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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辽宁省提出深入实施以辽宁
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突破辽西
北、沈抚新区、县域经济为主要内容的

“五大区域发展战略”。在改革发展关键
时期，“五大区域战略”为辽宁振兴注
入了强大动力，正引领辽宁经济开始朝
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
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协调发展将有新格局

五大区域建设发展三年计

划对未来发展准确定位，按照

各区域承载的功能，统筹推

进，协调发展

五大区域建设发展三年计划(2018-
2020 年)日前出炉，辽宁对五大区域的
未来发展准确定位：辽宁沿海经济带着
力建设东北亚航运中心和重点发展临港
产业、海洋经济；沈阳经济区构建科技
创新中心、专业物流体系和智慧城市
群；辽西北地区突出高效特色农业、生
态屏障区建设；沈抚新区围绕创新发展
示范区建设；县域经济要形成“一县一
业”的发展格局。

围绕沿海经济带建设，辽宁将积极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快辽满欧、辽蒙
欧、辽海欧 3 条综合交通运输大通道建
设。积极吸引外商投资，加强“苏辽”“沪
连”对口合作，共建一批不同类型的合作
园区。沈阳经济区将全力打造以沈阳为
龙头的东北创新中心、区域金融中心、东
北人才中心和东北亚物流中心。

五大区域战略出炉，区域内的经济
区都将呈现出全新发展格局。位于辽宁
沿海经济带上的大连长兴岛（西中岛）、

盘锦辽东湾两大经济区域，定位为打造
“世界级”石化产业基地。一系列科研中
心在五大区域战略中将发挥更为重要的
作用。比如，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
心，将进一步提升原材料产业精深加工
水平，成为推进辽宁石化、冶金、建材等
行业绿色改造升级的重要智库。

根据推进县域经济发展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三年行动计划，辽宁省将加快发
展县域“一园一区一镇一品”，大力发
展新业态，积极培育新动能，统筹推进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资源禀赋为基
础，以农产品深加工和旅游等特色产业
为依托，逐步形成“一乡一业”“一村
一品”的发展格局，实现县 （市）、乡

（镇）、村经济全面发展。

深化改革激发新增长

五大区域不断创新体制机

制，深化“放管服”改革，优

化营商环境，实现经济新发展

“沈阳经济区的建设发展将不断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辽宁省发改委相

关负责人说。据介绍，沈阳经济区内
各市将推进“京沈”“苏辽”对口合
作，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同时，
转变政府职能，创新体制机制，打造
优质的营商环境。按照沈阳经济区建
设发展三年攻坚计划，辽宁将用三年
时间加快推进沈阳经济区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改革，各市主要经济指标增
速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到 2020 年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辽宁五大区域发展战略的主题是
改革。

备受关注的港口资源整合，按照计
划，辽宁将设立辽宁港口集团，实现辽
宁沿海港口经营主体一体化，并大力推
进临港产业发展。在辽宁自贸试验区大
连片区、营口片区，将深化“放管服”
改革，对外资企业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
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辽宁明确提出，
2018 年至 2020 年，辽宁沿海各市地区
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固定资
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城镇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都要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同样，继续深化改革也是辽西北
发展工作重点。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深化“放管服”改革，省、市继续向
县(市)、园区下放审批权，推进网上并
联审批、帮办代办制，试点企业投资
项目承诺制。进一步推进县、乡(镇)财
税 体 制 改 革 。 深 化 园 区 管 理 体 制 改
革，逐步建立精简高效的园区管理模
式 。 辽 西 北 发 展 三 年 攻 坚 计 划 则 提
出，2018 年至 2020 年区域内各市三次
产业增加值、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固
定资产投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增 速 将 不 低 于 全 省 平 均 水 平 。 到
2020 年，确保辽西北 8 个贫困县全部
摘帽，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围绕县域
经济发展，辽宁提出到 2020 年，全省
41 个县 （市） 经济总量占全省的比重
明显提高，现有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
贫，与全省同步实现小康。

