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高扬开放风帆，永
立时代潮头！

近日，鞍山市召开
全市高水平对外开放工
作推进大会，动员全市
力量充分发挥产业优
势、资源优势、区位优
势，围绕搭建高层次开
放平台、畅通高能级开
放通道、发展高质量开
放经济、打造高品质开
放环境等重点，构建全
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
开放新格局，努力打造
我省对外开放新前沿的
重要支点城市，为振兴
发展新突破提供强大
动力和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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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以来，面对复杂形势和诸多
挑战，鞍山市坚决落实“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要要
求，聚焦经济发展迫切需求，通过制定
出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实施意见，
加快建设鞍山港及保税物流中心项
目、抢抓RCEP生效实施的新机遇等，
创新实干，不断激活新动能，释放新活
力，交出了一份令人欣喜的对外开放

“半年答卷”。
上半年，鞍山市全市利用外资预

计同比增长 593%，实际到位内资同比
增长26.1%。

7月29日，在鞍山市召开的全市高
水平对外开放工作推进大会上，上述成
绩在鞍山市委主要领导的讲话中只是
一语带过。正视短板、直面差距，以此
次大会为全新的起点，鞍山市吹响了新
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号角，掀起了全

市“抓发展、促振兴”的又一轮高潮。
“要充分认识高水平对外开放是进

入新发展阶段、落实新发展理念、融入
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
求；要充分认识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推进
思想解放的迫切需要；要充分认识高水
平对外开放是推动鞍山振兴发展的重
要途径；要充分认识高水平对外开放是
促进深层次改革的必然选择……”鞍山
市委主要领导的讲话掷地有声。

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鞍山
市思路清晰、目标明确，全市将充分发
挥产业优势、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围绕
搭建高层次开放平台、畅通高能级开放
通道、发展高质量开放经济、打造高品
质开放环境等重点，构建全方位多层次
宽领域对外开放新格局，全面提升外
资、外企、外贸、外经、外事各项工作水
平，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倒逼解放思想、

倒逼深化改革、倒逼招商引资、倒逼转
型升级，为新时代钢都实现振兴发展新
突破提供强大动力和坚实支撑。

为确保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鞍山市将从强化组织领导、完善体制
机制、加强要素保障等三大重点持续
发力，全力狠抓各项工作落实。

强化组织领导。鞍山市将强化对
外开放党政“一把手”负责制，进一步
把解放思想作为基本前提，切实提高
对外开放意识，主动加强学习研究，健
全对外交流工作机制，强化对外开放
制度保障，提高对外交往能力，更好地
适应扩大开放和城市国际化发展的需
要。同时，各级各部门将按照工作部
署，研究制定对外开放工作专项方案，
逐项工作、逐个项目抓好落实。

完善体制机制。鞍山市委将成立
对外开放工作领导小组，市商务局设

立专门对外开放工作专班，统筹做好
全市对外开放工作，推动市对外开放
工作领导小组更好发挥作用。同时，
各县（市）区、开发区、各有关部门将密
切配合，形成强有力的开放工作体制
机制。此外，市对外开放工作领导小
组将建立全市对外开放工作考核评价
体系，建立定期考核推进机制，对推进
不力的地区进行约谈。

加强要素保障。鞍山市将持续完
善开放支持政策，用足用好现有的相
关开放支持政策和专项资金，鼓励金
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为对外开放提
供精准服务。同时，通过培训、讲座、
交流等多方式、多渠道提升各级干部
队伍驾驭高水平开放的专业思维、专
业素养。此外，各县（市）区、开发区将
配备专人落实外资、外企、外贸、外经、
外事交流相关工作。

构建深度融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构建高效流动的资源要素市场、构建高
度共享的开放与服务平台、构建完善融
通的基础设施网络、构建生态环境的绿
色宜居城市。

今年 4 月中旬以来，鞍山市聚焦以
上五方面重点积极发力，全面融入沈阳
现代化都市圈，力争用3年时间，大幅提
升鞍山市的融合发展水平，将鞍山基本
建成东北地区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一带
一路”物流节点城市和北方重要的休闲
旅游目的地。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30%。

融入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建设，鞍山
市更好地发挥城市组团的集聚辐射、产
业协同和同城化效应，不断提升对外开
放合作水平。鞍山市还将从深度融入共
建“一带一路”、进一步抢抓 RCEP 生效
实施的新机遇、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等国家战略、积极融入“一圈一带两
区”区域发展格局等重点上发力，积极推
进构建开放新格局。

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鞍山市
将注重把握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
调整重塑机遇，突出“一带一路”物流节
点城市建设机制集成和整体推进，并主
动加大同沿线跨国公司、各国商会、驻华
使馆商务机构等联系，建立制度性交流
机制。

