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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姿勃发再出发

如果要找一个中国

工业的样本，砥砺前行的

辽宁最合适。伴着一

系列称号——“共和

国工业长子”“共和国

装备部”“新中国的工

业摇篮”……辽宁见证

了 百 年 中 国 工 业 的 变

迁。解放战争隆隆炮声尚

在耳畔，党中央就已筹划鞍

钢如何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崛

起。鞍钢初建时只有 8 名党员，

1949 年底就发展到 2722 名。这些

人成为鞍钢全面恢复生产的主力军，

其中就有新中国第一代全国劳动模范

孟泰。孟泰的长女孟庆珍回忆说，孟泰带领工友们在鞍钢

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献交器材运动，建起了闻名全国的“孟

泰仓库”，使鞍钢最早恢复的 3座高炉的配管材料没花国

家 一 分 钱 。 1949 年 4 月 25 日 ，鞍 钢 炼 出 了 第 一 炉

钢水。

提起辽宁，就不能绕开它的“重”。工业门类齐

全的辽宁工业基地，从“一五”时期开始，就为国家

建设提供大量物资和装备：全国 17％的原煤、27％

的发电和 60％的钢产自辽宁，上千个新中国第一在这

里诞生。

改革开放直面市场，发端于辽宁的改革曾经先声夺

人。第一家承包租赁经营责任制企业、第一家海外上市企

业……作为攻坚任务最重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徘徊最久的

地方之一，辽宁品尝了改革之利，也饱尝了转型之痛。有全

国最早的破产企业，也有最集中的下岗职工。然而，辽宁工

业的脊梁没有弯，一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基因流淌在辽宁人

的血脉里。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为辽宁振兴多次把脉

开方，辨证施治。一次次调查研究，找病根一针见血，出实

招激发动力。“四个着力”“三个推进”“六项重点”指明了振

兴路径，为多元化、全方位振兴老工业基地注入了强大动

力。滚石上山的关键时刻，辽宁人奋发有为的斗志被唤起、

点燃，4300 万辽宁人主动顺应新时代新发展理念，以一往

无前的姿态，投身于波澜壮阔的振兴实践之中。

“施工图”变“实景图”

“今天的辽宁预期向好，态势向好，站在了更高的发展

起点上。”辽宁省委书记张国清对经济日报记者说，党中央

始终深情牵挂辽宁，辽宁上下要把党的决策部署一件件具

体化、项目化、清单化，做好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

“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三篇大文章，把辽宁振兴的

“施工图”落实为“实景图”。

巨型油轮能不能实现自动驾驶？没有固化的传统行

业，只有固守传统的企业。对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来说，老

企业肯“脑筋急转弯”也会有“诗和远方”。该企业下

水完成海试的 30 万吨级超大油轮就配备了一个

智能“大脑”，实现了船舶辅助自动驾驶、设备

自动维护等，是全球第一艘获得一人驾驶

船级认证的超大油轮，填补了国际智

能大型油轮的空白，从而驶向高精

尖船舶制造领域的远方。目前，

辽宁装备制造业规上企业 2748

户 ，先 进 装 备 制 造 业 占 比 达 到

56.2%。

资源富集的辽宁“家里有矿”。

石油、煤铁、菱镁乃至金刚石储量，在

全国举足轻重。如何延展产业链精细

加工，把“附加值”留在辽宁大地上？“原

字号”大文章必须破题。亚洲最大糊状聚

氯乙烯研发基地——沈阳化工集团，新产

品的实验已进入“冲刺”阶段。凭借填补国

内空白的新技术，企业 2020年盈利实现翻倍

增长，今年一季度势头更强劲。从守着“油头”

到立足“化尾”，集团董事长孙泽胜有感：“科技

创新是深度开发‘原字号’的最优路径。”

