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

MARKET��INFORMATION

2024-2-28���星期三 责任编辑 吉丽君 制作 吉丽君 电话：0351-�4132512

新闻·综览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核心组成部分，5G 已经成为加速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应势而动，山西省深入落实国家网络强国战略、新基建战略重大部署，坚持适度超前部署 5G 网络，着力打通经济社会

发展的信息“大动脉”。 5G 基站建设作为全省培育数字经济的基础性、牵引性工程，连续三年被写入省政府工作报告。 2021

年全省启动 5G 基站建设提速工程，五年并作三年跑，至 2023 年年底，山西省已累计建成 5G 基站 9.3 万个，提前完成“十

四五”5G 基站建设任务。

5G 网络覆盖市县乡村，个人用户达 2047 万户，5G 融合应用不断拓展，数字山西迈向纵深，数字化发展支撑作用不断

增强，千行百业藉此而变。

新成绩源自新速度

目前， 山西省已累计建成 5G 基站

9.3 万个， 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约 26.7

个，进入全国前十位，实现乡镇及以上

区域 5G 网络有效覆盖，机场、高铁、车

站等重点场所 5G 网络高质量覆盖，“三

个一号旅游公路” 沿线 5G 网络覆盖率

超 80%并将持续跟进建设。

在景区畅享视频通话，在地面一键启

动采煤，在家中感受云端种植……从高山

到矿井，从城市到农村，从医院到学校，三

晋大地处处可见 5G 融合应用踪影。 累计

130 余个工业企业开展 5G 应用，5 个项目

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 5G 工厂名录，2 个

项目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互联网试

点示范；28 个项目入选工信部、国家卫健

委 5G+ 医疗健康应用试点项目。

5G 基站建设和融合应用取得优异

成绩的背后是政策支撑、 科学统筹，以

及各级各部门的不懈努力和各行各业

的全面参与。

省委省政府坚持保建设与促应用

协同推进，围绕建站要素保障、深化应

用赋能，不断完善工作机制。 全省形成

“1”个专班组织领导、“2”个顶层政策

设计、“3”项真金白银支持、“4”个一批

服务保障的政策体系 ，有力推动 5G 高

质量发展。

在全国 5G 网络规模化部署初期 ，

省政府就安排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成

立省 5G 基建服务专班， 围绕建站要素

保障开展政策制定、现场督导。 在专班

的有力推动下，成员单位各司其职谋办

法、齐心协力促建设。 住建领域发布实

施《建筑物移动通信（5G）基础设施建设

标准》地方标准，交通、文旅领域免费开

放公共资源支持 5G 基站建设， 国网山

西电力做好供电服务保障工作。

山西省抢抓 5G 发展机遇 ，2019 年

5G 商用之初便出台《山西省加快 5G 产

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和若干措施》， 明确

产业发展目标、 重点任务及工作举措。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 5G 应用“扬帆”

行动计划印发后，围绕 10 个重点领域，

山西省出台《山西省加快 5G 融合应用

实施方案》，将国家 5G 应用“扬帆”行动

具体化、属地化，构建形成加快 5G 建设

与应用的顶层政策指引。

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 5G 基站提速

建设工作，确定实施 5G“建站补助 + 用

电优惠 + 应用激励 ” 三项硬核政策举

措：全省对 2021 年—2023 年建设的每个

5G 基站给予财政资金补助，支持 5G 类

设备享受电力市场直接交易优惠电价；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 5G 工厂建设项目

纳入省技术改造资金支持范围，激励企

业以 5G 为切口开展工业互联网等数字

化智能化改造；省卫健委制定《利用 5G

技术提升县级医疗集团服务能力试点

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支持 5G+ 远程医

疗项目深入推广。

“四个一批”工作法的常态化实施则

打通了影响要素流动的堵点。 山西省充

分发挥省市县三级纵向联动的专班服务

保障作用， 通过公布使用一批社会公共

资源、协调解决一批入场疑难站址、减存

降费一批转供电基站、 精准覆盖一批高

价值区域，畅通 5G 网络建设梗阻，推动

5G 技术在各行各业生根开花。

新基建夯实新基础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一部门日前联

合印发《关于开展“信号升格”专项行动

的通知》，提出以提升移动用户端到端业

务感知为主要目标，以政务中心、文旅景

区、医疗机构、高等学校等重点场景为着

力点，加快弥补网络覆盖和业务服务方面

的薄弱环节，向广大个人用户和行业用户

提供高质量移动网络使用体验，为网络强

国和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作为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国

