成
果 ，为创新驱动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 ；国家赋予我省建设内陆改
革开放新高地先行先试的使命和
诸多规划上升到 国家 战略 ，可获
得更多 的支持 ；现代产业体系加
速构建 ，将在 日 趋激烈 的个性化
市场竞争 中 赢得先机 ；连续的高
增速积累 和基础设施的完善 ，为
更好更快发展提供 了 有 力支撑 ；
民生和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极大
保护和发展 了 生产 力 ；“一带 一
路 ”建设的大格局拓展 了 我省发
展的空 间 ；全面深化改革和 3700
万三秦儿女人心 思进 、万众追梦
焕发 出 强大动 力 。报告指 出 ，我
省 “十三五 ”的主要发展 目 标是 ：
在提高质量 与效益基础 上 ，经济
增长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到 2020
年 ，生产总值达到 3万亿元 、人均
超过 1万美元 ，城乡 居 民收入赶
超全 国平均水平 ，现行标准下农
村贫 困 人 口 全部脱贫 ，基本公共

服务实现均等化 ，人 民生活水平
和质量进 一 步提高 ，同 步够格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三个陕西 ”建
设迈上更高水平。2016年我省经
济社会发展主 要预期 目 标是 ：经
济增长 8%左右 ，地方财政收入增
长 10%左右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
制在 4%以 内 ，城乡居 民收入分别
增长 9%和 10%左右 ，社会消费 品
零售总额增长 10%左右 ，物价涨
幅控制 在 3%左右 。我们要积极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 ，精心 谋划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 ，统筹推进稳增长 、
调结构 、惠 民生 、防 风 险各项 工
作 ，切实抓好去产能 、去库存 、去
杠杆 、降成本 、补短板五大任务 ，
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实现“十
三五”开好头 、起好步 。要按照 习
近平总书记追赶超越和 “五个扎
实”的要求 ，聚焦“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 ，紧扣五大发展理念 ，积极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实现新常
态下新跨越 ，夺取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战的伟大胜利 。

娄勤俭在报告中提出 了今年
六个方面 的主要工作任务 ：积极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努力重
塑体现创新 引领与适应消费需求
的产业体系 ；进 一 步加强新型城
镇化建设 ；更加主动参与 “一带一
路”建设 ；系统抓好环境保护和生
态建设 ；以更大力 度保障和改善
民生 。报告最后还对以更好地适
应 中 央要求 、人 民期待和新形势
需求为 目 标全面加强政府 自 身建
设工作作了安排部署 。

开 幕 大会 还 进 行 了 三 项 议
程 ：审查陕西省 国 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
及说明 ；审查关于陕西省 2015年
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与 2016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草案的报告 ；审查关于陕西
省 2015年财政预算执行情 况和
2016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

政协第十一届陕西省委员会
全体委员 ，在陕的十二届全 国人
大代表 ，省级各部门和人 民团体 ，
设区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负责
人 ，部省双重管理单位 ，国家有关
部 门驻陕办事机构 、省属重要企
业和高等院校等方面的负责人列
席大会 。

陕西省统计局发布“十二五”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报告
本报讯 （记者 　钟 洁 ）1月 23日 ，陕西省统

计局发布 “十二五”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报
告。“十二五”期 间 ，全省经济综合实力持续提
升 ，总量位次前移两位 ，人 民生活水平稳步提
高 ，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实现了 从经济欠
发达省份 向 中等发达省份的跨越 ，全省经济
和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 。

经济实 力 增强 ：经济总量位次前移

“十二五 ”期间 ，我省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
长 11.1%，高于全国 3.3个百分点 ，经济增速继
续位居全国第一方阵。2015年地 区生产总值
突破 1.8万亿元 ，为 18171.86亿元 ，是2010年的
1 .8倍。“十二五”GDP净增量比2008年GDP总
量还多733.8亿元 ，是“十一五”时期增量的 1.3
倍。在全国的位次继“十一五 ”期间连续前移 3
位后，2015年超过 内蒙古前移至 15位 ，实现了
从经济欠发达省份向中等发达省份的跨越 。

发 展 质量提升 ：人 均 生 产 总 值达 到 中 等
收入国 家水平

“ 十二五”期 间人均生产总值于 2014年突

破7000美元 、约折合 7640美元 ，达到 中等收
入 国 家 水 平 。同 时 ，地 方 财 政 收 入 翻 番 。
2015年我省地方财政收入超过 2000亿元 ，为
2059.87亿元 ，较 2010年 958.21亿元翻 一番 。
百元GDP地方财政收入 由 2010年的9.47元提
高到 11.35元 。

