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坐落在辽宁沈阳铁西区的沈鼓集团，近

年来先后完成多家子公司混改、三项制度改

革、集团股权多元化改革等一系列体制机制

变革，撤销三级以下部门及子公司，缩减干部

岗位 20%。3 年来，沈鼓集团利润总额增长 9
倍，净资产收益率增长 15 倍。

“我们通过混改，形成了国有资本、战略

投资者、其他小股东 4∶4∶2 的持股结构，同时

引入市场化经营机制，企业活力和效率大幅

提升。”沈鼓集团董事长戴继双说。

沈鼓集团持续焕发活力，是辽宁深化国

企改革的一个缩影。辽宁扎实推进国企改革

三年行动任务落地，国有企业总体实力和经

营效益实现新提升，重要领域关键环节改革

实现破冰突围。今年前 5 月，辽宁省属企业利

润总额同比增长 119.4%。

“我们要持续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

化提升行动，坚定不移推动辽宁国有企业做

强做优做大，为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加快追赶

超越提供强有力的战略支撑。”辽宁省委书记

郝鹏说。

优化调整布局和结构，
做强主责主业

“我们现在管这里叫‘光伏海’。”随抚顺

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刘海英登

高远眺，脚下数千亩光伏板整齐铺展，阳光映

射下呈现出深蓝色调。这里本是煤矸石、土

砂等废弃物的外排场地，是采矿业给大地留

下的一块“伤疤”。

变化源自 2018 年 11 月，抚矿集团、铁法

能源等 9 家省属能源类企业，重组整合为辽宁

省能源产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起

全省能源保供等诸多重任。

“集团成立之初，就把追风逐日、大力发展

可再生清洁能源提到战略层面。”辽宁能源集团

副总经理王伟说，“近年来，我们不断优化产业

布局，以煤矿采剥排弃场、采煤塌陷区为载体，

加快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建设。”截至去年底，

全集团清洁能源总装机规模达 120万千瓦。

近年来，针对地方国企规模偏小、产业

布局分散、经营实力偏弱等问题，辽宁持续

实施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提升工

程，在省属企业层面推动组建了能源集团、

交投集团、环保集团等 10 家企业集团，坚定

不移做强主责主业。今年前 5 月，辽宁省属

企业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68.5 亿元，同比增

长 54.8%。

国有资本加快向优势产业、优势企业、主

业企业集中，资源配置效率明显提升。大连

重工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由 3 家“老字号”国企

于 2022 年 5 月重组而成。重组后，其中两家

企业从濒临破产转入良性经营。2023 年，大

连 重 工 装 备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实 现 营 收 150 亿

元，同比增长 20%，实现利润 4.5 亿元，同比增

长 136%。

“眼下，我们正推动组建数智集团、科创

集团、要素服务集团等，推动国有资本加快向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中，为辽宁构

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辽宁省国

资委主任孟华强说。

破除体制机制藩篱，向
改革要生产力

“真是没想到，我能从一名普通工会干部

竞聘成为组织科科长。”今年春节前，40 岁的

焦洁通过公开竞聘，走上了辽渔集团有限公

司党群工作部组织科科长的岗位，“打破‘大

锅饭’和论资排辈，大家铆足了干劲！”

市场意识不足、竞争意识较弱、发展活力

不够是辽渔集团长期以来存在的突出问题。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辽渔集团开始破除体制

机制藩篱，向改革要生产力。

“我们紧抓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

革，推动形成良好的发展环境。”辽渔集团发

展规划与科技信息部部长张璇介绍，通过改

革，集团总部部门数由 14 个减至 9 个，中层管

理人员编制压减 10%，中层以下管理人员编

制压减 13.3%；同时，在对各岗位职责进行全

面调整优化，明确岗位职级、工作职责和竞聘

条件的前提下，竞争上岗，以岗定薪，岗变薪

变，并形成常态化机制。

改革带来活力。今年上半年，辽渔集团

实现利润总额超 1 亿元，同比增长 20%。

今年以来，辽宁在省属国有企业正式启

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

增能减的“三能机制”建设攻坚战，希望通过

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激发企业和

员工活力、动力。

为进一步提高企业效率，辽宁各级国有企

业加快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化经营机

制。截至目前，董事会应建尽建、外部董事占

多数、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等实现

各级企业全覆盖；省属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

100%，全员绩效考核率 100%，市场化选聘经理

层成员 20多人。

“对于市场化改革，我深有感触。”鞍山冶

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永波说，最近 3
年，公司相继完成厂办大集体改革、战略性重

