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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每个区域都有自己

的文化基因，那么“老工业基地”

之于东北，无疑是植根最为深

厚、色彩最为鲜明的精神特质。

在很多人印象中，东北老

工业基地不同程度地存在思想

观念不够新、营商环境不够好、

创新动力不够足、经济结构不

够优等问题。当市场经济大潮

涌起，受长期积累的体制性、结

构性矛盾掣肘，这里的经济发

展并非一帆风顺。

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老

工业基地，维护国家国防安全、

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战略地

位十分重要。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国务院为东北全面

振兴多次把脉开方，辨证施治。

靠什么走向全面振兴？形

势清则方向明，判断准则信心

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承

载着东北地区百姓对美好未来

的向往。要想实现东北全面振

兴，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重中之

重。这就要求，一方面以优化

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

革；另一方面以培育壮大新动

能为重点，激发创新驱动内生

动力。

营商环境是制约很多外部企业前来东

北投资的“卡脖子”问题。东北振兴再出

发，提升营商环境的初心必须坚如磐石。

营商环境逐步向好，才能成为加快新时代

振兴，坚定不移当好新一轮东北振兴“领头

羊”的重要抓手。唯有解决营

商环境领域的诟病，才能让“投

资不过山海关”变为“轻舟已过

万重山，投资必过山海关”。

“走创新路，吃创新饭”，创

新驱动是东北振兴的关键支

撑。为激发创新活力，东北要

对标先进地区，聚焦科技创新

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完善科

技创新体制机制，汇聚更多产

学研力量，增强各类创新主体

获得感，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

活力，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构

筑 东 北 创 新 发 展 新 优 势 、新

动能。

作为“老工业基地”，东北

一路跑来，有些气喘，步伐也有

些慢了。诚然，加快经济发展

速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永无

止境，但外界也不能一味地戴

着有色眼镜看东北，也不应要

求重压在身的东北与轻装上阵

的地域一样跑得快。

风物长宜放眼量，一张蓝

图绘到底。值得庆幸的是，东

北不回避自己的短板和不足，

越来越自信。这自信来自于营

商环境的切实改善，来自于改

革创新的脚步永不停歇⋯⋯

咬定青山不放松，不忘初心加油干。

东北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正吹响全面振兴

的号角，迸发出澎湃的前进动力。相信，穿

越风雨的“东北号”必将风雨无阻，驶向更

为壮阔的水域。

东 北 全 面 振 兴 再 出 发
本报记者 温济聪 李己平 苏大鹏

穿越风雨向未来

温济聪

大项目夯实龙江振兴之基
本报记者 苏大鹏

位于沈阳市沈河区的中街步行街，夜景璀璨。 本报记者 温济聪摄

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新动能；扩

大 “ 朋 友 圈 ”， 振 兴 “ 合 作 圈 ”； 保 护 好

“耕地中的大熊猫”，粮食安全“压舱石”

更加稳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

雪 地 也 是 金 山 银 山 ⋯⋯ 这 就 是 今 天 的

东北。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为

东北全面振兴多次把脉开方，辨证施治。

如今，前所未有的机遇摆在东北面前。东

北，正闯关夺隘，蹄疾步稳。

创新型企业“长势旺”

今年 9 月份，哈尔滨红光锅炉集团有限

公司传来了好消息——该公司被评为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能取得这样

的成绩，主要源于公司不断向精益生产要

效 益 ， 从 “ 名 师 带 高 徒 ” 到 评 选 焊 接 能

手，技术一点点精进、创新一步步累积，

终于成为业内“小巨人”。

“工业一柱擎天，结构单一”的“二人

转”是东北经济的沉疴痼疾。

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三

省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

会时，就东北如何培育壮大新动能开出了

药方，“以培育壮大新动能为重点，激发创

新驱动内生动力”。

东北地区创新创业不活跃亟待破题，

而沈阳市浑南区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

浑南区为了打造创新创业企业成长沃

土，不断提升和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发

展提供良好空间；吸引人才，建设创新创

业人才高地；创新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提

升整体生态产业链和创新创业土壤，不断

营造创新创业“小气候”。

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领头羊”，东北高

新技术企业“出苗快”“长势旺”。东北正

依靠创新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

坚持凤凰涅槃、腾笼换鸟，积极扶持新兴

产业加快发展，尽快形成多点支撑、多业

并举、多元发展的产业发展格局。

扩大“朋友圈”

9 月 24 日，2021 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

谈会（“辽洽会”）开幕式在沈阳举行。今年

的辽洽会，已成功升级为国家级展会。

长期以来，开放度低、开放进程滞后

是东北地区的突出短板。东北三省位于东

北亚地区核心地带，扩大东北对外开放，

将对深化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产生深

远影响。

辽 宁 既 沿 海 、 又 沿 边 ， 区 位 优 势 明

显。借助辽洽会这一平台，辽宁力推东北

亚经贸合作，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日本、

韩国的优秀企业带着新技术、新产品、新

模式、新业态远道而来。

“辽宁是工业大省，有雄厚的工业历史

基础。在东北振兴的大背景下，辽宁不断

提升营商环境，我们对辽宁未来的经济发

展和对外开放合作充满信心。”松下电器

（中国） 有限公司总裁赵炳弟说。

黑 龙 江 、 吉 林 也 是 沿 边 开 放 大 省 。

2019 年 8 月 ， 国 务 院 正 式 批 复 设 立 中 国

（黑龙江） 自由贸易试验区，涵盖哈尔滨、

黑河、绥芬河 3 个片区。着眼“丝路吉林”

