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张继锋 高华庚
报道 眼下，在锦州市汤河子产业园
区，一座座新建厂房整齐排列，崭新
的生产设备正在加紧安装。这个以
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等企
业为龙头的新兴产业园区，正在瞄
准芯片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单晶硅
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环节，未
来将打造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百亿
级规模产业集群。锦州市经合中心
主任荣东明说，锦州市下一步将着眼
培育壮大“新字号”，发展壮大精细
化工、光伏及新能源、电子及半导体
等产业，有的放矢开展精准招商、上
门招商，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项
目支撑。

今年以来，锦州市聚焦做好结
构调整“三篇大文章”，围绕主导产
业 ，紧 盯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发 展 前
沿 ，积 极 抢 占 新 兴 产 业 发 展 制 高

点，通过筹备好第二届“辽洽会”、
锦州“数字周”、粤港澳大湾区招商
周、京津冀招商周等主题招商会，
锚定“三篇大文章”和“数字锦州”，
推进更多优质项目签约落地。同
时，锦州市坚持推动县区主要领导

“AB”制 轮 流 招 商 ，推 进“ 外 资 内
招”“外资优先”，拓展外资招商渠
道和路径。今年以来，锦州市共开
展招商活动 329 批次，对接企业 533
家。副市级以上领导招商 55 批次，
对接企业 83 家。

今年上半年，锦州市招商引资资
金（内外资合计）到位额166.34亿元，
同比增长13.93%。同时，滨海新区三
溢科技化工生产、义县海螺创业科技
危废处置等 8个重点项目开工，实际
到位资金 14.125 亿元。新材料、大
数据、生物医药等产业布局正在逐渐
成为锦州经济发展的“新名片”。

在改造升级“老字号”方面，锦州
市充分运用工业互联网、“5G+人工
智能”、数据技术等为制造业产业赋
能，促进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
合，推动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等

“老字号”产业产品改造升级，提高产
业的竞争力和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重点推进万得集团工业互联网标识
解析综合型二级节点、捷通铁路机械
公司超低温高韧性球铁轴箱等项目。

在深度开发“原字号”方面，锦州
市通过提升基础创新能力、核心龙头
企业招引关联企业以及人才引进等手
段，聚焦产业链瓶颈，突破关键核心技
术，对石油化工、冶金、农产品加工等

“原字号”产业进行深度开发，重点推
进锦州石化公司资源替代转型升级改
造、中信锦州金属“ 5G+工业互联网”
示范工厂项目。

在培育壮大“新字号”方面，锦州

市将推进大数据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促进数字经济协调发展，做大做
强“新字号”。发展壮大精细化工、
光伏及新能源、电子及半导体、生物
医药、新材料及节能环保、大数据等
产业。推进 5G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和“企业
上云”专项行动，推进阳光能源光伏
行业全产业链智慧云平台、天桥新
材料国内首个钼业行业工业互联网
平台。

“围绕‘三篇大文章’，锦州市今
年已有投资 53亿元的东北陆海新通
道中国北方能源基地项目、总投资
34.7 亿元的东北陆海新通道浩业集
团锦州基地项目等90个项目签约，签
约额 359.04 亿元。其中，亿元以上签
约项目 62个,签约额 324.25亿元。工
业项目56个，项目数占总量的62%，签
约额183亿元。”荣东明说。

锦州围绕“三篇大文章”推进更多优质项目签约落地

上半年招商引资到位额达16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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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加快高技能人才
培养进程，日前，经专家组现场考核
评审，包括张天生工作站、杨法千工
作站、陈国军工作站在内的锦州市
首批技能大师工作站揭牌。

据了解，首批确定的技能大师
工作站拥有生产一线的高级技工、
技师等高技能人才，具有出色的技
术攻关能力，在带徒传技、培养高技
能人才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
在技能人才的培养、评价、使用等各
个方面都能够提供保证。工作站设
有办公室、理论培训教室、实训操作
室、研究室等，既提高了相关设备的