组和三项制度改革，15.3 万名原厂办大集体

职工群众得到妥善安置。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增
强发展新动能

创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随着改

革向纵深推进，辽宁国企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今年初，由沈鼓集团往复机公司自主研

发的循环气迷宫压缩机厂内负荷试车圆满成

功，打破了大型迷宫压缩机技术被外企垄断

的局面。成立 70 多年来，沈鼓集团为能源化

工行业提供了万余台（套）大型离心压缩机、

大型核泵等高端装备。

“老字号”如何持续迸发活力？答案就在

创新。“我们实施自主研发和联合研发‘双轮

驱动’战略，同西安交通大学等知名高校和科

研院所组建产学研联合体，近 5 年累计完成

100 余项重大科研任务。”戴继双说。

良好的创新环境，是促进动力变革和动

能转换的有力保障。

4 月 2 日 ，辽 宁 首 届 国 有 企 业“星 火 ”创

新创意大赛颁奖仪式举行。“这是截至目前

我省国资国企系统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创新

创 意 赛 事 ，共 有 341 家 企 业 近 800 个 项 目 报

名参赛，引导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辽

宁省国资委副主任宋旭涤介绍，目前正推动

一批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助力国企高质

量发展。

“随着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建立健全，

全省国资国企系统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积

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强发展新动能。”

宋旭涤说。

“下一步，我们将突出提高核心竞争力、

增强核心功能这两条主线，着力实施国有经

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提升工程、企业管理

提升工程、央地合作提升工程、国资监管效能

提升工程和国企党建提升工程，切实增强国

有经济在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中的战略支撑

作用。”孟华强表示，力争到 2025 年末，全省国

有企业资产总额突破 3.5 万亿元，营业收入突

破 3700 亿元，利润总额突破 100 亿元。

今年前5月，省属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19.4%

辽宁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推进
本报记者 刘成友 郝迎灿

本报北京 7 月 11 日电 （记者

欧阳洁）中国银行业协会近日发布

的《中 国 贸 易 金 融 行 业 发 展 报 告

（2023—2024）》指出，据中银协贸易

金融专业委员会不完全统计，2023
年我国主要商业银行国际结算规模

再 创 历 史 新 高 ，达 到 11.57 万 亿 美

元，较上一年增长 4.4%；国内信用证

结算总量较上一年有明显提升，规

模超 3万亿元人民币，增幅达 24.9%；

国内保理和国际保理业务均保持较

快增长，增幅分别为 34.7%和 16.7%，

国内保理业务依旧为主要增长点，

占比达 94%。

报告指出，在贸易金融方面，银

行业金融机构加大数字金融业务、

普 惠 金 融 业 务 和 绿 色 金 融 业 务 创

新，以数据资产为依托探索产业链

数据模型授信应用，运用大数据风

控技术提升贷前尽调和贷后监测质

效，以自动化、智能化流程重塑服务

效率。加强对普惠小微外贸企业便

利化授信服务支持，并通过政、银、

企全方位科技合作联动，支持普惠

金融创新服务。商业银行不断提升

对绿色金融客群的服务能力和服务

水平，拓宽绿色客群的服务范围和

融资渠道，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报告建议，商业银行要找准贸易

金融工作的定位，持续提升贸易金融

服务实体能力，着力化解贸易金融风

险隐患。同时商业银行要着重提升

跨境供应链金融服务能力，支持内贸

与外贸融合发展，提升整体产业链、

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打造生

态级贸易金融服务，为客户提供涵盖

存货、应收、预付等全生命周期的优

质综合金融服务解决方案，赋能产业

链各环节全场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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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月 11日电 （记者常钦）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近日印发《关于鼓励地勘单位和矿山企业提供勘查区块建

