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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5 日 ，投 资 5.6 亿 元 的 优 迅

5G 光电子器件开发及产业化项目在辽

宁省大连高新区动工。

近年来，大连推动“两先区”（产业结构

优化的先导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区）

建设，朝着高质量发展不断努力。全市科

研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 2015 年

的 1.63%提高至 2019年的 2.85%。

“大连坚持以‘两先区’建设为抓手，坚

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大连市市长陈绍

旺介绍：“近年来，大连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制造业竞争力不断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逐年提升，现

代服务业蓬勃发展。”

大连海尔冰箱有限公司建厂 20 年，去

年公司首次实现利润超过 1 亿元。企业的

成长得益于辽宁自贸试验区大连片区推出

的委内加工政策。“自贸区紧扣企业需求，

以制度创新激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辽

宁自贸区大连片区管委会主任刘爱民介

绍，4 年来，大连片区累计推出制度创新成

果 320 余项。

大连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形成

多部门联办“一件事”，企业办事平均跑动次

数由 4.6 次降为 1 次，申请材料由 24.1 个降

为 11.5 个。营商环境优化释放高质量发展

活力。截至 2020 年底，大连市各类市场主

体累计实有 78.8万户，同比增长 6.18%。

3 月 30 日，大连首批氢燃料电池公交

车正式上线。公交车的氢燃料电池模块来

自新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总经理刘

常福说：“氢气与空气中的氧气通过化学反

应只产生电、热、水，这是为实现我国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做出的具体实践。”

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

领，大连围绕绿色产业做加法，2020 年，全

市新能源发电量占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的

60%，城镇新建绿色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

面积的 100%。

“大连建设‘两先区’必须保持定力，坚

持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咬定绿色低碳发展

不放松，不断提高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本领。”

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谭作钧说。

大连市

结构优化 提质增效
本报记者 王金海 胡婧怡

走进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的吕尚

科技公司，10 余台机器人吸引着大家的目

光。去年底，吕尚科技被认定为沈阳市新型

研发机构，将获得 3 年不超过 500 万元的资

金支持。

在沈阳，像吕尚科技这样的高科技公

司越来越多。沈阳市科技局制定推动新型

研发机构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截至 2020 年

底，新型研发机构已达 32 家，涵盖了新能

源、智能装备、生物技术等 17 个产业领域。

科技型企业群体逐渐成为沈阳市壮大

新动能的生力军。截至 2020 年底，沈阳市

拥有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4559 家，是 2018
年建立统计指标之初的 3.2 倍；拥有高新技

术企业 2560 家，是 2015 年的 6.2 倍。

“我们随时可以迎检。”在位于沈阳经

济技术开发区的辽宁方大集团东北制药

203 分厂吡拉西坦生产现场，工艺主管徐

思佳底气十足。去年这条生产线接受了省

级监督检查 1 次、国内外客户审计 11 次，均

顺利通过。

东北制药实施信息化建设与智能化转

型升级，药品生产由“制造”变“智造”。现

在，员工坐在控制室里就可以精准控制 12

道工序，各项生产数据公开透明，产品质量

稳步提升。

加快制造业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

合，沈阳市累计推动制造业智能化改造项

目 500 余个，重点支持培育 136 个，企业运

营成本平均下降 30.72%、产品研发周期平

均缩短 34.49%。

“政府帮我们想办法，由国资平台与我

们合作开发沈阳数字经济产业园。”项目投

资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上，沈阳国际软件园

董事长赵久宏说。截至 2021 年一季度末，

沈阳国际软件园一期已入驻企业 1339 家，

二期沈阳数字经济产业园项目计划总投资

80 亿元人民币。

促成数字经济产业园项目，是沈阳近

年来以项目建设为产业发展增添新动力的

缩影。2017 年以来，沈阳累计实施亿元以

上 重 点 项 目 4594 个 ，项 目 数 量 年 均 增 长

37%，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10%。

沈阳正在将产业基础、科教资源等传

统优势，转化为产业数字化的场景资源和

数字产业化的数据资源优势，以科技创新

为引擎，以融合发展为突破，以项目建设为

支撑，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迈入新阶段。

沈阳市

科技引领 动能转换
本报记者 王金海 刘佳华

晨雾还未消散，辽宁省葫芦岛兴城市

红崖子镇已经热闹起来。每年 11 月中旬

至次年 4 月，在东北最大的花生集散地红

崖子镇，全镇 385 家花生加工厂、花生贸易

公司都十分忙碌。

“红崖子花生”声名远播，形成了以红

崖子镇为中心、辐射周边乡镇及其他县市

的特色产业。

一大早，红崖子镇西二台子村花生加

工厂的生产线就转了起来。“按照每年加工

1 万吨花生的生产量，现在正好任务过半，

如 果 一 切 顺 利 ，今 年 总 产 量 有 望 再 超 万

吨。”老板曹艳山说。

兴城金豆花生有限责任公司每年加工

出口花生 1700 吨左右，全部出口到国外，

年利润近 800 万元。“红崖子花生产业发展

得这么好，离不开党的政策、全产业链的发

展模式和日益改善的营商环境。比如电力

增容改造，就让我们尝到了甜头。”公司法

人代表陶明说：“原来一上大设备就为电发

愁。现在花生加工和打包装车，全靠电来

运转。”

为了方便花生种植户和加工销售户办

电、报修和交费，每年花生种植和加工销售

旺季，国家电网辽宁电力（兴城供电）服务

队都会定期前往田间地头和生产车间巡

检，提供快速办理报装接电、用电故障抢

修、上门排查隐患等服务。

红崖子镇汤屯村党支部书记佟绍军

说：“逐渐做大做强的花生产业链，让村民

过上了靠花生产业脱贫致富的小康生活。”

