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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赴辽宁

考察，两次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辽宁代表团

审议，多次就东北、辽宁振兴发展发表重要讲

话、作出重要指示，为辽宁振兴发展指明了前

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牢记总书记嘱托，辽宁振兴蹄疾步稳；回

首十年，辽沈大地气象一新。

十年间，辽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滚石上

山、爬坡过坎，攻坚克难、勇毅前行，扎实坚定

促改革，心无旁骛谋发展，新旧动能加速转换，

营商环境加快改善，民生保障持续增强，经济

回升向好。如今，新时代的辽宁，一路披荆斩

棘，坚实开创振兴发展的新路。

做好结构调整，推动
高质量发展

戴上 AR（增强现实）眼镜，通过 5G 网络实

时传输，维修专家就可以与各地客户在线沟

通、互动。在大连冰山集团，工业互联网服务

平台为“智慧工厂”做了生动的注脚。

进入新时代，面对转型阵痛和各种困难挑

战，辽宁摆脱拼资源拼速度的传统发展模式，

瞄准高质量发展。“老字号”“原字号”“新字号”

三篇大文章开篇破题，数字辽宁、智造强省建

设全面展开，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正

在提速发展，创新活力不断增强，“一圈一带两

区”区域协调发展。

改造升级“老字号”。在东北制药，全国首

家原料药智能化生产线成功运行，产能提升

30%、能耗降低 15%；在鞍钢，随着工业机器人

的多点运行、“智能折铁模型”的自主研发和

“智能辅助挂罐系统”的初步投产，“哈腰、抻脖

子、手扶摇把、双眼紧盯铁流”的人工折铁时代

一去不返。2021 年，辽宁数字化转型、智能化

改造成绩亮眼，参与改造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

升 21.2%。

深度开发“原字号”。辽宁对石化、冶金等

产业实施“减油增化”，改变石化产业“炼”有余

而“化”不足的状况。今年年初，恒力集团在大

连投资 260 亿元开工建设年产 160 万吨高性能

树脂及新材料项目和年产 260 万吨功能性聚

酯项目。“一半的产量都是市场紧缺的高端化

工品和材料。”恒力石化大连化工有限公司总

经理许锦信心满满。2021 年，辽宁石化行业营

业收入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培育壮大“新字号”。在沈阳市浑南区，无

距科技研发生产的 X60 农业植保单旋翼无人

机，不到一个小时便完成了 100 多亩农作物的

喷药任务。“员工中研发人员占比超过一半。”

无距科技总经理苏文博说。2021 年，辽宁高技

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9%，高技术制造

业投资同比增长 71.2%。

强化创新驱动，为振兴发展提供战略支

撑。发挥辽宁在新材料、精细化工、高端装备

制造、工业基础软件领域的优势，解决了一批

技术难题。截至目前，辽宁高新技术企业达

8700 多家。

“一圈一带两区”，区域协调发展迈出新

步伐。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形成一批规模超

千亿元、具有引领性的特色产业集群；沿海经

济带力争成为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主引擎，

港口整合实现一体化运营；辽西融入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先导区，去年产业合作落地项

目 110 个；辽东绿色经济区“辽宁绿肺”作用日

益显现。

改善营商环境，转变
干部作风

颁布实施营商环境法规，挂牌成立营商环

境建设局，坚定推进“放管服”改革，全省依申

请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间缩减 80%，198
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省通办”，“一网通办”