辐射带动释放新动能

“五大区域发展战略”的

实施将辐射辽宁乃至整个东北

地区，不断释放发展的新动能

未来三年发展计划明确指出，到
2020 年，辽宁沿海经济带中大连核心
地位和龙头作用显著提高，大连—营口
—盘锦主轴作用进一步加强，渤海翼、
黄海翼实力不断壮大。大连东北亚国际
航运中心等重要辐射作用也将进一步增
强。辽宁沿海经济带正在努力成为引领
东北振兴重要增长极。

围绕东北亚物流中心建设，沈阳经
济区将构建辐射东北、通达全国、面向
东北亚的现代物流基地。加快沈阳内陆
港 建 设 ， 建 成 高 效 的 海 关 “ 单 一 窗
口”，推进通关一体化，实现公、铁、
海、空联运。届时，沈阳经济区将成为
辽宁经济的发动机和新引擎。

在区域合作上，辽西北地区将对接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着力打造京津冀
协同发展先行区，产业转移的承接地。
积极开展与江苏对口合作，共建一批不
同类型的合作园区。

此次五大区域发展战略中，沈抚
新区被赋予很高的目标定位。沈抚新
区提出，到 2020 年，沈抚新区的经济
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同城化综合交通
体系基本形成，园区基础设施进一步
完 善 ， 特 色 产 业 集 群 初 具 规 模 。 同
时 ， 还 要 打 破 行 政 区 划 限 制 ， 实 现

“ 四 个 统 一 ”， 即 统 一 规 划 、 统 一 布
局、统一政策、统一管理。创新创业
的活力不断激发，打造出区域最优营
商环境，同时通过引进龙头项目，形
成特色产业集群。

据介绍，沈抚新区将在未来三年
重点推进 50 项工作，计划分三年推
进，逐步把沈抚新区建设成为老工业
基 地 转 变 发 展 方 式 的 先 导 区 、 示 范
区，为辽宁乃至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
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
经验。

促进省域协调发展 开创振兴全新局面

辽宁五大区域战略瞄准高质量发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允强 苏大鹏

以辽宁沿海经济带、沈

阳经济区、突破辽西北、沈抚

新区、县域经济为主要内容

的“五大区域发展战略”，为

辽宁振兴增添了新动能，推

进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

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

方向发展

提起冰雪旅游，人们多半会想到东
北，想到哈尔滨、长春等传统的冰雪旅
游目的地。然而，近年来，冰雪资源同
样丰富的新疆，这一产业开始悄然兴
起。与东北地区以及北京、河北等“冰
雪旅游版图”相呼应，我国最西部省区
正在伸展冰雪旅游“另一翼”，国内冰
雪旅游产业“两翼齐飞”的格局越发
清晰。

1 月中旬举办的新疆冬季旅游产业
交易博览会，是新疆冰雪旅游产业发展
的重要展示窗口。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新疆冰雪旅游硬件设施、产品开
发、市场推广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进
步，市场需求十分旺盛。统计显示，今
年元旦假期，全区接待国内游客 149 万
人次，消费额达 11.49 亿元，实现今冬
冰雪旅游开门红。

在冬博会展馆，乌鲁木齐、阿勒
泰、昌吉、博尔塔拉等地都推出了冬季
旅游主打产品、精品线路。阿勒泰地区
以打造“人类滑雪起源地、冰雪圣城阿
勒泰”冬季旅游品牌为引领，推出了人

间净土·喀纳斯、最美雪乡·禾木、西
北第一村·白哈巴、城市里的滑雪场·
将军山滑雪场等十大冬季旅游产品，受
到参观者热捧。

雪季长、雪质佳是新疆发展冰雪旅
游的优势，也成为吸引投资建设冰雪旅
游设施的关键因素。目前，新疆共有 S
级及以上滑雪场37处，滑雪场总量约占
全国一成，仅落后于黑龙江省；建设运
营了丝绸之路滑雪场、雪莲山滑雪场、
天山天池国际滑雪场等一批高水准滑雪
场。此外，大多滑雪场距城区较近，成
为一大卖点。比如，白云国际滑雪场距
乌鲁木齐市中心42公里，将军山滑雪场
距阿勒泰市区不到2公里。