议 促进战略性矿产勘查的通知》，旨在加快推进新一轮找

矿突破战略行动，支撑战略性矿产增储上产，提高国内资源

保障能力。

通知提出，鼓励地勘单位和矿山企业利用以往地质

资料或结合正在开展的地质工作，按照《自然资源部关于

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明确的矿种管

理权限，向自然资源部或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勘

查区块建议。收到建议的出让机关要对建议区域是否存

在相关法律法规、国土空间规划和矿产资源规划禁止性、

限制性规定进行核查，同时组织技术力量对提交的资料

包进行研究，充分利用基础地质调查和矿产资源潜力评

价成果，分析区块建议的科学性，结合区域禁止性、限制

性核查结果及矿业权设置规定合理确定区块范围，科学

设置拟出让的探矿权区块。

通知明确，做好勘查区块出让，鼓励地勘单位和矿山企业

通过竞争方式获得探矿权。出让机关要综合运用招标、拍

卖、挂牌方式出让探矿权，探索将探矿权出让方式由挂牌为

主转向招标等多种方式，评标中要突出勘查部署（包含以往

地质工作基础、以往地质工作认识和判断、勘查目标任务、勘

查技术路线、勘查工作方法手段、年度勘查计划或安排、经费

预算和保障措施等）、绿色勘查等技术因素，相应增加权重；

符合有关规定允许协议出让的情形，以协议方式出让探矿权。

自然资源部鼓励地勘单位

和矿企提供勘查区块建议

本报北京 7月 11日电 （记者冉永平、丁怡婷）记者 11
日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渤海首口超深井——渤中 19—6凝

析气田 D1 井获得高产油气流，日产油当量超 1000 立方米，

相当于海上常规油气高产井产量的约 10 倍，标志着我国渤

海超深层领域大型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取得关键性进展。

D1井井深达 6088米，地层温度超过 180摄氏度，井底压

力最高 56兆帕。中国海油渤海石油研究院开发地质资深工

程师程奇介绍，D1井的油气储存在只有 0.01至 0.1毫米宽的

裂缝中，相比渤中 19—6凝析气田之前的投产井，埋藏更深、

储层厚度更薄、裂缝开度更小，裂缝预测及井位部署更难。

面对钻采难题，油田工作人员创新提出“褶皱—断裂—

充填”三控优势储层模式规律及预测方法，自主研制抗高温

高润滑钻井液，成功破解了井下温度高、井内压力系统复

杂、井下工具易失效等技术难题，为深层油气藏开发提供了

解决方案。

据悉，渤中 19—6 凝析气田作为我国东部第一个大型、

整装的千亿方大气田，区域平均水深约 20 米，目前已探明

天然气地质储量超 2000 亿立方米、探明石油地质储量超 2
亿立方米，全部投产后可供百万级人口城市使用上百年。

我国渤海首口超深井获高产油气流
日产油当量超1000立方米

核心阅读

近年来，辽宁持续深化
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企
业做强做优做大。优化调
整布局和结构，提升资源配
置效率；创新管理机制，激
发企业和员工活力；改善创
新环境，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应用……多措并举，辽宁国
有企业的创新能力持续提
升，发展新动能不断增强。

