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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发展规律、敏锐
洞察历史大势、主动顺应时代潮流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辽宁作
为老工业基地，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上，一定要深入贯彻省委十二届十四次全会精神，找
准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地位，以全局观念主动融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推进振兴发展。

前沿关注 GUANZHU

百家
之言

BAIJIA

世界上最难的挑战，往往是对自我
的挑战。 作者 薛 飞

在喜迎新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出席
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号
召“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
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激励全党永
远保持慎终如始、戒骄戒躁的清醒头脑，

永远保持不畏艰险、锐意进取的奋斗韧劲，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奋勇前进，以优异成绩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2021年，我们将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制定和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2021年又恰逢农历辛丑牛年，孺子牛、
拓荒牛、老黄牛精神，蕴含着中华儿女在逆境中顽强奋
起、自强不息的精神密码。开局多壮丽，奋进正当时。
这就要求我们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
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
投入工作、接续奋斗，创造出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乘势
而上开启新的伟大征程，矢志不渝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光辉目标进发。

永当“为民服务孺子牛”。“孺子牛”任劳任怨、苦干
实干，甘当“勤务员”。新征程上，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
精神，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百姓利
益装在心里，俯下身子为百姓办事。当前，尤其要从最
困难的群体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着眼，通堵点、疏痛点、
消盲点，切实解决好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就业、
社保、医疗、住房、环保、社会治安等问题，让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争当“创新发展拓荒牛”。“拓荒牛”奋发扬蹄、披荆
斩棘，敢蹚没走过的路，敢拓没垦过的荒。新征程上，发
扬“创新发展拓荒牛”精神，就是要始终坚持把创新摆在
事关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坚决消除不利于创新发展的
思想障碍，破除阻碍创新发展的制度藩篱，下大力气补
齐创新短板、集聚创新资源，释放创新驱动的原动力，拓
展发展新空间，创造发展新机遇，打造发展新引擎，实现更
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甘当“艰苦奋斗老黄牛”。“老黄牛”从来都是勤勤恳
恳、埋头苦干的代名词，也是共产党人吃苦在前、甘于奉
献的生动写照。新征程上，发扬“艰苦奋斗老黄牛”精神，
就是要以恪尽职守、夙夜在公的敬业精神，功崇惟志、业
广惟勤的勇毅笃行，保持力度、把握节奏，像钉钉子一样，
以锲而不舍的精神状态，一锤接着一锤敲，善始善终、善
作善成，圆满完成每一个节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把各
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只要我们永
当“为民服务孺子牛”、争当“创新发展拓荒牛”、甘当“艰
苦奋斗老黄牛”，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
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
行，就一定能交出一份让人民满意的新时代答卷，以优
异成绩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以“三种牛”精神
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沈小平

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
推进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李万军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是坚持
扩大内需，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
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战略方向是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
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打通经济
循环堵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
使国内市场成为最终需求的主要来源，形
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
平动态平衡。其目的是要推动形成宏大
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更好吸引全球资源
要素，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升我国产业
技术发展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
竞争新优势。辽宁工业门类齐全、体系完
备，是国家重要的工业基地，在主动融入
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一定要牢牢把握扩大
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明确战略方向。省委
十二届十四次全会明确指出，辽宁维护国
家“五大安全”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
维护国防安全方面，我省是军工大省，在

加快发展军民两用产业、推进新兴领域军
民融合发展方面前景广阔。在维护粮食安
全方面，我省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
优质高附加值农产品市场巨大。在维护生
态安全方面，我省拥有良好的生态和旅游
资源，发展绿色产业潜力大。在维护能源
安全方面，我省可再生资源种类齐全，新增
长点多。在维护产业安全方面，我省工业
体系完备，装备制造、石化、冶金等产业在
国家产业布局中占有重要位置，有能力在
一些领域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破解

“卡脖子”难题。紧紧围绕维护国家“五大
安全”精准发力，更好地挖掘内需潜力，更
好地改善供给质量，更好地激发内生动
力，这既是振兴东北、辽宁的政治任务和
历史使命，也是辽宁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我们一定要突
出重点，科学谋划，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辽宁贡献。

牢牢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切入点和突破口

充分发挥沈阳、大连在全省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牵动作用，优化区域布局，完
善区域政策，形成以沈阳、大连“双核”为
牵引的“一圈一带两区”区域发展格局，
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
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推动“一圈”“一
带”“两区”区域互补、融合联动，构建高
质量发展的板块支撑和动力系统。以沈
阳为中心的现代化都市圈，要按照国家
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提升城市品质，增
强城市能级，提高集聚、辐射和带动能
力。率先在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改造上实现突破，在建设数字辽宁、智
造强省中作出示范，着力建设国家先进
制造中心。沈阳要在打造数字辽宁智造
强省、“一网通办”“一网统管”、解决“老
字号”方面当先锋做表率。以大连为龙头
的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要突出大连东北
亚国际航运中心、国际物流中心、区域性
金融中心的带动作用，建设东北地区对外
开放新高地和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引领辽
宁沿海经济带加快建成产业结构优化的
先导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区。大连作