“新字号”生新动能

老树发新芽，遇到“卡脖子”瓶颈怎么办？辽宁省政府

火力全开，资金支持重点投向研发，“揭榜挂帅”，启动实施

省科技重大专项项目 39 项，推动攻克金属材料表面纳米

化、机器人技术等 300 余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十四

五”再度明确604项“卡脖子”关键技术清单和480项重大创

新产品研发清单，首批已发布 200 个典型实质性产学研联

盟试点。

像新松机器人、沈阳鼓风机的设备远程互联一样，辽宁

省正加速布局一批智能工厂、智能车间、智能生产线，打造

100 个以上企业升级标杆。工业上“云”企业 7000 多家，联

网设备超万台。沈阳市工业企业电商应用率超过 50%，客

户可以下单购买机床、矿车，也可以购买工艺课程、运维服

务。辽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认为，工业门类齐全，产业数

字化无比丰富的应用场景资源恰恰是辽宁布局工业互联网

的优势所在。去年，辽宁省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1508 家，达

到6989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1万家，瞪羚和独角兽企业

达到2163家。

坐落于辽宁沈抚新区的罕王微电子公司，“芯”技术

令人惊艳。企业研发投建了国内首条具备国际领先水平

的 8 英 寸 微 机 电 系 统（MEMS）芯 片 规 模 化 生 产 线 。

MEMS 芯片，是集成电路和传感器行业的重要核心，其内

部结构在微米甚至纳米量级，已广泛应用在智能手机、汽

车、无人机、物联网等领域。“我们要填补国产 MEMS 芯片

供应链空白，努力成为全球的顶级供应商。”罕王微电子

公司总裁黄向向感慨，企业现在是“小而美”，将来要奔向

“大而壮”。

毋庸讳言，辽宁许多“新字号”的个头还不高、身板还不

硬。但是，辽宁深耕营商环境为先导的“沃土计划”，已然抓

住了宝马、英特尔、华为、腾讯等海内外“巨头”的合作之心。

东风正与辽宁便，投资春深花已绽。

重工业是什么？是无比重

要的工业。她是轻工业的母

亲，没有生产资料，消费资料

“毛将焉附”？辽宁之重，东北

之重，重就重在这里。

更何况辽宁还承担着维护

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

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

的五大使命。

作 为 “ 共 和 国 工 业 长

子”，辽宁身挑重担七十余年

一路跑来，有些气喘，有些力

不从心。用市场的眼光看，辽

宁的步子慢了，需要来一场思

想解放。诚然，改革永远在路

上，没有休止符。但我们也应

看到，重大装备制造利润微

薄，加上企业多年留利水平低

（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被机制、体制束缚手脚，被债

务、冗员重压加身的老工业基

地，如何与轻装上阵的兄弟姊

妹赛跑？轻飘飘的局外指责显

然有失公允。

靠什么走向全面振兴？辽

宁的答案是激发创新驱动内生

动力，在新一轮数字经济竞争

中发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

势。不回避自己的短板，用数

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新技

术将“老字号”“原字号”的

短板“锻长”。科技创新解决

的是生产力问题，是“硬”的

一面。制度创新解决的则是生

产关系问题，是“软”的一

面。辽宁快跑，需要打牢基础，需要“软硬结合”，需

要有把政策吃透并进行实际转化的能力。看准大方向、

把握大趋势、出台大举措，让创新活力如泉水般涌流，

才能使“关键变量”成为“最大增量”。

三篇大文章，说到底是一篇“新文章”。唯有贯彻

新发展理念，培育新发展动能，构筑新发展格局，才能

交好卷。不妨走进辽宁实干队伍中，亲身感受这段浴火

重生的历程，你的评价自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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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戴河：打造京津冀的后花园
本报记者 温济聪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王官波

锦州：“小平台”解决“大烦恼”
本报记者 温济聪

辽宁振兴整装出发——

东 风 正 劲 好 扬 帆
本报记者 孙潜彤

上图 让绿色成为城市发展底色，沈阳迈向国

家先进制造业中心的同时也把城市铺展得更加美丽。

张文魁摄

右图 本钢推出的汽车用钢板。

本报记者 温济聪摄

今年“五一”假期，在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东

戴河旅游景区，银泰水星海洋乐园、止锚湾、碣石大

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各地车辆每天络绎不绝。

在银泰水星海洋乐园，有个网红景点“集装箱

概念酒店”，早在4月末就预订满了“五一”假期的全

部客房。银泰水星海洋乐园副总经理刘学军告诉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家和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当地的营商环境越变越好，投资

