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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
阜新，历史悠久，因出土“世界第一玉”和

“华夏第一龙”被称为“玉龙故乡”。2001年，
阜新骤然转向，踏上转型之路。转型，意味着

原本熟悉的路径走不通了，需要逢山开道、遇水架桥，探
索出一条全新的道路。

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
思想“破冰”，作风转变，发展“突围”，构成阜新转型20
年三部曲。

正如河入峡谷、风过隘口，思想解放的浪潮在阜新大
地涌动。由资源驱动到创新驱动，从黑色印象到绿色主
题，这座转型之城从蹒跚学步的稚子成长为步履矫健的
青年，激情满怀、砥砺前行。

阜新经济转型
20周年

系列报道之四

党建篇

“玉龙故乡”向新而生
本报记者 侯悦林

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
出发。

回望阜新转型 20 年，既是一
部可歌可泣的创业史、日新月异的
发展史，更是一部继往开来、与时
俱进的思想解放史，波澜壮阔，生
生不息。

转型前夕，对现状的忧虑，对
前途的未知，让一些干部群众焦虑、
彷徨、困惑。在工电社区、矸子山社
区等矿工集中的小区，人们习惯于
追忆昔日“煤电之城”的辉煌，谈论
过去对国家作出的巨大贡献。不少
党员干部依然没有摆脱“等靠要”心
理，期待国家加大扶持力度，上马几
个能够安身立命的大项目。

阜新进入计划经济早，退出
晚，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一个长期
过程；煤炭采掘业持续上百年，由
此形成的恋煤情结、路径依赖，需
要不断地消除；长期积累的体制
性、机制性突出矛盾，需要高水平
制度创新逐步解决；转型有其自身
固有的规律，需要持之以恒地探
索。实践证明，经济转型是一项长
期性战略、艰巨性任务，不可能一
蹴而就，唯有久久为功，才能打赢
这场攻坚战、持久战。

转型伊始，“用大开放打开闭
关锁市之门”这句响亮的口号，显示
出这座转型城市思想再解放、改革
再深化、开放再扩大的迫切心情与
坚强决心。

2002 年 3 月 4 日，阜新召开了
有7000人参加的形势报告会，号召
人们积极投身经济转型。这次参会
人数空前的会议，拉开了思想大解
放的序幕。

20年间，阜新深入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
史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多轮“解放思
想推动高质量发展”大讨论，从思想
解放这个“总开关”入手，不断谋求
思路转变、体制转轨、动能转换和城
市转型。

思想一变天地宽。
阜新人从此不再在煤身上打

转转，跳出对旧模式、旧路径的依
赖，打开视野，对标先进，以自信从
容的姿态拥抱外部世界，闯出一片
新天地。

2002年 4月 28日，阜新至上海
旅客列车开通；同年8月21日，阜新
境内第一条高速公路通车；2021
年，京沈客专全线开通。

地理空间的大幅拓展，让对外
开放步入快车道。2007年，阜新融
入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宁中部城市群
建设、辽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
开发开放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开发。
2020年，被列入辽西融入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先导区和沈阳现代化都
市圈，在我省构建的“一圈一带两
区”区域发展格局中横跨两大区域，
占尽先机。

转型以来，阜新在区域合作中
不断校正方向，找准定位，寻求突
破，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多元
化产业格局撑起经济社会发展的

“四梁八柱”。氢能源、无人机、硅砂
等新兴产业方兴未艾，现代物流、农
村电商等全新业态不断孕育，蒙医
蒙药、皮革等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形
成既有“皓月当空”，又有“繁星闪
烁”的良好格局。

底蕴深厚的人文地理、魅力独
具的民族风情、特色鲜明的文旅资
源、黑土地的丰饶物产……借助京
沈高铁这条大动脉，阜新成为京津
冀、沈阳现代化都市圈的“菜篮子”

“后花园”“打卡地”。
天源钢球突破技术瓶颈，将

“中国球”嵌入国际高端笔尖；阜新
德尔厚积薄发，成为国际知名车企
供货商；万达铸业专注研发，在高压
输变电铸铝壳体领域独步天下……

思想“破冰”带来发展“突围”,
阜新企业在国内大循环中开疆拓
土，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扬帆出海，
出口国家和地区由 2001 年的 20 多
个发展到近70个，覆盖全球主要经
济体。

吹响解放思想冲锋号

阜新，既缺少资源、技术之利，又
无港口、机场之便，引项目、聚人才、
促发展的法宝，就是拼环境、比服务。

阜新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转型
的突破口，瞄准企业“最痛之点”、群
众“最盼之处”，驰而不息抓作风建
设，打造“办事方便、法治良好、成本
竞争力强、生态宜居”的营商环境。

