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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快速集聚的过程中，沈水
产业新城备受关注。沈水产业新城
是华夏幸福在京津冀地区外投资开
发的第一个产业新城，也是辽宁省唯
一进入财政部 PPP 管理项目库的城
镇综合开发项目。目前，沈水产业新
城已经累计投资超过 150 亿元，引入
产业项目71个，入园企业达61家，累
计签约投资额超百亿元。

“大量项目落户的同时，沈水产
业新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也

已经逐步完善升级，初步形成设施
完善、功能齐全、环境宜人的现代综
合城区，目前城市建成区面积近 4平
方公里。”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
司沈阳区域总经理杜岩松说，“现
在，这座‘城’道路通车总长度达 25
公里，学校、公园、自来水厂、雨水泵
站、供暖锅炉房等配套设施全面投
入使用。”

沈水产业新城和沈阳恒大文化
旅游城、沈阳港是苏家屯区三大千亿

级“龙头”，在“龙头”的带动下，苏家
屯区项目纷纷涌入，主导产业快速提
升，而一座座新城也露出了模样。

按照苏家屯区高质量推进产城融
合的规划：西部与华夏幸福合作打造国
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中部依托沈阳港
建设，借助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等
平台，着力打造现代商贸物流、跨境电
商等优势产业集群；东部依托恒大文旅
项目，借助空港辐射能力，整合东部生
态、旅游资源，规划打造集特色小镇、冰

雪小镇于一体的生态文旅产业带。
“街道有近200人在园区内工作，

解决了周边居民的务工难问题，也解
决了企业的人手紧缺问题。”为“零距
离”服务企业，佟沟街道负责人几乎

“长”在沈阳恒大文化旅游城项目现
场，他说，“项目建成后，预计年游客
量可达1500万至2000万人次，直接就
业2万人以上，间接就业8万人以上。
那时候佟沟新城就真的变成了一座
城，咱农民的日子将过得更加红火。”

依托“龙头”高质量推进产城融合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从签
约到施工只用了不到 4个月时间，目
前项目已经开放，12万余人次到访。”
11 月 10 日，恒大旅游集团童世界建
设集团东北公司总经理焦健说，“‘恒
大速度’的背后是‘苏家屯区速度’，苏
家屯区高效、科学、创新的服务为项目
按计划推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今年
以来，苏家屯区把解决企业和群众诉
求作为首要任务，以实实在在的营商
环境改善成果取信于企、惠及于民。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先要重塑营
商理念。苏家屯区坚持以学习教育
带动思想观念转变，通过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领导干部大讲堂等方式，
让“人人、事事、处处都是营商环境”
成为全区领导干部的广泛共识和工
作理念。同时，通过开展解放思想推
动高质量发展大讨论、“十问十思”等
具体举措，征集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
建议37条，全区上下在大讨论中重塑

营商理念、提升服务质量。
“仅仅用了10天就将自来水管网

接到了企业，咱们生活用水使用地下
水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沈阳安宜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负责人兴奋地说，
“苏家屯区‘万人进万企’活动不是虚
的，实实在在地解决了企业面临的现
实问题。”

以“有求必应、无事不扰”为原则
开展的“万人进万企”主题活动只是
苏家屯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一个
侧面。苏家屯区将 2019 年作为营商
环境建设年，务实打造简明有效政策
环境、公平公正法治环境、透明高效
政务环境、优质完备要素环境。

今年，苏家屯区首次召开 500 人
营商环境建设大会，表彰纳税大户；
出台 33 条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优惠政
策；“万人进万企”活动中，600名服务
干部实地走访率达100%，为企业解决
诉求134件。同时，“放管服”改革也取
得 突 破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网 办 率 达
98.82%，始终处于全省前列，压缩企业
开办时限在3.5个工作日内，100个高
频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重点项
目、重点产业园区道路管网、供水供
电工程建设等基础设施配套同时全
力推进，为项目建设运营提供坚实
的要素保障。

以实实在在的营商环境改善成果取信于企惠及于民

苏家屯区行政审批事项网办率达98.82%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如
果这条路不打通，沈水产业新城就
是一个孤岛，‘沈水’就很难成为‘活
水’。”10 月 25 日，在中央大街贯通
现场，苏家屯区主要领导说，“可以
说，这是一条高质量发展的大通道，
不仅突破了沈阳西部产业区的南北
交通瓶颈，也为苏家屯区更好地融
入‘一河两岸’、承接全市产业发展
战略布局创造了空间条件。”

中央大街是沈阳中心城区西
部、连通浑河两岸的主干道。在苏
家屯区域内，中央大街北接跨浑河
桥，南至四环快速路，全长11公里，
不但是沈水产业新城南北向交通联
系的城市主干路，也是对接中德沈
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等国家战略
的重要通道，对苏家屯区建设国家
产城融合示范区，发展汽车零部件
及相关配套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拆迁问题制约，中央大街
沿线有3处、共3.7公里的路段无法
建设，中央大街长时间没有实现贯
通。2018 年 11 月，按照沈阳市委、
市政府的工作部署，苏家屯区上下