利用率，又可以使受训学员的动手
操作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建设技能大师工作站是锦州
市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和高技能人才
振兴工程的一项重大举措，实施技
能大师工作站建设项目，吸引技能
大师和高技能人才进入工作站，以
工作站为基地培养高技能人才，有
利于充分发挥高技能领军人才在带
徒传技、技能攻关、技能推广中的积
极作用，培养出更多更好的实用型
高级技能人才，更好地为经济建设
服务。

刘 静 本报记者 文继红

首批技能大师工作站揭牌

本报讯 记者文继红报道 在
省工信厅最新下发的《2021年辽宁
省企业技术创新重点项目计划》中，
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凝胶注模成型5G陶瓷滤波器、锦州
锦恒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车
辆碰撞乘员保护气囊新技术等 71
个项目入选。

据悉，这些项目中，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的有11项、国内先进水平
的有57项、填补国内空白的有8项。

项目全部研发成功并投产后，预计可
实现销售收入153.3亿元，实现利税
11.3亿元。

下一步，锦州市将以全力做好
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增强重点产
业链韧性和培育壮大高技术制造业
发展为重点，持续鼓励企业加大研发
投入。同时，结合“项目管家”和“四
大类”帮扶专项行动，以精准服务推进
项目实施，力争在产业基础和关键领
域创新方面取得突破。

71个项目
入选我省企业技术创新重点项目

本报讯 锦州市十分重视科技
创新型企业的引领作用，积极加强
双创载体建设，孵化培育高新技术
企业。目前，锦州市科技企业孵化
器、众创空间共拥有高新技术企业
11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24 家、发明
专利25项。

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大
学科技园是推动创新资源集成、科
技成果转化、科技型企业孵化、创新
人才培养等创新创业的有效载体。
锦州拥有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
两家，其中国家级1家；省级以上众
创空间 8家，其中国家级 4家；省级
大学科技园2家。

近 3 年，锦州市双创载体累计
孵化培育了润生康泰、新源阳光等
高新技术企业 11 家，中维粉体材
料、几何机器人等科技型中小企业
24 家，拥有“基于过渡金属钴的多
孔金属有机骨架材料及其制备方
法”“十二自由度四面体机器人”等
发明专利 25 项，为锦州市科技型
企业群体培育提供了有力支撑。
2020年，锦州市省级以上科技企业
孵 化 器 实 现 营 业 总 收 入 4212 万
元，吸纳就业 1587 人；省级以上众
创空间总收入 868.5 万元，吸纳就
业1577人。

滕 勇 本报记者 文继红

孵化培育11家高新技术企业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渔业水
域水质环境监视监测，保障渔业经济
稳定发展，连日来，锦州市持续加强
近岸海域渔业水质环境监视监测。

锦州市组建专班技术队伍，制
定了《锦州市渔业生态环境监视监
测项目实施方案》，落实监测站位
65 个。重点围绕水温升高后的海
水盐度、pH值、溶解氧等参数变化，
以及可能发生的海水局部赤潮及溢
油等情况展开监视监测，以便积累
和掌握第一手数据，准确研判渔业

水域水质环境变化趋势。截至目
前，已开展近岸海域渔业水质环境
监视监测 20 次，出海监测 10 次，采
集外海、海参池塘、海蜇池塘、码头
水样 120 余批次，获得监测数据
1000余个。

综合监测结果，锦州市指导渔
业企业、养殖户科学实施养殖用水
交换，保障了全市渔业养殖生物安
全度夏，同时还提高了生产效益，促
进了地区渔业经济平稳发展。

武璞珏 本报记者 文继红

加强近岸海域渔业水质环境监测

“为这个安
全标识点赞！”
“这回过马路更
有安全感了！”8

月10日，家住锦州市锦义街
上河城小区的居民，看到小
区门口设置了交通安全警示
设施，纷纷点赞。

从最细微处着手护航民
生，是锦州市扎实开展好“我
为群众办实事、争作贡献促
振兴”实践活动的一个缩影。

办实事既要有力度，更
要有温度。今年以来，锦州
市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党史
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将
“我为群众办实事、争作贡献促
振兴”实践活动贯穿党史学习
教育全过程，真正把学习教育
成果转化成为民办实事的实
际行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近年来，锦州市大力开展特色
鲜明的双拥共建活动，通过广泛开
展双拥主题宣传教育，全方位、多形
式、立体化舆论宣传，进一步激发全
市军民双拥的热情，营造了“军爱
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浓

