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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闭幕的营口市委第十三届
四次全会审议通过了《营口“辽河文化
产业带”国土空间专项规划设计总体
方案及行动计划》，明确实施辽河文化
产业带建设战略，打造北方城市公共
滨水空间典范，建设成为营口港产城
融合发展的代表性空间和标志性载
体。在这一战略中，已有百年传承历
史的辽河老街文化占据了显著位置。

在老一辈营口人口中，辽河老街
也被叫作“西大街”。在这里，一脚就
能踩出一段历史；反之，一镐头可能砸
毁一段文脉。曾经，一提到西大街，大
家想到更多的是“危房”“棚户区”这类
字眼，西大街也一度被列入拆迁范围。

在营口市叫停拆迁，历经十几年
保护性开发建设之后，这条百年老街
的风貌被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

为国家 AAA 级旅游区，辽河老街重
新焕发了活力。

现在的辽河老街东起平安路，西
至得胜路，东西长约1.3公里。无数游
客慕名前来探访这“东北露天商铺博
物馆”，踏上这里的石板小路，仿佛穿越
回那个客商云集、店铺林立的繁华街
市。闭上眼睛，将辽河边潮湿温润的
空气吸入鼻腔，眼前便展开辽河码头
上“舳舻云集，日以千计”的繁荣景象。

根据西大街石碑记载，早在清朝
雍正四年（1726年）修建天后行宫（即
西大庙）时，营口便已成为粮食转运
码头。1861年，营口正式开港，作为
东北第一个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国
内富商咸集于此，国外商人也纷至沓
来，这里成为北方粮油、药材的集散
地，同时也有来自南方的染料、布匹、

茶叶等，营口的商业迅速发展起来，
先后出现了多家知名油坊、老字号药
堂、银号等等。在电视剧《大宅门》
里，主人公白景琦到营口买药的情
景，再现的就是老街当年的繁华。

时光流转，穿梭百年。现在的辽
河老街，两侧林立着31处近百年的近
代建筑，还辅建了多处仿古新建筑，
一砖一瓦将百年的故事娓娓道来。
这些建筑形式多样、用途各异，将中
西合璧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新老建
筑相得益彰，景观造型美轮美奂。

“月上柳梢头，人约老街口”。在
这条古香古色、别具韵味的街道，可
以坐在戏院的竹凳上欣赏婉转唱腔，
在中式茶馆品茗听曲儿，在咖啡店暖
黄色的灯光下感受历史与现代的交
融，在具有市井烟火气的小吃摊位上

咂摸百味人生。
日前，省文化和旅游厅在全省范

围内评选出了11家省级夜间文旅消
费集聚区，营口市辽河老街成功入选。

如今，在文化、旅游、商业之外，
夜经济成为辽河老街的又一标签。
近年来，营口市对辽河老街不断升级
改造，对老街建筑群的整体外观、整
条街区的导示系统、景观体系布局、
街区亮化工程、业态分布、商业运营
等多方面进行整体规划设计，恢复百
年商埠的历史文化及百年街区的历
史风貌。同时，辽河老街多次举办新
春庙会、灯会、啤酒节等活动，成为市
民和游客的打卡地。

一条辽河老街，半部营口近代
史。大辽河航运的黄金时代已经落
幕，辽河老街的新故事正徐徐上演。

百年老街今胜昔
王家蕊 本报记者 佟利德

本报讯 记者佟利德报道 日
前，“滨海之夏”营口市2022年高校毕
业生专场招聘会在鲅鱼圈区市民服务
中心举办。当天共有206家企业参
会，提供岗位5862个，入场3000余人
次，有782人达成就业意向。

眼下正值高校毕业季，营口市
为高校毕业生等有就业需求的城镇
青年和各类用人单位搭建直连平
台，相继开展了“十送服务”进校园、

“直播带岗”、重点企业“云推介”、发
放“就业服务包”、召开专场招聘会
等活动，全面服务高校毕业生就业
季，促进就业。

营口市着力打造“高校毕业生
12 字工作法”升级版和“就业 951”
就业服务品牌，通过精准的就业服
务，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在刚刚
结束的全国优秀就业服务项目评选
中，这两个项目获奖。

精准服务助高校毕业生就业

本报讯 记者佟利德报道 8
月18日，营口市企业辽宁鼎际得石
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际得
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成功
发行上市。这是 5 年以来，营口市
第三家上市的民营企业，也是今年
以来，辽宁省在上交所主板上市的
第一家民营企业。

鼎际得股份成立于 2004 年。
作为国内少数同时具备高分子材料
高效能催化剂和化学助剂产品的专
业供应商，该公司始终聚焦以聚烯
烃高效能催化剂和化学助剂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业务体系，
致力于为高分子材料行业提供专业
化、定制化的产品。目前，该公司拥
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CNAS 认证
实验室，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多项荣誉
称号。

近年来，营口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企业上市发展，市金融发展局
联合老边区委、区政府共同推动，协
同有关部门通过精准服务培育、政
策激励引导、协调解决各类问题等
全力支持并推动企业上市。