发挥高知名度景点的优势，是新疆
发展冰雪旅游的一个突破口。记者在冬

博会上发现，喀纳斯、天山天池等愈发
重视“雪中掘金”。今冬，喀纳斯景区设
计了雪地徒步穿越冰湖、泼雪狂欢、收
藏最美雾凇等旅游项目。天山天池景区
规划了百万平方米的国际冰雪公园，主
打新疆冰雪大世界、冰雪童话乐园和天
山天池国际滑雪场，满足不同游客需求。

植入浓郁的民俗风情，成为新疆冰
雪旅游的显著特色。阿勒泰地区旅游局
副局长刘克川告诉记者，阿勒泰在发展
冰雪旅游过程中，注重培育“独特性”，
游客可穿着皮毛滑雪板“滑进”中古时
代；可在禾木村伴着楚吾尔琴声，和图
瓦人对酒欢歌；可在福海县乌伦古湖观
赏传统的祭湖醒网仪式，体验热闹的冬
捕场面。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则推出了

“那达慕”冰雪旅游节，让游客在雪中观

赛马、姑娘追等传统表演，体验雪中温
泉、雪上烧烤等特色活动。

虽然新疆冰雪旅游声名鹊起，但还
面临距内地客源市场较远等制约因素。
对此，新疆旅游行业管理部门出台补贴
惠民等措施，培育市场。全国旅游援疆
专列联盟发起人、河南路仕达旅游集团
公司董事长路涛说，开行旅游专列是破
解交通瓶颈的有效手段，目前夏秋旅游
旺季专列需求大，随着新疆冰雪旅游的
发展、内地游客关注度的提高，未来可
谋划在冬季开行进疆旅游专列。

有专家认为，与东北地区相比，新
疆冰雪节庆品牌影响力弱，没有与哈尔
滨国际冰雪节、长春净月潭瓦萨国际越
野滑雪节等相媲美的节庆活动，建议新
疆应避免冰雪旅游项目一哄而上，严防
冰雪节庆活动过多过滥，集中力量和资
源重点培育龙头节庆品牌，通过龙头带
动，促进冰雪旅游健康发展。

“冰雪旅游市场逐年升温，正改变新
疆冬季旅游淡季的局面。”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古丽·阿不
力木表示，冰雪旅游产业潜力巨大，新
疆继续重点在差异性、多样性、互补性
等方面做文章，努力打造中国西部冰雪
旅游胜地。

与东北地区以及北京、河北等“冰雪旅游版图”相呼应

新 疆 展 开 冰 雪 旅 游“ 另 一 翼 ”
本报记者 乔文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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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
道：从 1 月 31 日起，上海市
工商局改革全市企业名称登记
管理制度，简化名称登记审查
环节，统一规范登记口径，提
高登记效率，实行以网上自主
申报为主、上海市工商局窗口
预约登记为辅的工作机制，各
市场监管局设立网上名称申报
服务点，实现企业名称“一窗
申报、全市通办”。

2017 年 12 月份，上海市
工商局在浦东新区和自贸试验
区企业名称登记改革试点的基
础上，复制推广相关经验，扩
大试点范围至浦东、黄浦、徐
汇、静安、虹口、金山、宝山
等7个区。试点以来通过网上
名称自主申报系统申请的企业
名称达 20509 个，同比增长
81.4%，同期窗口受理企业名
称申请 44073 个，网报率达
31.8%。

企业普遍反映，改革顺应
了市场主体意愿，契合企业需
求，名称登记更加便捷高效、
公正透明，企业感受度、获得
感、便捷度明显提升，跑窗口
排队的次数少了。同时，企业
对公布名称审查规范、短信通
知服务等配套举措普遍感到
满意。