厚氛围。同时，驻锦部队积极支援
地方建设，倾力开展扶贫帮困活动，
军地共建成果丰硕，军民融合深度
发展，实现了全国双拥模范城“五连
冠”目标。

本报记者 高华庚 摄

军民共建结硕果

图说 TUSHUO

“感谢党和政府为我家买了
农房保险，7 月份洪涝灾害造成
的 损 失 ，保 险 公 司 赔 付 了 5000
元 ，解 决 了 我 们 的 大 难 题 。”8
月 11 日 ，说 起 自 家 受 益 于 锦 州
市 今 年 为 农村特困人员购买的
农房保险，义县大定堡乡低保户
李玉梅充满了感激。

锦州市聚焦农村低保户、分
散供养特困人员的生活难题，制
定“政府兜底，农户不花一分钱”
的 举 措 ，按 照 每 户 农 村 房 屋 保
险、地震财产损失保险 、家 庭 财
产 损 失 保 险 保 额 4.1 万元、保费
20 元 的 标 准 ，为 全 市 58777 户 农
村特困人员购买农房保险。今年
的“6·27”“7·14”两次洪涝灾害，
承保机构共为农村特困人员理赔
21.39 万元，帮助受灾群众快速恢
复生产生活。

“以前‘扶企、助企、惠企’政
策制定得多，但实际操作落得不
实，流于形式的问题时有发生，企
业得到的真正实惠打了折扣。”锦
州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局长宋志强介
绍。今年以来，市营商环境建设局
充分利用“线上+线下”新型服务模
式，打造“惠企一站通”服务平台，推
出“管家服务、惠企政策、人才服务、

银企撮合、一件事一次办、跨区通
办”6个专区，实现了惠企政策在线
发布、申报和审批，人才和金融信贷
等业务“一站式”办理。截至目前，

“惠企一站通”服务平台已累计受理
并解决企业诉求问题2523个，协调
对接金融机构解决资金 4.31 亿元，
31项申报类政策实现在线申报、在
线审批。

为了从制度层面解决百姓的

诉求问题，锦州市今年还组建了
“一件事一次办”改革工作推进专
班，市营商局、卫健委、教育局等部
门，围绕入学、置业、创业等群众关
切度高的问题，扎实推进“一件事
一次办”改革工作。新生儿出生落
户、不动产过户、入学报名等事项

“一件事一次办”改革在全省实现
率先突破，已累计办理各项申请 12
万余件。

聚焦“办实事” 服务群众零距离

办实事有力度 惠民生有温度
——锦州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纪实

王东阳 本报记者 高华庚 文并摄

锦州市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争作贡献促振兴”实践活动为契机，把群
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思想中，
具体落实到行动上，全面吹响“集结号”。

自 3 月 12 日锦州市委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会召开以来，锦州市把“我为群众
办实事、争作贡献促振兴”实践活动作为
党史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的重大
政治任务，结合锦州实际，开展“学史力
行办实事、推动振兴开新局”专项行动，
强力有序推动。6 月 21 日，锦州市委主
要领导专题听取实践活动情况汇报，调
度推进民生实事办理进展，并强调：“要
全力办好民生事业、补齐民生短板，努力
把人民群众欢迎的事干到底，把人民群
众不高兴的事改到位。”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把群众反映
的“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把“等群
众上门”变为“送服务上门”。市、县、乡
形成三级协同联动，部门及时跟进，党员
干部主动作为，在全市掀起了“我为群众
办实事、争作贡献促振兴”热潮。