一心，统一思想，启动中央大街断点
建设工程。苏家屯区成立由区委、
区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领导小
组，构建上下联动、系统互动的保障
体系和工作措施，组建了“敢打、敢
拼”、业务能力强的征收队伍，并从
切实保障被征收户利益出发，深入
一线，现场办公，制定了合理合规的
补偿方案，通过276天连续奋战，全
面完成征收任务。

在征收工作的有力保障下，中
央大街道路建设工程按期开工。建
设队伍有序安排施工任务，攻坚克
难，逐一排除难点与卡点，做好安全
及质量把控工作。南段1.3公里，克
服连续降雨等不利天气影响，仅用
84天工期完成；北段 2.4公里，工期
仅为55天，为此建设队伍采取分段
施工、多次进场的施工方式，日夜赶
工，按计划在10月20日前实现中央
大街全线具备贯通条件。

2020 年 5 月底前，中央大街将
全面开通，这里不仅将成为沈水产
业新城的门户大道、发展大道，同时
也将成为一条民生大道、生态绿廊。

突破交通瓶颈 拉近空间距离

中央大街贯通让“沈水”变“活水”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为促
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有序发展，推
进教育优质、均衡、特色发展，努力
实现教育现代化，办人民满意的教
育，近日，苏家屯区委、区政府制发
了《苏家屯教育现代化 2035》《苏家
屯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实现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实施意见》等系
列文件，围绕教育新一轮现代化的
战略布局、目标任务和改革发展等
方面，从提升教师素养、提升教育品
牌影响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突出
政策保障等方面入手，全面推进“教
育强区”战略。

为凸显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
位、丰富优质教育资源，加强教师队
伍建设，进一步实现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苏家屯区将教育作为首要民
生工作来抓，加强对教育的顶层谋
划，在政策支持、资源配置、内涵建设
等方面不断优化，教育投入不断加
大。苏家屯区合理调整教育投入结
构，逐步扩大财政性教育经费比重。
设立教育发展专项资金，每年额度
1000万元，在队伍建设、质量提升、
特色发展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

苏家屯区实施办学条件提升工
程、教育布局优化工程，着力改善办
学条件，增加教育供给。今年，苏家
屯区全面启动华润、中粮、沈水、恒

大、十里锦城等区域学校及幼儿园
建设工程，切实解决大班额和公办
学位不足问题。同时，加快与沈阳
和平区、沈河区、北京朝阳区之间的
区域合作，引进名校资源，打造高标
准优质学校，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
盖面，保障学生就近享受优质教育。

为打造优质干部教师队伍，苏
家屯区实施知名校长塑造工程和知
名教师培养工程，加大培训力度，丰
富培训形式，敢于走出去、请进来，
与华东师大等高等院校开展合作，
与兄弟城区开展合作交流。为提升
教育品牌影响力，苏家屯区实施内
涵建设提升工程，在“1211”特色工
程基础上，增加两项科技项目，扩展
为“12112”工程，并作为学校特色发
展的有效载体，促进学校内涵发展，
提升学生身体素质和综合素养。

苏家屯区持续加大教育投入，
不断完善教育体系，全面深化教育
改革创新，全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全区教育事业取得显著成就，获批
为辽宁省教育强区、全国义务教育发
展基本均衡区、全国中小学校责任督
学挂牌督导创新区、全国家长学校
实验基地、全国学校体育联盟示范
区、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
育示范区、国家级社区教育实验区、
国家学前教育改革发展实验区。

全面推进“教育强区”战略

设立年额度千万元教育发展资金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苏家
屯区以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
周期健康服务为目标，紧紧围绕“服
务更可及、能力有提高、群众得实
惠”的工作宗旨，在“做强综合、做精
专科、做实基层”三个方面下功夫，
发挥中医药特色，不断提升质量和
优化服务，打造与百姓贴得最近的

“健康服务”。
苏家屯区拥有全区各级各类医

疗卫生机构 348 家，已经形成以区
级医疗机构为龙头、以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为骨干、村卫生室为网底的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为进一步提升区域医疗救治水
平，苏家屯区不断加强急诊急救与
专科建设能力建设，推进区域医疗
卫生信息化工作，将“互联网+”医
疗服务理念与急危重症院前院内抢
救相融合，实行“就近与就医院能力
兼顾”的院前急救体系，使更多急危
重症患者能够及时送至具备救治能
力的医院接受最佳治疗。据介绍，
苏家屯区中心医院全力提高急性心
梗、急性脑血管意外、急性创伤等急
危重症的急救效率，已经建成区域
性“急救中心”。

作为沈阳市“城市紧密型医联
体”首个试点地区，苏家屯区中心医
院与4家基层医疗机构组成城市紧
密型医联体，区中医医院、区妇婴医
院、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为牵头单位，
与13家基层医疗机构形成3个城乡
医联体，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
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目前，4 家
区级医院与 17 家基层医疗机构签
订双向转诊协议，规范转诊程序，推
进分级诊疗工作开展，逐步形成基
层首诊、分级医疗、双向转诊的医疗
服务模式，建立长期稳定的上下联
动、分工协作机制。