市民办事，最怕楼上楼下跑，从
东窗口支到西窗口。阜新市政务服
务中心设立的“一件事一次办”窗口，
让市民办事变得轻松愉悦。

“10 月 9 日，我到 3 楼 14 号窗口
办理退休业务。不管我问了多少个

‘为什么’，工作人员都耐心细致地解
答，让我感到特别温暖……”这是市
民张立娟在记事簿上写下的感谢语。

阜新市政务服务中心建筑面积
2.4 万平方米，设置了“一件事一次
办”“无差别受理”等 6 类窗口，公积
金、不动产登记等 10个功能区，涵盖
企业、市民办事的方方面面，真正实
现了“一网、一门、一次”。

好的营商环境就像阳光、水和空
气，须臾不能缺少。

转型以来，阜新以海纳百川的

胸怀、开明开放的心态、重情重义的
气度，持续推动体制革命、观念革
命、作风革命和服务革命，吸引各类
项目、资本、人才等要素集聚，营造
服务周到的政务环境、公平正义的
法治环境、信守承诺的诚信环境、公

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创新创业的社
会环境，打造诚信之城、活力之城、
效率之城。

阜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变“政
府端菜”为“企业点菜”，形成政府围
着企业转、企业围着市场转、创新围

着需求转的良性循环。2020 年疫情
防控期间，开发区举全区之力帮助阜
新鲁花浓香花生油有限公司跑原料、
扩产能、筹资金，使其成为山东鲁花
集团 22 家分公司中第一家复工复产
的企业。

一条热线温暖一座城。为了让
百姓温暖过冬，阜新建立供暖期市
级领导接听市民投诉值班制度，由
市级领导干部到 12345 市民投诉热
线办公室值班，现场倾听群众诉求，
现场协调解决问题。以点带面，以
上率下，以钉钉子精神打造诉求办
理的“高速路”。

泱泱细河、荷叶田田，车水马龙、
秩序井然，互帮互助、新风弘扬……
驻足在见证阜新时代变迁的人民桥
上，随处可见幸福和谐的大美画卷。
开放、包容的城市氛围，让生活在这
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追逐梦想的机会。

阜新以解放思想激发创新力，
以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
营商环境提升社会的“发展指数”、
企业的“财富指数”、群众的“满意指
数”，让来自四面八方的企业家、创
业者沐浴阳光雨露，茁壮成长。

创建诚信之城活力之城

历史从哪里开始，精神就从哪
里产生。

阜新成为全国首个资源枯竭型
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并非偶然，与阜
新人逢山开道、遇水架桥的斗争精神
分不开，与守正创新、勇创一流的地
域文化品格息息相关。无数个体奋
斗聚合到一起，披荆斩棘，砥砺前行，
凝萃成以彰武治沙精神、海州矿奉献
品格、“三沟”实干作风为代表的红色
基因。

海州露天矿，共和国露天煤矿长
子，曾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大型
机械化露天煤矿。50多年间，获得国
家级荣誉称号 21 个、省部级荣誉称
号 28 个,涌现出全国劳动模范 1 人、
省部级劳动模范85人。

辉煌的业绩必然要由英雄的群
体去创造，英雄的群体必然要有伟大
的力量来支撑。这种支撑来自于海
州矿精神——“爱露天、做主人，争一
流、创水平，挑重担、作贡献”。

在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
高高矗立着一座纪念碑，上书“海州
矿精神长存”。在激情燃烧的岁月，
万千矿工“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共
同价值追求，建构起“煤电之城”共有
的精神家园。

2005 年 ，海 州 露 天 矿 破 产 闭
坑后，由福新的身份由矿工变为生态
治理工程师。经过削坡、平盘、注浆
灭火、生态恢复，昔日喷烟冒火、寸草
难生的大坑，如今有了大片绿色。

“我干不完，还有下一代，一代一
代地干下去，一定能把海州露天矿治
理好。”一家几代人都是矿工的由福
新语气坚定地说。

历史是大写的精神。有形的露
天矿消失了，无形的海州矿精神却历
久弥新，熠熠生辉。做主人的主人翁
自豪感、争一流的英雄气概、挑重担
的牺牲奉献精神，成为转型振兴的
强大精神内驱力。

“一进毛岭沟，步步踩石头，山
上没有树，山下田不收。”这是阜新蒙
古族自治县七家子镇毛岭沟村曾经
的写照。如今，这里是看不完的美
景，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置身茂密
的林海，鸟鸣萦绕耳畔。

巨变的背后，是“三沟精神”的
代代传承，是阜新人筚路蓝缕启山
林、栉风沐雨砥砺行的壮志豪情，
是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的
生动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的水土

流失面积占阜新县土地的七成。人
们怀揣“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
投入到治山治水的战斗中。1958
年，毛岭沟封山育林、塔子沟河边造
林、招束沟治理坡耕地的“三沟经
验”被推广到全国。转型振兴以来，

“三沟经验”升华为求真务实、艰苦
奋斗、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的“三沟精
神”，激励人们投身到生态建设、乡村
振兴的洪流之中。

彰 武 县 地 处 全 国 最 大 的 沙
地 ——科尔沁沙地南端，是新中国
科学治沙开始的地方，也是我省防风
治沙最前沿。

刘斌、董福财、侯贵、李东魁……
一代代治沙人发扬矢志不移、永不
退缩、默默无闻、甘于奉献的彰武
治沙精神，以初心铸恒心，把大漠
变成绿洲，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
进沙退，从“沙窝子”到“鱼米乡”的
蝶变。