实 办 率 超 过 75%…… 辽 宁 全 力 打 造“ 办 事 方

便、法治良好、成本竞争力强、生态宜居”的营

商环境。今年一季度，辽宁全省新登记市场主

体 16.57 万户，同比增长 27.73%。

以优化营商环境为突破口，辽宁全面深化

各项改革，着力破除体制机制痼疾，国企改革

取得突破，开放合作不断扩大；干部作风持续

好转，从严治党走向深入。

国企改革勇涉深水区。290 户省属各级企

业 完 成 公 司 制 改 革 ；465 户 省 属 各 级 企 业 与

1408 名经理层成员签订任期制合同和契约；省

属企业首批面向全国推介 75 个混改项目。辽

宁深入实施国企改革 3 年行动，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

鞍钢本钢重组，粗钢产量位居全球第三；

新组建的辽港集团去年货物吞吐量超 4.95 亿

吨；国家赋予辽宁自贸试验区的 123 项试点任

务全部完成……改革向纵深推进，成效正逐渐

显现。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大连金普新区、

沈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成为对外开放

合作新高地；夏季达沃斯论坛、全球工业互联

网大会、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等重大活

动成功举办；东软医疗产品服务 110 余个国家

和地区。辽宁正以新姿态更深更广融入“一

带一路”。

转变干部作风是关键。辽宁全力缩短“说

了”和“做了”、“发文件了”和“落实了”、“开会

研究了”和“问题解决了”、“工作分解了”和“任

务完成了”之间的距离，深入开展“带头抓落

实、善于抓落实、层层抓落实”专项行动，政务

服务气象一新。在广袤的乡村，4 年来共有 1.2
万名机关干部到乡镇任第一副书记，助力乡村

振兴。

净化政治生态是根本。保持“严”的主基

调 ，坚 持 不 敢 腐 、不 能 腐 、不 想 腐 一 体 推 进 。

过去五年，辽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全省立案 144507 件，处

分 119617 人 ，移 送 检 察 机 关 3070 人 ，着 力 打

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为奋力开创辽

宁 全 面 振 兴 全 方 位 振 兴 新 局 面 提 供 坚 强

保障。

做实民生保障，擦亮
幸福底色

“以前靠出力挣钱，现在有了技术，工作不

累，挣得不少。”家住沈阳市铁西区的赵文丽失

业后，在社区建议下，参加了免费的面点师培

训，顺利上岗就业。

辽宁把“最大的民生”落在实处，多措并举稳

岗扩就业，健全灵活就业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政

策，加强技能培训。“十三五”时期，城镇累计新增

就业 228.4 万人，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别增长

5.3%和 7.7%；去年辽宁城镇新增就业 48.4万人。

老旧小区改造，事关百姓冷暖。在辽宁，

20 多 年 前 建 成 的 老 旧 小 区 达 8407 个 ，涉 及

338.8 万户居民，“屋里冷、房顶漏、下水堵”。

辽 宁 统 筹 实 施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让“ 居 者 优 其

屋”，旧楼换新颜，目前已惠及居民 113 万户。

家住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鑫和小区的 69岁

居民张亮臣，如今过得很滋润。小区地面平整干

净、环境花繁叶茂。“以前冬天在屋里也得穿棉

袄，现在屋里暖了，在家不用穿棉袄了。楼体穿

上‘保温衣’，几乎和新小区一样。”张亮臣说。

教育是民生之基。目前，辽宁劳动年龄人

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 11 年，居全国前列。

东北大学大三学生付嘉伟家中因亲人治病，读

书的经济压力较大。“学校发放补助款，开学时

发放爱心饭卡和生活用品，再加上奖学金和助

学金，完全不用担心读不起书。”付嘉伟说。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辽宁各级政府每年

征求百姓意见，把民生实事办到百姓心坎里。

健康辽宁建设稳步推进，人均预期寿命达 79
岁；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企业养老保险省级

统筹，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建成 1.6
万余个村（居）民评理说事点，将矛盾化解在基

层；去年新增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学位 6.3 万个。

全面振兴，乡村必不可少。十年间，辽宁

15 个省级贫困县、1791 个贫困村脱贫摘帽，84
万名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435 万人实

现饮水安全，全省农村路突破 11 万公里。推

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辽宁大力发

展乡村特色产业，去年扶持产业项目 2020 个，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达 103 个。

一大早，铁岭市昌图县朝阳镇八里香菇产

业基地里，几名村民已开始忙碌起来。“巩固脱

贫成果，推动乡村振兴，还得靠产业。”八里村

党总支书记殷洪伟说，村里成立香菇合作社，

高峰时用工近 150 人，其中脱贫户、低保户等

41 人，人均一年增收 3 万元。

好生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辽宁成立

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齐抓共

管，一度灰蒙蒙的城市如今蓝天常见、碧水长

流，去年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高

4.3%；完成营造林 219.3 万亩、防沙治沙 16.7 万

亩；全省河流水质自有环境监测数据记录以来

首次达到良好水平。

下图：沈阳城市风貌。

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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