为给老年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苏家屯区还深入推进国家级医养结
合试点建设。目前，苏家屯区已经
成为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单位，同
时获批国家级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
点示范基地。据了解，苏家屯区建
设的中西医结合医院北院区医养结
合医院已投入使用，沈阳浑河新城
中西医结合医院被评定为沈阳市首
批市级安宁疗护试点单位，沈阳煤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红菱煤矿职
工医院等3家医疗机构成功获批医
养结合床位。

做强综合 做精专科 做实基层

为百姓提供贴心的“健康服务”

引项目立业，
强产业兴城。沈
阳市苏家屯区抢
抓全省建设“一带

五基地”、实施“五大区域发
展战略”的机遇，借助独特的
区位优势，站在区域发展的
大格局中，科学谋划都市文
化旅游、汽车零部件、食品饮
品轻工三大主导产业布局。
坚持项目为王，以沈阳恒大
文化旅游城、沈水产业新城
和沈阳港三大千亿级“龙头”
为引领，三大产业板块齐头
并进，全力推动全区高质量
发展，全速推进产城融合发
展，努力实现争先进位。

上半年，苏家屯区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位列沈阳市第
一；消费、出口、内资等指标
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苏家屯时讯SHIXUN

▼

引项目立业 强产业兴城
——沈阳市苏家屯区推进产城融合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陶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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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规 划 占 地 14618 亩 、总 投 资
1000 亿元，这是沈阳恒大文化旅游
城项目的两项醒目的数据。

项目的投资规模不仅在苏家屯
区史无前例，对恒大集团来说，也是
在全国占地面积最大、投资额最高
的旅游产业项目。

如此重量级的项目为何会选择
沈阳市，选择苏家屯区？恒大旅游
集团童世界建设集团东北公司总经
理焦健道出初衷：“邻机场、近高铁、

揽 陆 港 ，这 里 的 区 位 优 势 独 一 无
二。最重要的是，苏家屯区的产业
发展定位和恒大旅游产业板块的发
展方向相契合。”

在恒大看来，苏家屯区集多重
优势于一地，是一块不可多得的投
资宝地。而对苏家屯区而言，沈阳
恒大文化旅游城项目是其高质量发
展整体战略规划中的重要一环。

按照沈阳市委、市政府的总体
部署，苏家屯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

展要求，站在区域发展大格局中，坚
持以项目建设为牵引、产业升级为
核心，瞄准产城融合发展，科学制定
都市文化旅游、食品饮品轻工、汽车
零部件三大主导产业发展规划。

按照规划，苏家屯区将围绕都
市文化旅游产业，强化龙头带动，倾
力推进沈阳恒大文化旅游城项目建
设，加快推进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
区建设。围绕食品饮品轻工业，强
化结构调整，支持红塔烟厂、雪花啤

酒厂扩大高附加值产品市场份额，
鼓励桃李面包、娃哈哈等食品饮品
企业丰富产品种类，加快食品产业
园规划建设。围绕汽车零部件产
业，强化集群发展，着力引进一批研
发设计上游项目和新能源汽车配套
项目，逐步形成中小企业集聚的汽
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同时，苏家屯
区还将着力发展乡村旅游和休闲农
业，积极打造沈阳都市休闲农业体
验区。

科学制定主导产业发展规划

产业为本，项目为王。苏家屯区
以项目建设为中心，以精准招商为突
破，瞄准龙头企业，聚焦产业链关键
环节，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有序
推进点、线、面协调发展，促进国内外
优势资源和生产要素加速向苏家屯
区集聚。

发展向项目聚焦、工作向项目发
力。在招商引资工作中，苏家屯区强
化“一把手”负责制和全员招商意识，
带动各方面加大“走出去”“请进来”力
度，全力加强对外开放，积极对上“三
争取”，务实开展京沈对口合作等活
动，着力引进培育符合产业定位的优
势项目、龙头项目。同时，抢抓项目建
设“黄金期”，坚持重大项目区级领导
全员包保责任制，定期调度项目进展，

有效解决制约项目开工建设运营的各
类问题，促进项目早签约、早落地、早
开工、早投产。

今年以来，德国 SMA 汽车零部
件、瑞士TBSA涡轮增压器、北京振威
会展总部、盈石集团数字产业园等16
个项目签约落地。全区亿元以上市重
点项目开复工 75个，开复工率 100%，
新建项目数量、开复工率均居沈阳市
前列。

沈阳恒大文化旅游城进入主体施
工阶段，项目配套建设加快推进；奥钢
联金属部件生产基地项目主要生产车
身骨架及悬挂系统，产品供应宝马、奔
驰、奥迪、保时捷、宾利、路虎等全球知
名汽车制造商，项目一期、二期已竣工
投产，三期已完成主体工程。

引入重量级项目带动产业升级

沈阳恒大文化旅游城夜景美不胜收。 本版图片由沈阳市苏家屯区委宣传部提供

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域内，中央大街长达11公里。

苏家屯区行政审批大厅窗口工作人员贴心服务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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