鼎际得股份有限公司
上交所主板上市

本报讯 记者佟利德报道 今
年8月至11月，营口市商务局联合
各县（市）区、园区商务主管部门，在
全市组织开展“全民乐购·约惠营口
暨农产品促消费系列活动”，充分发
挥直播电商新经济业态在助农富农
方面的作用，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
释放。

8月15日至21日举办的“盖州

市 2022 年农特产品直播节”，是盖
州市开展的农特产品促消费活动。
活动中，盖州市网络主播“邰老板”、
新农人“蜜蜂姐”等，以线上线下融
合的形式直播销售海蜇、葡萄、油
桃、杂粮、罐头、鸡蛋、白酒、蚕丝被
等当地农特产品，销售额达50多万
元。仅“邰老板”直播销售就达31.6
万元、在线观看人数超过15.8万人。

盖州农特产品直播节
助农销售50万元

本报讯 记者佟利德报道
2022年营口市房交会吸引了众多人
的目光，截至目前，已累计成交新建商
品房1158套，销售金额9.29亿元。

本次房交会可谓参展房源多，持
续时间长，优惠力度大。有54家房
地产企业、59个楼盘、约2.7万套房源
参展。高品质、环境优、低密度、区位
佳的住房产品受到购房者的青睐。

为期3天的集中展示结束后，各
售楼处分会场展示将持续到10月31

日。本次房交会优惠力度空前，不仅
政府实施契税补贴，而且对高校毕业
生和异地退役士兵执行优惠政策。
同时，参展单位也自行推出了“特惠
房”“团购房”“买房赠家电”“买房赠
物业费”等不同形式的优惠措施。

多重优惠来袭令购房者不再犹
豫。据不完全统计，房交会开展一
周时间，各楼盘售楼处累计到访量
2700 组、7000 人次，累计成交量持
续攀升。

房交会推出多重政策优惠

绕着一台漂亮的举升机边走边说，
从产品适配电压讲到专利技术，从电机
稳定性讲到品牌口碑——每逢周一、周
三、周五，营口市大力汽保设备科技有限
公司直播间，总经理宗海和他的意大利
合作伙伴德巴多的双语直播不仅有技术
含量，而且新颖吸睛。

2022年7月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
治局会议在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时提
出，要发挥企业和企业家能动性，营造好
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让国企敢干、民企敢
闯、外企敢投。以“大力”为代表的营口汽
保行业132家民营企业正是以“敢闯”的精
神，主动作为，克服疫情及复杂国际形势
带来的影响，借力纾困帮扶政策和老边区
网红经济全产业链优势，开展产业链修
复、直播带货等行动，为稳定产业和市场
尽力尽责，展现了营口民营经济的强大韧
性，也对这座城市的民营经济成长生态做
了一个生动注释。

本报讯 记者佟利德报道 8
月13日，以“汇集平台资源，引领创
新发展”为主题的2022第六届全国
润滑油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暨润滑油
企业联盟三届二次会员大会在辽宁
（营口）沿海产业基地举行。全国润
滑油产业专家学者和200余名企业
代表汇聚一堂，深入探讨润滑油产
业创新与发展。

论坛上，与会专家作了《碳达峰
碳中和政策下石化行业绿色发展高
质量发展的路径》《在我国碳达峰、
碳中和发展战略下润滑油行业的发
展思考》等报告。大家紧紧围绕产
业引领、创新绿色发展、实现产业链
共赢以及如何搭建好学界与企业界
合作桥梁各抒己见、献计献策。

在发展石化产业方面，营口市有

着明显的区位优势、扎实的产业基
础、完备的物流体系和优良的发展环
境。营口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
基地、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辽宁
自贸试验区营口片区建设三大国家战
略于一身，是各级各项优惠政策的叠
加区，是企业家投资兴业的聚集地。
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积极贯彻落
实省、市建设“世界级石化和精细化工
产业基地”战略部署，在32平方公里
化工片区内规划建设1.3平方公里的

“中国·营口润滑新材料产业园”，重点
发展绿色高端润滑新材料产业集群，
努力构建中国北方地区规模最大、产
业链条最长、品类最全的润滑新材料
生产基地。目前，已有德国福斯油
品、刚和石油、优尼克等企业入驻，润
滑油脂年生产能力达50万吨。

举办
全国润滑油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港城时讯SHIXUN

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坚持“不停
电就是最好的服务”理念，不断提升
作业人员职业技能和装备水平，不
断总结并完善管理经验，力争最大
限度提高“不停电”作业率和供电可
靠率。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在营口综
合保税区及沿海产业基地部分区域

划定“不停电”作业示范区，实现了
城市中心区“不停电”的作业目标。

图为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员工在
10千伏建路线开展“不停电”作业，
保障变电站改造期间客户用电不受
影响。 本报记者 佟利德 文

苑津玮 摄

开展“不停电”作业

图说 TUSHUO

辽宁东盛集团是生物降解材料
及制品出口龙头企业。用董事长文
起东的话说，“在营口出现东盛这样
一个企业，是个意外”。周边没有重
量级的食品、消费品产业集群，作为
配套服务的包装产业缺乏做大的产
业支撑。走出去，参与国内国际双
循环是东盛的不二选择。