各方力量，加速汇聚。“我为群众办
实事、争作贡献促振兴”实践活动开展以
来，锦州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开门问策、问
计于民、问需于民，扎实开展“民情走访
大调研”活动，下大气力解决群众各类

“急难愁盼”问题。党员领导干部深入乡
镇、社区和企业一线，听民声、访民意，实
地解决乡村振兴、环保督察、项目落地、
小区安置、农贸市场整治等群众关切问
题。全市 1 万余名党员认领民生实事
1.3万余件。

把时间花在地里，把百姓装在心
里。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领导干部带
着感情下去解决问题，做矛盾的“终点
站”，不做矛盾的“中转站”，让群众深切
感受到实践活动带来的可喜变化，让党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其中，锦州市
科学技术研究院搭建乡村人才平台，组
织科技培训 30 余场。举办高素质农民
培 训 班 ，培 养 70 余 名 高 素 质“ 新 农
民”。录制农耕技术、保护性耕作专题
视频 18 期，累计观看 3061 人次，平台传
播 1000 余次，全面提高农业从业人员
的整体素质。

吹响“集结号”
激活联动新载体

不搞“花架子”，聚力谋发展。
今年以来，锦州市从党史学习教育
中汲取高质量发展的智慧和力量，
聚焦补齐“四个短板”，扎实做好

“六项重点工作”，扎实做好“六稳”
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深入
实施“五大战略”，全力打造“五个
锦州”，奋力开启锦州全面振兴、全
方位振兴新征程。上半年，固定资
产投资同比增长 13.6%；全市重点
项目开复工率达 78%；全市集中开
工 5000 万元以上的 59 个重大项目
进展顺利。

责任在肩上，人民在心头。党
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锦州市各级
党员干部围绕“感情在一线建立、
工作在一线推动、作风在一线转
变、形象在一线树立”开展调研，

“零距离”感受群众心声，“面对面”
倾听群众心声，“心连心”体会群众
疾苦，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和问
题63843件，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以实际行动树立党员干部的良好
形象。

用“小切口”解决“大民生”。
今年以来，锦州市8300余名党员干

部变“上访”为“下访”，对损害群众
利益的矛盾纠纷问题全面摸排、广
泛听取意见，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
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
截至目前，已排查问题 3236 件，解
决 3038 件。另外，锦州还发动 1 万
多名党员干部进企业、进社区、进学
校、进农村，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解难事1.6万件。

锦州通过办好一桩桩实事、一
件件难事,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更
加充实、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
有保障。

树立“风向标” 汇聚发展新动能

本报讯 记者高华庚报道 为
持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居住水平，
助力乡村振兴，近日，锦州市开展了
村庄清洁行动，切实增强农村宜居
性，提高群众满意度。

据了解，此次行动紧紧围绕“三
清一改”开展，以干净整洁有序为目
标，提升环境品质，提升村容村貌，引
导村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此次行
动突出清理死角盲区。重点对废弃
建筑材料、杂草、杂物及道路、河道两
侧垃圾进行清理，确保无卫生死角、

无暴露垃圾、无乱堆乱放、无裸露畜
禽粪污、无污水横流等现象。

截至目前，锦州市 9 个县（市）
区、88 个乡镇（涉农街道）、1128 个
行政村全部开展了村庄清洁行动工
作。累计出动人员13.38万人次，清
运车辆 61007 台次，清理农村生活
垃 圾 13.35 万 吨 ，清 理 村 内 水 塘
1222 个，清理村内沟渠 5258 公里，
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 3.69 万吨，清
理“三堆”2.32 万个，确保农村环境
面貌得到全面提升。

1128个村庄开展清洁行动

锦州脚步 JIAOBU

太和街道石化社区在党群服务中心设置爱心邮箱，收集群众诉求，及时解决办理。

党员先锋岗听取群众诉求，积极为群众解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