抢抓RCEP生效实施的新机遇。鞍
山市将充分利用RCEP等高标准国际经
贸规则，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
案例，并深化与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合
作，拓展与东盟及新西兰等地区经贸合
作、科技协作、人文交流。同时，重点培
育机械装备、矿产品、纺织服装和农产品
等优势产品出口，鼓励辽宁福鞍集团、西
柳服装集团等企业扩大 RCEP 市场份
额，利用好协定市场开放承诺和规则。
特 别 是 ，商 务 等 部 门 将 进 一 步 提 升
RCEP 专题培训质效，扩大培训企业覆
盖面，增强企业运用优惠政策的综合能
力，提升企业把握RCEP机遇、应对风险
挑战的能力和水平。

积极融入“一圈一带两区”区域发展
格局。鞍山市将发挥沈阳现代化都市圈
副中心城市作用，完善区域政策和空间
布局，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差异
化融入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加强城市间
生态、交通、产业、开放等领域合作，推动
规划布局、产业协作、要素市场、基础设
施、交通网络等融合发展。

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鞍
山市将主动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
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
发展战略，拓展、承接、带动产业发展。
同时，深化鞍宁对口合作，开展产学研、
产业链供应链、新能源、信息服务、人工
智能、大健康、装备制造等领域合作。

对外平台是做好对外合作的重
要载体，也是扩大开放首先要打通的
关键一环。为此，鞍山市将从加快推
进鞍山港保税物流中心建设、充分发
挥西柳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作用、
加快开发园区创新发展提升能级等
方面重点发力，全力搭建高层次开放
平台。

鞍山市将进一步加快推进鞍山
港保税物流中心建设，以鞍山陆港建
设为牵引，依托灵山铁路货运编组站
大宗货运能力，打造具备保税物流中
心、陆港仓储物流区、物流分拨中心

等功能的鞍山内陆港，努力将其建设
成为辽东地区大宗商品物流集散
地。同时，将鞍山港与龙基物流、德
邻陆港、西柳物流紧密结合起来，全
面贯通铁路港、公路港和空港。

为充分发挥西柳市场采购贸易
方式试点作用，鞍山市将进一步完善
市场采购贸易联网监管平台建设，推
动国际快递监管中心及海关特殊监管
场所建设，积极引进培育跨境电商平
台服务商，跨境电商综合服务企业，不
断提高跨境电商综合服务水平。

鞍山市还将进一步加快开发园

区创新发展提升能级。开发园区不仅
是鞍山对外开放合作的平台，也是招
商引资、项目落地的重要载体。为此，
鞍山市将重点围绕园区发展定位和产
业定位，招大引强、招先引优、扩大开
放，带动国内外人流、物流、信息流、资
金流充分涌动。同时，加快引进一批
牵动力强、经济效益好的优质项目，盘
活开发区闲置土地，提高综合利用
率。此外，认真落实关于园区改革的
相关要求，进一步优化运行机制，推动

“管委会+公司”管理模式走深走实，
以“体制”活力激发“产业”活力。

大开放依托大通道，大通道助推
大开放，打造“畅通、高效、便捷”的大
通道，对扩大对外开放、提高配置资
源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此，鞍山市将从加快推进基
础设施“硬联通”、加快推进规则标准

“软联通”两大重点发力，全力畅通高
能级开放通道。

加快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
鞍山市将加速完成鞍山陆港详规编
制工作，加快推进规划路、排水、电力
等基础设施配套，加快拆动迁进度，积
极开展招商引资工作，抢抓进度，推进
项目建设。同时，坚持规划先行，建立
健全规划衔接机制，推动物流产业规
划、国土空间规划和项目可研报告的
有效衔接。此外，通过优化商贸物流
网络布局实现鞍山陆港与西柳市场采
购贸易方式试点的有机联通，实现南
北联动，提升物流集散能力。

加快推进规则标准“软联通”。
鞍山市将进一步完善海关、市场监管
等职能，推进通关一体化、便利化，打

造高效的保税与通关功能，实行“零
延时”通关。同时，建立健全保税仓
储、报关报检、出口退税等一站式物
流配套服务体系，优化运营组织，与
中欧班列（沈阳）集结中心串联，提升

通道整体运行效率。此外，相关部门
将尽可能依托信息化平台，提供全流
程、全环节的网上服务，打造就地办
单、铁海联运、公铁联运、无缝对接的
对外开放陆港口岸。

盛夏时节，走进位于鞍山经济
开发区的德国德科斯米尔鞍山工厂
二期项目现场，只见厂房内部装修
已全部完成，下沉式流水线、检测
台、拉力测试仪等设备已完成80%
以上的安装任务，部分工区已投入
生产，一派井然有序的忙碌景象。

“二期项目预计8月底前全部
完工，达产后年产值将达 2 亿元，
届时，德科斯米尔鞍山工厂在成为
鞍山市最大的外资独资企业的同
时，也必将为经开区乃至鞍山市经
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注入强劲的
动能。”鞍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钢铁及钢铁产业深加工招商一
公司总经理汪晓东说。