为全省的开放龙头要在畅通循环、实现更
高层次对外开放、解决“原字号”问题上做
榜样，充分发挥大连的“中心港”效应，加
快畅通陆海通道、完善集疏运网络、提升
航运服务水平，建设智慧、绿色、高效国际
性枢纽港。要对标自由贸易港，推动规
则、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为更高水
平对外开放作出示范。辽西融入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先导区建设，要充分发挥
辽西毗邻京津冀的区位优势，紧紧抓住
京沈高铁全线贯通的有利条件，依托阜
新、朝阳、葫芦岛等市，主动融入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打造辽宁开放合作的西
门户和新增长极。辽东绿色经济区建
设，要全面落实国家建设东北东部绿色
经济带部署，充分发挥生态环境良好，森
林资源、水资源丰富的优势发展生态产
业，建立高效低耗的生态经济体系、可持
续利用的资源支撑体系、优质可靠的环
境安全体系、山川秀美的自然生态体系，
在全省率先走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
发展新路子，形成均衡发展、互动发展的
良好局面。

加快“一圈一带两区”区域发展格局建设

着眼于稳固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
准确把握新时代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特
征，深刻认识新一代信息技术中蕴藏的
巨大能量和发展空间，大力发展新技术、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进一步优化产
业结构。要把“四新经济”作为经济转

型、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全力以赴，促
进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等新技术与实体经济相融合，发挥我省
产业优势做强做大机器人、航空、生物医
药、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大
力发展电商经济、网红经济等新模式、新

加快构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格局

业态，推动区域市场生产、流通、消费顺畅
循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
我省产业数字化应用场景多、数字产业化
数据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扎实做好改造
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
大“新字号”这三篇大文章。通过运用新一
代信息技术为“老字号”提质增效，推动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信息技术服务业
等信息技术与钢铁、石化、装备制造业等传
统产业深度融合，推动装备制造业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改造，围绕成套装备、汽车
制造、机器人等重点领域，建立面向生产全
流程、管理全方位、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智能
制造模式。通过拉长产业链条，不断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解决“原字号”
问题，形成以本地龙头企业为主体，链条企

业紧密相连、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通过
引育新动能，做强做优做大一批高质量发
展的重大项目，解决“新字号”问题，要结合
辽宁实际，瞄准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
装备等高端装备制造业以及工业互联网、
5G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培育一批新
动能。在加快构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产业
发展格局中，以打造数字辽宁、智造强省为
突破口，以数字经济赋能为手段，以提升产
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为支撑，加快推
动我省工业转型升级。要大力推进消费品
产业链重构，在发展装备制造业的同时大
力发展消费品制造业，完善辽宁制造业中
心功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
化，加快辽宁制造向辽宁智造转变，提高经
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

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找准我省在国家
区域战略版图、“一带一路”建设、东北亚区
域合作、东北振兴中的定位和角色，进一步
加强国际国内合作，扩大对外开放，打造辽
宁对外开放新优势。要充分利用我省与东
北亚相邻的地缘优势深度融入共建“一带
一路”，坚持陆海统筹，加强经贸产业合作，
加快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进程，积极推进
辽宁与日本、韩国、俄罗斯远东地区临海港
口群之间的集装箱远洋干线业务、海内支
线业务、国际邮轮业务的共同开发运营；共
同参与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促进东北亚
各国之间跨境大桥、跨境铁路和跨境公路
建设，提高陆海交通运输网络的互联互通

水平。深耕日韩，加快推进产业体系建设，
以共同维护制造业供应链安全稳定为重
点，推进形成三方制造业分工合作新机
制。加快融入“双循环”，统筹用好国内国
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抓好沈阳、大连、抚
顺、营口、盘锦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
推动丹东互市贸易创新发展，进一步加强
辽宁与江苏、沈阳与北京、大连与上海的对
口合作，积极探索与粤港澳大湾区深度合
作，主动融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建立和完
善开放合作体制机制，扩展开放合作领域、
创新开放合作方式、提高开放合作成效，以
开放合作推动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市场创
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和管理创新。

积极扩大对外开放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深度融入强大国内市场，使生产、分
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
现畅顺循环。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
量，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
推动实体经济均衡发展，促进农业、制造
业、建筑业、服务业、能源资源等产业门类
关系协调。强化扩大内需的政策支撑，破
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
通的体制机制障碍，降低全社会交易成
本。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加快服务消费提
质，促进实物消费升级，鼓励发展夜经济、
假日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培育体验
式消费，促进消费向绿色、健康、安全发
展。聚焦卫生防疫、文化教育、环境保护等
领域，加大政府购买产品和服务力度，促进
公共消费。做精做优辽宁消费品工业，打
造辽宁消费品品牌，增加省内新兴领域消
费产品。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改
善消费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拓展
投资空间，推进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
化、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重大

公共卫生应急保障、防洪供水、送电输气、沿
边沿江沿海交通等一批强基础、增功能、利长
远的重大项目建设。加快补齐市政工程、公
共安全、生态环保、公共卫生、民生保障等领
域短板，鼓励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扩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稳步扩大利用内资规
模。发挥政府投资撬动作用，激发民间投资
活力，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
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教育、医
疗、养老、金融等服务供给，引导企业强化质
量管理，提高市场应变能力，培育更多“百年
老店”。支持辽宁民营资本投资消费品工
业，促进辽宁消费产品卖在辽宁、卖到全国、
卖到世界。发挥优势品牌企业引领作用，培
育一批特色鲜明、竞争力强、市场信誉度高
的自主品牌，加强行业集体商标、证明商标
和地理标志产品保护。鼓励企业挖掘品牌
文化内涵，支持企业围绕品牌开展整体宣
传，引导社会资源向辽宁自主品牌倾斜，增
强市场对辽宁品牌的消费信心。

（作者系辽宁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全面扩大内需有效促进国内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