者也逐渐增多。随着东戴河越来越知名，当地文旅

企业的经营状况也逐渐改善，收入稳步提升。

“‘五一’到‘十一’期间是银泰水星海洋乐园的

黄金旅游旺季。我们这边的沙滩浅、碧水蓝天，特别

适合家长带着孩子亲子游。仅去年，银泰水星海洋

乐园就吸引了300万人次的客流量。今年疫情有所

好转，相信我们会吸引更多游客来体验。”刘学军说。

这些天，在止锚湾海边开农家乐的赵阳生意红

火。今年只有 32 岁的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东戴河

人，之前从事扇贝养殖业。随着旅游产业的不断发

展，几年前赵阳在海边开了一家农家乐宾馆。

“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我们东戴河文旅产业

可谓加满油、充满电。”赵阳表示，如今他的农家乐

宾馆不仅接待辽宁省内的客人，许多京津冀的客人

也慕名而来；生意越做越大，收入也越来越多。文

旅产业的发展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为了高质量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当地政府部门

也在发力。绥中县于2020年11月注册成立了东戴

河蓝途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落实推进“管委

会+公司”的发展模式，并以此为平台改善东戴河

旅游秩序，创造优良的旅游环境，实现了旅游资产

保值增值与旅游资源市场化经营。“我们将创新文

旅产品，推动规范运营，提档次、增种类、重质量，努

力将东戴河打造成为北方‘最美海岸线’‘京津冀后

花园’，让当地百姓的钱包更鼓，让外地游客流连忘

返，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以实际行动和骄傲成

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蓝途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靳达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企业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加迫切需要政府部门的帮扶。企业有所

呼、政府有所应。在党的领导下，锦州市委市政府

着力提升营商环境，认真总结并丰富了“项目管家”

服务制度内涵，依托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成果建成

并推广了“企业服务平台”，有效践行了“把麻烦留

给政府、把方便留给企业”的服务理念。

2020年，因疫情等诸多原因，新源阳光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十分艰难。同年8月，该公

司董事长王秋建通过“企业服务平台”告知面临

的困难，并尝试寻求政府的指导和帮助。该平

台收到企业的诉求后，第一时间在线组建帮扶

团队、明确责任分工、线下对接企业。帮扶团队

在最短时间内获取了长春的一场展会信息，全

程指导并协助企业对接参展事宜，帮助该公司

产品顺利展出并取得良好的市场效果。

王秋建于 2018 年将原在北京市大兴区的

企业搬到了锦州。他说：“以前都说‘投资不过

山海关’，但我到了锦州后，发现这里的营商环

境改进了很多，现在是‘投资必过山海关’。”

锦州市兴水水务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是锦州老牌监理公司，企业分别于2012年8月、

2013 年 12 月与北镇市某单位签订 2 份监理合

同。项目监理完工后，58600 元的监理费用余

款一直拖欠未付，企业长期追讨未果。

2020 年 11 月，该企业负责人通过“企业服

务平台”在线提交了追缴拖欠工程款的帮扶诉

求。在收到企业诉求后，平台通过“跨区转办、

限时办结、全程督办”功能，将企业诉求跨区域

指派给北镇市自然资源局及北镇市财政局。

市、县（区）两级营商部门在线跟进监督，春节

后企业成功收回全部欠款。

该公司总监理刘孝铭感叹：“原本已经不

抱太大希望的诉求，一个‘小平台’出乎意料地

解决了困扰他 7 年的‘大烦恼’，真是感谢党和

政府的好政策。”

绥中县东戴河网红景点“集

装箱概念酒店”。

本报记者 温济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