如今，红崖子镇 385 家花生加工和销售户，

每年销往全国各地及出口到国外的花生逾

10 万吨。

兴城市

产业兴旺 圆梦小康
本报记者 辛 阳

“项目复工，需要在环评评审会中提报

项目所在地为工业园区的材料，我们应该

去哪里要？”今年 2 月，门阁接到高志鹏的

电话。“我马上问，您等我消息！”门阁立即

忙碌起来：查询政策、与审批部门沟通、与

企业一起寻找相关证明材料、跟进后续情

况……经过一番努力，企业顺利完成环评

程序。

门阁是辽宁省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管

委会投资促进局投资促进科的工作人员，

高志鹏则是盛世五寰智能装备基地项目负

责人。2021 年初，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重

点项目实行专班制推进，门阁负责盛世五

寰智能装备基地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联络协

调工作。

顺利通过环评后，项目已于 3 月正式

复 工 建 设 ，预 计 6 月 末 实 现 部 分 运 营 投

产。“项目推进速度这么快，多亏了门阁，项

目专班确实是一种改革创新。”高志鹏说。

类似门阁所在的工作专班，沈抚改革

创新示范区首批设立了 20 多个，今后还将

根据项目情况予以增减。今年年初，示范

区任命了一批专班“班长”，承担示范区今

年的大事，保障“一切围绕项目转，一切为

了项目干”。

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推进用人制度改

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 10 个领域 40 多项

的改革创新举措，2019 年、2020 年连续两

年实现招商项目投资总额、储备项目意向

投资额和项目开工总投资额“三个一千亿”

的目标。

“我们围绕重点工作和重大项目推行

专班制工作办法，使各项工作实现项目化

管理、专班制推进、清单化落实。”沈抚改革

创新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董峰说。今年一季

度，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新签约亿元以上

项目 24 个，协议投资额 256 亿元；开复工建

设项目达 35个，协议投资额 224.93亿元。

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

专班推进 高效落实
本报记者 刘佳华

“感谢党的好政策，让我们脱了贫，又走

上了致富小康路。”辽宁省朝阳市北票市东

官营镇海丰村村民广玉芹说。

住上了新房的广玉芹正在收拾后

院。她的老伴患有残疾，失去劳动能

力，自己也因心脏病干不了重活。

如今，她加入村里的致富微农

场，农忙时从事简单的农活，农闲

时在村里打扫街道，“加上土地

流转的分红，去年家里收入超

过了两万块呢。”广玉芹笑

着说。

曾经的海丰村，是

朝 阳 市 级 贫 困 村 。

2016 年 以 来 ，海

丰村在村党支

部书记孙欢

带 领 下 ，

通过采取“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的模

式，让贫困户以土地入股分红、扶贫资金注

入、在合作社务工等方式增加收入，全村实

现整体脱贫。“脱了贫也不能止步，还要让

老百姓一起奔小康。”孙欢介绍，2018 年开

始，海丰村建立了致富微农场，带动 156 户

农户加入。海丰村还成立了土地股份专业

合作社，以市场价格流转土地 120 公顷，并

与北票联达种业合作发展玉米制种产业，

每年每户分红超过 1500元。

海丰村年集体收入达到 20 万元，新建

了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文化广场，还安装了

健身器材、路灯等设施。“打赢脱贫攻坚战

后，还要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牢牢抓住产

业这个关键不放松。”朝阳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北票市委书记张秀军说。北票市把

产业发展摆在首要位置，为乡村振兴提供

产业支撑，助力农民增收致富奔小康。

北票市

乡村振兴 带富农家
本报记者 刘洪超

位于辽宁省鞍山市的关宝山“双鞍”共

建绿色矿山复垦示范园里，几十名工人站

在陡坡上，腰间系着防护绳，由上至下依次

传递树苗。

“矿山复垦，相当于石头缝里栽树。”鞍

钢集团矿业公司生产服务中心总经理助理

陈健介绍，这里曾是鞍钢集团关宝山矿业

公司的废弃排岩场，开矿、选矿剩余的石头

堆积形成了山体。为了保障成活率，栽树

时要将树苗放在植树袋内，里面有混合保

水剂、农家肥的土壤，还得提前一天用水把

植树袋润透。而在此前，还必须进行人工

降坡、挠坡、挠坑、覆土等工序，提升坡面的

稳定性。

2020 年，鞍山制定了《鞍山矿山生态环

境恢复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方案》，计划 3 年

完成矿山生态治理面积 611 公顷，对全市重

点矿山企业逐一制定“一矿一策”三年具体

实施方案。鞍钢集团与鞍山市将关宝山铁

矿设为共建绿色矿山复垦示范园。

“陡坡处种紫穗槐利于成活，平缓处种

果树可以提升经济价值，复垦不是做一时

的样子，从规划时我们就注重发展的可持

续性。”陈健说。鞍山坚持恢复治理与综合

利用相结合，发展观光旅游、餐饮娱乐、休

闲健康、特色经济等产业，提高矿山恢复治

理有效性。

“作为矿产资源丰富的城市，鞍山把绿

色矿山建设作为专题纳入‘十四五’矿产资

源规划，形成主管部门、技术单位、矿山企

业三位一体的绿色矿山建设新模式。”鞍山

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付天财说。目前，鞍

山已经完成矿山生态治理 225 公顷，2021
年还将完成治理 197 公顷。

在鞍钢集团矿业公司大孤山铁矿，昔

日的排岩场已建成多功能生态休闲观光

园。看着园内种下的树苗，陈健充满信心：

“这里的荒坡也能披上绿装！”

鞍山市

矿山复垦 城市添绿
本报记者 胡婧怡

产业转型升级 创新驱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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