彰武县组建了治沙精神干部学
校，大力传承红色基因，无数党员干
部成为新时代治沙精神传人，在更
深层次、更广领域打通绿水青山向
金山银山的转化、增值通道。

20 年的转型实践表明，一切转
型成果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这
是源与流，根与魂。

开展基层党建主题年、创建五星
级党组织活动，打造“3+2+N”红色阵
地，推进党建引领“一网五平台”建
设，立根固本，强基铸魂。建立完善

“周末大讲堂”学习培训机制，创新开
展“新型微党课”、理论快闪宣讲活
动，开展“千千结”活动，1105 个县

（市）区直机关党支部与1105个村、社
区、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结成
对子，推动党员干部政治素养、工作
能力双提升。

改革，动真碰硬；求变，乘风
破浪；攻坚，凝聚一心；突围，勇于
担当。

阜新转型 20 年取得的巨大成
就，正是各级干部发扬斗争精神，不
畏艰难困苦，攻坚克难、团结奋斗的
结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
展，给困境中的阜新带来了希望的
曙光，使迷茫中的人民看到了美好
的前景，让广大干部增强了发展的
信心。干部群众从转型前焦虑、彷
徨、困惑和“等靠要”的心理中走出
来，人心向党、人心思进，把一个个

“不可能”变成“可能”，奋力开创辉煌
灿烂、前程似锦的新时代。

赓续红色血脉汲取前行之力

党员们在董福财精神党性教育基地参观。

同气连枝，共盼春来。
1940年，阜新置市。1949年，辽

宁工程技术大学的前身——阜新矿
业学院建校，校址距海州露天矿仅数
里之遥。同年，阜新矿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的前身阜新矿务局成立，从
此拉开了百里矿区大开发的序幕。

市、矿、校，自 1949 年以来同处
一地，荣辱与共、守望相助。

在资源枯竭和去产能的双重影
响下，如今，阜矿集团在阜新本埠仅
剩下一个生产矿井，产量只是鼎盛时
期的零头。为了拓展生存与发展空
间，阜矿集团走上煤业转移之路。
2006年，白音华露天矿开工建设，大
量矿工转战内蒙古。

“开机！”操作人员在宽敞明亮
的调度指挥中心内，身着干净的衬
衫，坐在操作台前按下按钮。皮带
运输机、破碎机、转载机、刮板运输
机、采煤机依次启动，全自动采煤机
割出的第一刀“乌金”源源不断地涌
向地面。今年11月9日，白音华井工
矿1109工作面实现“一键启动、鼠标
采煤”，阜矿集团迎来智能化开采的
新时代。

井工矿矿长郝明奎说，在高科
技的加持下，矿工由“台前”转为“幕
后”，矿山人盼望已久的井下“少人
化、无人化”梦想变为现实。

因煤而立、邻矿而建的辽宁工
程技术大学，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为己任，为阜新培养了上万名人才，
始终与时代同行，与转型同步。

根据阜新矿区资源枯竭、经济转
型的形势，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先后成

立沉陷研究所、采矿损害与控制工程
研究中心、辽宁矿山开采损害技术鉴
定中心，为海州露天矿治理、阜新百
年国际赛道城建设提供全方位、多层
次的科技支撑。委派专家团队对口
帮扶阜新企业，不断加大科技成果在
本地转化力度。牵头组建校企联盟，
以协同创新的姿态提升社会服务水
平。市校共建阜新转型创新发展研
究院和新闻学院，锚定重点项目和重
大课题展开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阜矿集团是转型振兴的主战场，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是转型振兴的动力
源。如今，市矿一家、市校一体不断深
化，政企学研携手同行，合力攻坚。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创新是发
展的动力。转型以来，阜新与沈阳、江
苏盐城、新疆石河子建立对口合作关
系，先后选派200余名干部到三地挂职
锻炼。阜新与沈阳的扶贫合作、产业
协作不断深化，双方共同实施扶贫项
目近百个，产业配套企业20多对。盐
城与阜新合作共建环保产业园，盐城
企业纷纷北上落户阜新。

引来一位专家，聚来一批人才，
带来一个项目，催生一个产业。20年
间，阜新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出
台一系列人才新政，积极推进与中科
院、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院
所对接合作，建设一批共性技术研发
和转化平台。高标准建设阜新科技
大市场、中科院技术转移阜新中心，
为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提供主平台。

过去煤炭是“乌金”，是阜新安
身立命之本。现在，人才是金凤凰，
是百年矿区涅槃重生的关键。

市矿校心连心荣辱与共

国网阜新供电公司员工顶风冒雪检查设备，确保供电安全。 李京霖 摄

11月9日，白音华井工矿1109工作面实现“一键启动、鼠标采煤”。 陆国林 摄

在建设者争分夺秒的奋战下，京沈高铁今年全线通车。

阜新转型20年，在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细河两岸旧貌换新颜。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阜新市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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