据悉，该系统 1 月 29 日
上线试运行以来，上海市工商
局共收到网上名称自主申报
13333件，其中最快的一家企
业 10 分钟就收到了审核通过
的短信通知。这家企业的负责
人欣喜地说：“这样的‘上海
速度’太不可思议了，这真的
是我们中小企业的福音。”

在上海市黄浦区行政服务
中心内市场监管局设立的网上
名称申报服务点，一家外资企
业工作人员曹哲告诉记者，原
先来办企业名称登记需要先取
号，再排队，去窗口办理自主
申报，经过区市场监管局预
审、市工商局审核，需要5个
工作日。今天来了才知道，可
以登录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官网，在网上注册大厅找到

“我要办理”，就能提交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在办公室甚
至在家里就可以完成自主申报，而且最多 24 小时就会
有短信通知审核结果，企业可以立即开始下一步工作，
实在太方便了。

据了解，上海市工商局的这次改革是按照“放管
服”改革要求，深化推进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激发社会投资创业活力的又一举措。这次改革
打破了地区保护壁垒，逐步将改革范围拓展至全区域、
全类型、全流程，实现企业名称登记原则上零见面。申
请人通过网上名称自主申报系统申请的企业名称将纳入
工商云服务平台，可以在上海任一登记机关直接获取相
关信息并办理企业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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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喻剑报道：日前，2017 年度深圳市高
技能人才认定暨技能大赛总结大会举行，对世界技能大
赛3名获奖选手及其专家团队，2017年度新评选认定的
9名“鹏城工匠”和30名“技能菁英”，以及在技能大赛中
脱颖而出的 2 名“工匠之星”、251 名“技术能手”给予表
扬，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截至 2017年底，深圳市技能
人才总量发展到 331 万人，比上年增长 23 万人；其中高
技能人才 96万人，增长 14.4万人，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
才比例提升至29%。

深圳市、区两级人力资源部门狠抓技能人才队伍建
设，除举办各类评选、遴选、竞赛活动之外，深圳市还着力
优化技能人才各项公共服务。全年发放培训补贴及培训
券1.5亿元，惠及28万人；深圳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
地年服务量突破1.5万人次，继续教育年服务量突破2万
人次；新建一批高技能人才培养载体，累计建成大师工作
室 23 个、技师工作站 103 个、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148
个，其中国家级培养载体3个。

深圳技能人才总量突破330万
高技能人才比例提升至29%

本报讯 记者王伟、通讯员雷家伟报道：“路宽了，灯
亮了，自来水接到家，有线电视、互联网都进村入户了，村
里的变化一年一个样。”这是河南省项城市丁集镇小李庄
村民口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这些变化源于项城市把

“两学一做”课堂搬进基层、搬到贫困户家中，全市选派
92 名机关干部担任“第一书记”进驻 59 个贫困村，各级
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深入开展“联帮联建”活动，深入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项城市开展“联帮联建”活动，即党员干部联系扶贫

村贫困户开展结对帮扶，各级党组织联系帮扶村党支部
结对共建。同时，把每月第一周的周五定为“扶贫日”，作
为开展“联帮联建”集中活动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开展

“2+N”系列组织生活，开展结对帮扶活动。
今年初，项城市评选出8家市级产业扶贫示范基地，

全市59个贫困村结合自身优势，在村里统一规划设计图
纸、统一标准建立扶贫基地，使贫困户实现了“家门口”就
业，政府“兜底”扶贫。

河南项城开展“联帮联建”活动
贫困户实现“家门口”就业

新疆依托丰富的冰雪资源，加快发展冰雪旅游硬件设施、旅游产

品开发、旅游市场推广等工作，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挖掘冰雪旅

游产业潜力，新疆将继续在差异性、多样性、互补性等方面发力，努力

打造中国西部冰雪旅游胜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