大通道建设，面向东、南、西、北，实施

“3631”工程，吉林正畅通国际通道。

辽洽会、自贸试验区、“丝路吉林”大

通道，让东北再度与世界相约。东北以更

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增强对外开放的

主动性，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振兴“压舱石”

黑土是世界公认最肥沃的土壤，被称

为“耕地中的大熊猫”。粮食安全的战略地

位十分重要，关乎国家发展大局。

2020年7月22日至24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吉林考察时强调，吉林要把保障粮食安全

放在突出位置，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在探索现代农业

发展道路上积累更多经验。

在 黑 龙 江 和 辽 宁 ， 粮 食 安 全 “ 压 舱

石”的地位作用更加稳固。截至 10 月 10

日，黑龙江全省已收获水稻、大豆、玉米

等农作物超 1.23 万亩，占应收面积的 50%

以上，全省秋整地面积已达到 1990 万亩。

今年，辽宁盘锦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稳

定 在 180 万 亩 以 上 ， 预 计 将 实 现 稳 产 增

收，尤其是盘锦“稻蟹豆共生”的立体生

态种植养殖越来越得到市场的认可。

中国饭碗要牢牢端在中国人手里，东

北的实践让我们对保障粮食安全信心满满。

发展“金银山”

10 月中旬，位于辽宁本溪市的关门山

国 家 森 林 公 园 迎 来 了 枫 叶 最 佳 观 赏 期 。

10 天共接待游客 12 万人次。锦州笔架山也

因“登山观海走‘天桥’”受到广大游客喜

爱。在辽宁关门山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石凯看来，关门山成为东北地区红叶

的最佳观赏地之一，“源于景区无大型建

筑，保留景区原生态；登山步道、河边栈

道，注重道路和自然的生态协调；树林整

体禁止采伐，防止火灾等破坏，投入资金

注 重 病 虫 害 防 治 等 也 保 护 了 景 区 的 生 态

环境”。

在吉林，10 月初的长白山五彩斑斓、

层林尽染，不少游客纷纷点赞这如诗如画

的美丽生态景观。吉林省打造避暑旅游和

冰雪旅游双品牌，实现文化旅游产业万亿

级规模。

良好生态环境是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 的 宝 贵 资 源 ， 也 是 振 兴 东 北 的 一 个 优

势。东北生态资源禀赋突出，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更

好支持生态建设，不断巩固提升绿色发展

优 势 。 东 北 全 面 振 兴 ， 必 将 浴 火 重 生 再

出发。

5000 多亿元投资对于正全力推进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的黑龙江省意味着什么？

近 3 年来，名为“百大项目”的发展战略在黑

龙江不断加快实施，截至目前，已经完成 5530 亿

元投资。据了解，“百大项目”建设每年都会筛选

确定一批投资规模大、牵动力强、发展后劲足、能

够在当年开工建设、形成有效投资的重大基础设

施、重点产业、民生项目，省市县三级联动推进。

刚入 10 月，黑龙江大地已入冬，各地“百大项

目”建设正如火如荼进行着：哈尔滨机场本期建设

和二期扩建、哈绥铁伊客专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推进，大庆伊利液态奶、大庄园、飞鹤等 311 个重

点产业项目建设成效明显⋯⋯黑龙江省百大项目

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百大项目”建设涉及交

通、农业、能源、民生等重点领域，这些高质量投资

将为黑龙江长远发展攒足后劲。

“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

国 防 安 全 ”，是 中 央 赋 予 黑 龙 江 的 重 要 战 略 定

位。近 3 年来，“百大项目”建设加快推进，“五大

安全”得到有力保障。据介绍，在粮食安全方面，

3 年来重点推进项目 88 个，总投资达 1600 亿元，

确保黑龙江省当好粮食安全“压舱石”，保护好黑

土地——“耕地中的大熊猫”。在生态安全方面，

3 年来重点推进项目 191 个，总投资达 1123 亿元，

保护好“金山银山”，建设好中国北方绿色生态新

屏障。在能源安全方面，3 年来重点推进项目 114

个，总投资超过 2000 亿元。在产业安全方面，3 年

来重点推进项目 196 个，总投资达 2873 亿元，一

重、中车、哈电、哈飞等“国宝级”企业在新时代不

断制造“国之重器”。在国防安全方面，3 年来重

点推进项目 16 个，总投资达 638.8 亿元，黑龙江边

境地区实现人兴业旺、稳边固边。

在“百大项目”建设拉动下，黑龙江省经济正

呈现加速回升态势，经济增长“稳定器”作用明

显。2020 年，“百大项目”拉动黑龙江省全年固定

资 产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3.6% ，高 于 全 国 0.7 个 百 分

点。截至今年 10 月 1 日，“百大项目”今年已开工

228 个，开工率 99.1%，完成投资 1603.5 亿元，投资

完成率 88.6%，高于去年同期 25.1 个百分点。拉

动上半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5.2%，高

于全国 2.6 个百分点。带动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开工 3380 个，施工数同比增长 15.3%。

高铁列车从吉林省公主岭市沃野间驶过。 新华社记者 张 楠摄

图为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车间。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