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乡镇机构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围

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空间布局，

以优化城乡空间布局结构、推进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为重

点，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依法适当调整乡镇（街道）行政区划，

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为推动全市高质量转型发展、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

提供有力支撑。



• 以推进我市新型城镇化建设为主线,以构建现代城镇体系为目标,以提升

城镇化质量和水平为重点,加强顶层设计，按照“省级审批指导，市级

统筹把关，县级主体实施”的要求，依法有序推进“乡镇撤并”“乡改

镇”“乡镇改街道”工作，提高建制镇和街道占比,优化行政区划结构

布局。突破制约乡村发展的行政区划壁垒和体制障碍,引导生产要素合

理流动,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增强区域经济发展动力与活力,积极构

建与我市城乡一体化相协调,与主体功能区规划、新型城镇规划、国土

空间规划相衔接,与城镇化水平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符合新型城

镇化发展方向的乡镇(街道)行政管理体制。



服务人民群众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完善乡级政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综合考虑交通、医疗、教育等公

共服务，以方便群众生产生活为原则，新设乡镇总体面积一般不宜超过300平方公里。

促进经济发展
按照“一市四区，全力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空间布局，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加强顶层设计，潞州

区、上党区、屯留区、潞城区要提高建制镇和街道占比，将经济社会发展较好的乡镇改设为街道，

优化四区行政区划结构布局。各县区要把乡镇（街道）行政区划调整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新

型城镇化、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结合起来，着力做大做强县级人民政府驻地镇、重点镇、中心镇，加

快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强化其综合承载力和辐射带动力。

巩固基层政权
坚持重心下移、强基固本、扩权强镇，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优化机构、降低成本、

坚强队伍、激发活力、提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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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我市乡级区划布局、数量、人口、面积、社会经济发展、资源环境、人文历史、地形地貌、

治理能力等情况 ,稳妥审慎推进“乡镇撤并”“乡镇改街道”工作 ,各县区在现有乡镇（街道）建制基

础上适度减少数量、扩大规模。

依法稳妥推进

严格遵守国务院《行政区划管理条例》、民政部《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等行政区划有关法律法规，

认真履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着力风险防控和化解，确保干部群众人心稳定和社会大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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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乡镇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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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党的领导
各县区要成立由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组长的领导

协调机构，负责加强领导、组织实施和协调落实工

作。各县区、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切

实履行好本辖区推进行政区划调整工作第一责任人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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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责任落实
各县区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制定详细的工

作方案，明确重点任务、责任单位、落实时限

要求，制定清晰的工作流程图和时间表，实行

挂图作战和任务销号制度，保证各项工作有序

推进和按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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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守纪律规矩
全市统一部署，统一实施，同步推进。要确
保政令畅通，决不允许迟滞拖延、擅自行动。
各县区要在严明纪律、宣传引导、舆情监控、
风险评估和防范等方面超前谋划，主动作为，
保障稳定的工作局面。要强化督促检查，及
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偏差，及时交流经验，
做好舆情管控，做到稳妥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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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风险防控
要树牢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将风险防控贯

穿乡镇（街道）行政区划调整全过程，未雨绸缪

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各项工作。调整实施方案

未完成公开征求意见、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

法性审查和批准同意等程序前，不得仓促推进。

要以县区为单位建立风险防控机制，逐一排查分

析风险点，逐一明确应对措施，因地制宜做好防

范、应对和处置工作，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

性风险的底线。要扎实做好群众工作，不得发生

因区划调整增加群众负担的情况，始终在确保社

会大局稳定的前提下，规范有序推进改革任务的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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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舆论引导

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按照“正面宣传适

度、舆情管控有力有效”的原则，建立舆情应对

机制，加强宣传舆论工作。在方案制定阶段，切

实加强舆论管控，避免出现舆情事件；在方案实

施阶段，做好宣传动员和舆论引导，在全社会营

造理解、支持和参与调整的良好氛围。

05 抓好督促落实
各县区委、政府要建立报告制度，重大事项要及

时向市委、市政府报告。要准确掌握工作动态，

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

加强督促指导，对乡镇（街道）的行政区划调整

情况进行摸底评估，对反映出来的问题及时梳理

研究解决，确保区划调整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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