成果广惠百姓 ：城乡 居 民收入稳步增加

一方 面 ，城乡 居 民收入稳步增加。2015
年 ，全省城镇居 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为 26420
元 ，比 2010年增加 10725元，“十二五 ”年均增
长 11.0%；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689元 ，
比 2010年增加 4784元 ，“十二 五 ”年 均增长
16.2%。

另一方面 ，消费水平明显提升。“十二五 ”
全省累 计实现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2.62万亿
元 ，是 “十 一 五 ”时 期 的 2.2倍 ，年 均 增 长
1 5.1%；2015年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约
6578.11亿元 ，相 当 于 “十一五 ”时期社会消费
品零售 累 计总额的 57%。2015年 ，全省城乡
居 民消 费分别为 18464和 7901元 ，较 2010年
分别提高6642和4107元 。

同时 ，就业规模持续扩大。2015年 ，全省
城镇新增就业44.37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36%，全省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 。另外 ，
全面小康进程加快。2014年 ，我省小康社会
综合监测指数为 87.2%，较 2010年提高 14.7
个百分点 ，年均提高 3.7个百分点 ，居全 国 各
省 （市 ）第 13位 ，较2010年前移6位 。

结构更趋优化 ：产业城乡 区域结构不断优化

工业结构优化。“十二五 ”期 间 ，能源化工
工业继续保持主导地位 ，但增加值 占规上工
业 的 比重呈下降趋势 ，由 2010年 的 62.3%下
降至 2015年的 52.1%；医药制造业 、食品制造
业 、纺织服装工业等非能源产业支撑作用增
强 ，占 比分别较2010年末提升0.9、4、0.5个百
分点 。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产值 占 比
由 2010年的7.7%提高到 2015年的 10.4%。

城镇化水平突破 50%。2015年城镇化率
达到 53.9%，较2010年45.7%提高 8.2个百分
点 ，与 全 国 的差距 由 2010年4.25个百分点缩
小到 2015年的2.2个百分点。“十二五 ”期 间 ，
我省共615万名有条件农村居 民进城落户 ，超

原定 600万人计划 目 标的2.5%。陕西 已 由 农
业社会步入工业化社会 ，社会结构正在不断
演进与优化 。

工业化程度提高 ：工业化程度进入中 后期

“ 十二五 ”期 间 ，我省工业增加值年均增
长 12.6%，高于 同期生产总值增速 1.5个百分
点 ；2015年实现工业增加值 7634.19亿元 ，是
“ 十一五 ”末的 1.7倍 。工业增加值 占地 区生
产总值的 比重保持较高水平 ，2013年最高达
到 46.8%，2015年 占 比为42%，发展水平进入
工 业 化 中 后 期 。主 要 工 业 产 品 稳 定增 长 。
2015年 ，发 电量 1594.11亿千瓦时 ，是 2010年
的 1.4倍 ；水泥及钢材产量分别达到 8580.09
万吨和 1655.58万吨 ，分别是 2010年的 1.6倍
和 1.7倍 ；化肥 187.13万 吨 ，是 2010年 的 2.3
倍 ；十种 有 色 金属 200.69万吨 ，是 2010年的
1 .8倍 ；机械化焦炉生产的焦炭 3637.97万吨 ，
较 2010年翻了一番多 。

发展活力增强 ：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非公经济撑起 “半壁江 山”。“十二五 ”时

期 ，陕 西 非 公 经 济 快 速 发 展 ，由 2010年 的
49.5%提升到 2015年的 53.4%。截至 2015年
底 ，全省累 计注册商标 13.02万件 ，其中 ，中 国
驰 名 商 标 105件 、陕 西省著 名 商标 2683件 。
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2015年战略性新
兴 产 业 增 加 值 占 GDP比 重 突 破 10%，为
10.1%，较“十一五”末提高 1.7个百分点 。

民生保障给力 ：社会保障水平大幅提高

社会保障水平大幅提高 。一是城镇企业
职工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实现 “十一连调”。
调整后月 人均养老金水平达到 2302.24元 ，排
名全国第 12位。二是提高了城乡居 民基础养
老金最低标准 。最高 145元 ，最低 75元 。同
时启 动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制 度改
革 ，破除双轨制 问题 。三是大幅提高居 民医
保水平。全面推行城乡居 民大病保险 。将城
镇居 民医保补助标准 由 每人每年 350元提高
到不低于 400元 。职工和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
政策范 围 内 住 院 医疗费 用 报销 比例分别 达
80%以上和 70%以上 。失业保险金标准提高
到每人每月 1110元 ，保障水平居全国第九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