德科斯米尔鞍山工厂的喜人
发展态势，也正是鞍山市以改革开
放为经济发展增动力产生成效的
缩影。鞍山市还将紧紧围绕全市
12 条产业链和四大产业集群建
设，积极打造产业生态，做大做强
优势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全力发展高质量开放经济。

提高招商引资水平。鞍山市将
立足区位优势、资源优势、环境优势
和产业优势，在招商引资的思路上、
机制上、方式方法上不断创新，既加
速融入全球产业链和国际分工，又
将在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彰显优
势地位，结合自身优势推动建设服
装、小五金等消费品生产基地，培育
一批新产业集群。同时，强化项目
落地服务，对重点外资项目逐个制
定时间表、路线图，配备项目专班，
提供“一对一”保障服务。

提升利用外资质量。鞍山市
将进一步支持外资加大中高端制
造、高新技术、现代服务等领域投

资，并精准引进日韩、欧美等相关
企业，重点开展精特钢等钢铁深加
工产业链合作。同时，鼓励和引导
包括外资在内的社会资本围绕节
能环保、数字产业、氢能及新能源、
新材料等领域在鞍山设立合资、合
作企业。此外，支持引导现有外资
企业扩大在鞍山投资，加强对跨国
公司总部项目招引和培育，吸引更
多跨国公司在鞍山布局投资性、运
营管理性、研发创新性地区总部和
各类共享服务功能机构。

加快对外贸易优进优出。鞍
山市将积极促进出口、扩大进口，
做好技术、外资引进工作。全市将
进一步推动扩大外贸进出口规模，
优化外贸产品结构，鼓励企业加强
品牌培育、营销体系建设，提升出
口产品附加值。鼓励发展保税维
修、再制造、检测等业务，支持发展
跨境电商、市场采购、外贸综合服
务、离岸贸易等外贸新业态。加大
对外贸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扩大
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

有序推进境外投资合作。鞍
山市将鼓励支持企业既积极实施

“走出去”，又认真研究如何“融进
去”。支持企业深度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积极参与中蒙俄经济走
廊对接合作，引导企业通过对外承
包工程及实物投资、股权置换、联
合投资、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国际
产能合作，支撑西柳服装生产企业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经贸
合作园区和海外仓，带动西柳中小
服装生产企业抱团合作“走出去”，
发挥紫竹国贸海外仓优势，带动全
市钢铁产品出口，引导中小企业抱
团合作“走出去”。

环境是生产力，也是竞争力，特
别是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更是开放
招商的金字招牌。为此，鞍山市将
从提升服务能力、健全人才引进机
制、加强交流合作等重点发力，全力
打造高品质开放环境。

提升服务能力。鞍山市将积
极打造“办事方便、法治良好、成本
竞争力强、生态宜居”的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扭住服
务便利化、要素市场化两个关键
点，围绕主导产业、龙头企业，聚焦
产业发展在营商环境方面的“痛
点”“堵点”，健全完善外商投资企
业投诉工作化解机制，切实维护外
商投资者合法权益。同时，深化

“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协
同”“一屏指挥”改革，大幅提升行
政效能，打造“鞍心”营商品牌。

健全人才引进机制。鞍山市将
遵循市场规律，在人才流动、评价体
系、激励机制等方面寻求突破。其
中，围绕全市优势产业，编制产业和

人才规划，深入推进国际人才本土
化、本土人才国际化。同时，制定人
才培养、引进和发展优惠政策，通过
引进平台型公司，整体引进开放型
人才，推进开放型人才不断聚集。

加强交流合作。鞍山市将进一
步密切与我国驻外使领馆和国外友
好组织沟通对接，大力加强国际友
城建设，寻找新建友城关系机会，充
分发挥友城优势，以友城为纽带，以
项目为抓手，推动友城建设向广度
和深度拓展，进一步扩大“朋友
圈”。同时，充分发挥统战、外事、侨
联、贸促会等工作平台作用，解放思
想、主动作为，加强与华人华侨团体
合作，以经济贸易、科技合作、文化
交流为重点，全方位推进务实合
作。此外，充分利用新兴媒体和主
流媒体的宣传作用，积极树立和维
护鞍山对外开放良好形象。

努力打造我省对外开放新前
沿的重要支点城市，鞍山正全力构
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
新格局！

鞍山市倾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新格局

谋变求突破 奋进谱新篇
本报记者 刘家伟

提升全方位开放水平

畅通高能级开放通道

构建开放新格局

搭建高层次开放平台

发展高质量开放经济

打造高品质开放环境

鞍山胜利广场。 本版图片由鞍山市委宣传部提供

德科斯米尔鞍山工厂正在加紧赶订单。

鞍钢德邻陆港一派繁忙景象。

鞍山海关助推岫岩满族自治县食用菌产品走出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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