家队和山西 5G 新基建建设的主力军 ，

中国铁塔山西分公司正在与基础电信

企业一道对 5G 基站进行补盲加密和优

化，推动“信号升格”“感知升格”“保障

升格”“能力升格”。

5G 新型基础设施的规模化建设有

利于促进数据要素的生产 、 流动和利

用，使各行各业更好地联通协同，为产

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以潇河产业

园区（太原片区） 为例，5G 基站规模化

建设启动之前， 园区内有 4G 基站 126

个，中国铁塔山西分公司在各级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新建 5G 站点 144 个，升级

改造 5G 站点 75 个。 园区内移动通信网

络容量较之前提升了近 1.5 倍， 用户平

均体验速率提升超过 10 倍。优质的通信

服务为园区内产业集群持续健康发展

奠定了基础。

“凡有人烟处，皆有通信塔”。 中国

铁塔山西分公司积极融入和服务山西

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坚持共享发展，

推动“通信塔”向“数字塔”转变。“近年

来，公司充分发挥铁塔中高点位监控监

测数据采集优势，积极与各级政府部门

合作，提供铁塔视联、铁塔共享、铁塔智

算服务。 ”中国铁塔山西分公司行业拓

展部负责人介绍，通信铁塔所搭载的设

备， 可将采集到的数据结合 AI 智能算

法进行数据处理，对特定要素（如“烟 ”

“火”“车辆”等）进行智能分析研判，并

将分析预警结果推送至相应主管单位

及责任人手机 App 上， 进行告警处置，

形成闭环管理，保障快速决策以及启动

应急机制。

目前山西境内近 7 万座通信铁塔，

其中已有 6000 多座铁塔搭载了高清视

频采集设备，这些设备如“千里眼 ”“顺

风耳”，7×24 小时守护着三晋大地，为

全省 1200 万亩耕地、2.2 万平方公里林

区，1121 个国保省保文物点位， 以及地

震高发地区等提供监控监测预警服务，

为国土、林草、水利、文物等多个行业数

字化管理装上“智慧脑”。

新场景点燃新活力

近年来， 省委省政府关于煤矿智能

化建设、制造业振兴 、产业链和专业镇

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重大战略部署，对

山西省 5G 网络建设提出要求，也为 5G

应用扬帆远航提供了发展机遇。 丰富的

应用场景点燃行业发展新活力。

在政策指引和技术驱动下，潞安化

工集团新元公司建成全国首座 5G 煤

矿，成为全国采矿业“5G+ 工业互联网”