“以前每次坐火车过海，因为车厢断电，

从车站出发到上船这段时间没有空调制冷，

车厢像桑拿房，得热上半个多小时。现在空

调通上电了，凉快又舒服！”再次乘坐 K458 次

列车，车厢内温度的变化让旅客王先生倍感

惊喜。

7 月 11 日上午，首批移动储能电站在海

南铁路跨海列车上线使用，解决了列车在跨

海渡轮停电作业时车厢内温度过高的问题，

让旅客乘车体验更加舒适。

广 铁 集 团 机 务 部 高 级 工 程 师 吴 杰 伟 介

绍，跨海列车的最大特点就是列车乘船过海，

旅客在车厢内，随着列车渡过琼州海峡。由

于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受限于渡轮甲板长度，

不能整列直接装船，需要先在两岸将列车分

解成 4 组，由机车头依次推放至渡轮甲板停

放，再由渡轮运送过海。到了对岸码头后，火

车再进行编组。在解编过程中，多个环节无

法带电作业，车厢有半个多小时无法通电，用

不上空调，会变得十分闷热。

数据显示，自 2004 年 12 月开通以来，跨

海旅客列车共运输旅客 6000 多万人次，每年

达 300 多万人次。近 20 年间，“火车还没登

船，游客已是汗流浃背”成为困扰海南铁路的

一道难题。

“铁路部门先后尝试在车厢内放置巨型

冰块、调车机加挂发电车、用直供电机车头代

替现有调车机等，但因为码头调车作业比较

复杂，操作难度太大，未能实行或者长期坚

持。”吴杰伟说。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技术蓬勃发展，移动

式储能电站应运而生。广铁集团经过反复调

研论证后，与高校、科研单位、电池企业开展

合作，成功研制出了采用电池活化技术、具备

三级消防系统的移动储能电站，解决了旅客

列车过海编组作业供电难题。

吴杰伟介绍，首批投入使用的移动储能

电站共有 6 台，分别储备在琼州海峡两岸的铁

路南北港。储能电站使用初期，先满足出岛

过海列车以及白天进岛列车编组作业供电，

后续将进一步推广至更多进出岛列车上。

据了解，该设备设计容量为 645 千瓦时，

输出功率达 400 千瓦，相当于为跨海列车装上

一个大型“充电宝”。跨海列车在没有传统电

源供电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维持空调运行，解

编作业时车厢温度由过去最高 40 摄氏度降至

现在的 26 摄氏度左右。

“今年暑期，进出岛铁路客流将处于高

位 运 行 ，移 动 储 能 电 站 的 使 用 将 极 大 提 升

旅 客 过 海 体 验 。 同 时 ，我 们 也 将 加 强 运 输

组织，科学合理地安排铁路轮渡运力，确保

旅客和车辆及时过海。”广铁集团相关负责

人说。

下图：从海口站始发的 K458次列车在进行

过海编组作业，蓝色方形物体为移动储能电站。

李必政 蔡 晶摄影报道

移动储能电站在海南铁路跨海列车上线使用，解决车厢断电、空调无法使用难题

坐火车过海 享一路清凉
本报记者 曹文轩 李 刚

■经济聚焦R

7 月 11 日，“悬崖动车”在江

西省抚州市资溪县大觉山景区成

功 交 付 。“ 悬 崖 动 车 ”项 目 全 长

11.8 公里，运行在海拔 1200 米左

右的山峰上，是集旅游观光和景

区交通于一体的空中立体式游览

体验项目，预计日最大运载量为

2.5 万人。

据介绍，“悬崖动车”由中国

中车集团有限公司研发设计。在

项目执行过程中，中国中车创新

推出铰接式转向架和齿轨技术，

为山地旅游轨道交通装备设计制

造提供了方案。

图为“悬崖动车”在大觉山景

区测试运行。

朱 磊 戴庆福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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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石家庄 7月 11日电 （记者史自强）为进一步推进

全省分布式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近日印发的《河北省开发区分布式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推进

方案》明确，将根据开发区不同应用场景、不同产业用电

负荷需求和未来产业项目布局，科学规划、统筹推进开发

区分布式新能源开发利用。

方案提出，2024 年，启动一批具有丰富屋顶、闲散空地

资源和较好电力消纳能力的开发区，开展分布式新能源建

设试点，力争新增屋顶分布式光伏和分散式风电装机 100
万千瓦以上，创新示范工程 30 个左右。

河北大力发展分布式新能源
今年力争创新示范工程约3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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