应用样板。 该公司通过 5G 网络与远程

控制、物联网、AI 等新技术的融合应用，

不仅使得井上井下信息回传质量、可靠

性显著提升 ， 并有效降低远程控制时

延，推动作业机械化、少人化、无人化。

中国移动山西公司数智集成中心副总

经理江涛介绍 ：“我们在包括新元公司

的 40 余个煤矿开展 5G 应用探索，为煤

矿智能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助力煤炭资源 开 采 更 加 安 全 绿 色 高

效。 ”煤企传统作业方式被彻底颠覆，矿

山焕发出智慧新生机。

随着中国联通智慧矿山军团、华为

煤矿军团落地山西，为矿山安全高效生

产和少人无人化提供智能解决方案；中

国移动“智矿通”产品在山西发布，实现

了通信网络下井、安全关怀下井、管理

能力下井、服务能力下井、产业生态下

井的五大场景应用；《智能煤矿融合 5G

网络建设指南》 省级地方标准公布实

施，全省累计 60 余座煤矿开展 5G 应用

探索实践。 5G+ 煤矿建设逐渐形成技术

策源 、示范案例在山西，应用推广在全

国的良好发展态势。

步入太重智能高端装备产业园区

车间，只见机械臂上下挥舞，AGV、RGV

小车来回穿梭，一个个精密配件灵活地

转移装配。 在这座充满科技感的“智慧

工厂”里，企业通过“5G+ 工业互联网”，

实现了对千台以上设备的数据直采和

管控， 在提高设备有效利用率的同时，

设备管理能力也得到了极大地提升。

重点产业链和特色专业镇是山西省

推动制造业振兴的两大平台，也是“5G+

工业互联网”赋能应用的主阵地。 作为山

西省唯一一家高端装备制造和风电装备

“双链主”企业，太重集团积极引入 5G、

智能传感、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聚焦智能设计、智能制造、智能

产品、智能服务精准发力，全面深化数实

融合，不断提升产业引领能力。

5G 应用为产业链、专业镇企业带来

了更高效、更灵活、更智能、更绿色的生

产方式，推动山西制造向“山西智造”跃

迁。“链主”企业鹏飞实业“智能工厂应

用系统及 5G 调度中心项目” 入选工信

部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链上”企业华

翔集团 5G 数字工厂入选 2023 年中国

5G+ 工业互联网大会典型应用案例；祁

县玻璃器皿 、 定襄法兰专业镇行业级

“5G+ 工业互联网” 平台赋能企业生产

管控成效显著。

“祁县玻璃器皿行业级 5G+ 工业互

联网平台的服务对象不只有生产企业，

还包括电商 、模具企业、科研机构等产

业链上其他环节。 ”中国电信山西分公

司政企客户营销中心客户经理温田介

绍，该平台由行业数据中台 、行业数据

集成中心、 数字云工厂平台、5G+ 数字

工位（设备群组）、边缘计算数据中心等

组成。 此平台的建设和应用推动祁县玻

璃器皿产业上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提

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控制水平，企

业产品产量、良品率、产值、利税均实现

大幅提升。

新模式孕育新未来

百舸争流千帆竞，全省“5G+”创新

应用逐渐从试水试航走向深水远航。 病

床前的“云会诊”、校园里的“云课堂”、

蔬菜大棚里的“云监控” ……这些为人

们带来极大便利的新模式背后都离不

开 5G 网络的支撑。 信息“高速公路”推

动生产生活变革，“数字山西”绽放出无

限精彩。

在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领域，

5G 应用不断发挥实效。省深化医疗卫生

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持续拓展延伸“5G+

医疗”试点建设，省卫健委牵头开展“山

西省利用 5G 技术提升县级医疗集团服

务能力试点项目” 建设， 首批高平、孝

义 、阳曲 、盐湖 、万荣 5 个试点县（市、

区）项目稳步实施 ，高平市医疗集团获

评国家卫健委首批“5G 医疗卫生标准行

业应用优秀案例甲级示范单位”。 县级

医疗集团服务能力持续提升，群众家门

口享受优质医疗资源的应用实践不断

丰富。

疾驰的救护车上， 医疗设备启动，

心电图、超声图像、血压、心率、血氧饱

和度等数据通过 5G 网络实时传输回急

救中心，院内医护人员同步调取病史信

息，进行初步诊断，随车医护人员立即

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 中国移动山西公

司携手左权县医疗集团开启“上车即入

院”急救新模式。

在全域旅游内涵不断丰富的背景

下，5G 应用既是景区提升服务能力、实

现数字化转型的现实路径，也是文旅产

业 提 质 升 级 的 必 然 要 求 。 在 5G、

VR/AR、大数据等技术的加持下，“线上

领略山西风光、 指尖品味山西底蕴”成

为现实。 省文旅厅日前公布名单，确定

晋城市皇城相府生态文化旅游区、临汾

市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旅游景区、云

丘山景区为智慧化景区。 5G+AR 实景演

绎、5G+8K+VR 高清慢直播文旅新体验

在皇城相府、 云丘山等重点景区上线。

借助 5G+AR 智慧旅游云平台， 游客在

皇城相府景区不仅能享受到 3D 实景导

览、虚拟导游等服务，还可分享 AI 智慧

拍照的乐趣。

随着 5G 网络在乡镇、 重点行政村

的不断覆盖 ，手机、电脑成为助力乡村

振兴的新农具，数据成为新农资。 阳泉

天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开展 5G+ 智慧

养殖项目建设， 实现环境指标实时监

测、喷雾系统自动启停 ，让蛋鸡养殖从

“跟着经验走”变成了“数据说了算”。 左

权泽城村开展 5G 智慧乡村建设， 打造

5G 直播舱和 VR 体验区， 助力观光旅

游、农特产品的线上推介。

2024 年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了“推动交通、文旅等重点领域 5G 网

络深度覆盖”的新要求。 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按照省

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聚焦强基础推进网

络精准覆盖 ，着力面向交通、文旅等人

员密集区域开展 5G 网络补盲优化，持

续提升 5G 网络供给能力； 聚焦促融

合，切实将“网络先行”转化为数智赋

能“先发优势”，在能源、制造业、医疗、

文旅等重点领域，强化示范引领、学样

仿样 ，促进 5G 深度融合，持续为全省

经济社会数字转型 、智能升级、融合创

新注入澎湃动能。

（晋帅妮）

5G融合应用不断拓展 数字山西迈向纵深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