从买材料做产品，到自己开发
新材料，从攻克“秸秆生产聚乳酸”
技术到研发农产品保鲜材料及“电
场”系列保鲜技术，从搭建生物降解
材料及制品产业创新中心到组建全
产业链产业集群，东盛沿着主业产
业链不断做“1+1”，在深耕中创新，
在做强中做大。“引进专家、智能化

改造、‘揭榜挂帅’、创新平台建设，
每一步都得到国家及省、市的科技
政策支持。”文起东说。

“1.6 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
企业科技创新是大头儿。今年以
来，仅市本级就在培育科技型中小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等方面支出4000
多万元。”市科技局局长李宏说。

如果把营口民营经济比作金字
塔，就研发实力而言，东盛处于塔
尖，更多企业面对的是如何迈进科
技型中小企业这个门槛，没有众多
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底座”，“雏鹰”
飞不出来，“瞪羚”跑不出来。近两
年，营口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实现
连年翻番增长，其中的佼佼者，迅速

跃升为高新技术企业、“雏鹰”“瞪羚”
企业、省级和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

辽宁新洪源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终端产品是环保除尘滤材料，拥有
26项发明专利，是辽宁省雏鹰瞪羚
独角兽企业技术创新联盟理事长单
位。企业连年获得营口市的“研发
投入后补助”、辽宁自贸试验区营口
片区的科技创新奖励，“真金白银”
的支持给企业持续研发创新吃下定
心丸，降低了企业风险。

专项资金设立之初，营口市委主
要领导要求“一定要把这笔钱花出
去”。税务部门的测算显示，企业成为

“瞪羚”之后会“加速跑”，产生的效益
不仅迅速覆盖包括支持资金在内的

“成本”，还会创造可观的持续增量。
民营企业多，高校、科研院所

少，本地科技研发供需错配，民营经
济专项资金引导作用突出。2021
年，民营企业研发投入总额超过20
亿元，全市研发投入在地区生产总
值中的占比从2019年的1.58%跃升
到 2021 年的 2%，在专业科研机构
缺位的城市，这个速度令人瞩目。

亲技术、重科创的环境也吸引
同道。揣着清华大学国家“973”技
术成果，怀着对技术的执着与梦想，
朱德琳慕名来到营口，创建辽宁融
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现在企业
已经成长为省专精特新企业。

“小资金”撬动研发大投入

营口市设1.6亿元专项资金促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营造“民企敢闯”的好生态
本报记者 高汉雷

日前，天元航材（营口）科技有限公
司完成8亿多元的Pre-IPO轮融资。

深耕化工新材料行业几十年，成长
为国内细分行业生产规模最大、品类最
全的供应商；告别家族式管理，导入 CI
和质量、环境管理体系，走上军民融合之
路，走向资本市场，“天元”总敢“第一个
吃螃蟹”。

靠什么行稳致远？“不忘初心，永远
跟党走。”作为营口民营经济发展史“一
直在场”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董事长吕德
斌如此作答。

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民营企业怎样
走得更加坚实有力，天元航材等一批企
业做出了样子。

市场主体占 98%，从业人员占 90%
以上，经济总量占比超过80%，税收和固
定资产投资占比接近70%，民营经济已
经成为营口发展的生力军和独特资源。
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创新优势，
变“大”为“强”，化“粗”为“精”，促进民营
企业家健康成长、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成
为营口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
更是营口为全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蹚
路子、做示范的责任和使命所在。

2021年11月1日，营口民营经济发
展史上一个新的“立春”。“优化营商环
境 加快民营经济发展”大会上，200位民
营企业家前排居中就座，见证首个“民营
企业家日”启动；30 位民营企业家登台
领奖，他们和他们的企业分别获得“创新
奖”“贡献奖”“成长奖”，最高获奖额
4000万元。接下来的几天，民营企业家
座谈会、学习交流大讲堂、银企对接、高
校与民企用工对接等活动接二连三。

营造氛围的同时，营口制定出台民
营企业家健康成长、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评价指标体系，从成长环境和成长主体
两个维度对“两个健康”作出界定。就成
长环境，设定了法治环境、市场环境、社
会氛围、政府高效服务 4 个一级指标。
就成长主体，针对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
设定了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新创业、
回报社会4个一级指标，引导民营企业
家心怀家国、诚信经营、勇于创新、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重视代际传承；针对民营
经济健康发展，从经济活力、提质增效、
创新驱动、优化结构、底线能力 5 个方
面，引领民营经济提档升级。

紧随“两个健康”指标体系，营口又
出台《创建新时代民营经济“两个健康”
示范的政策措施》，推出55条政策，对民
营企业“老原新”结构调整、数字化建设、
科技创新、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资金支
持。为此，营口市设立了每年1.6亿元，
其中市本级财政投入1亿元的专项促进
资金。

拥抱
高质量发展的春天

科技和金融密切相关。登录营
口“金小二”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企
业税务、社保、水、电等16项数据一
目了然。平台结合场景化模型测
算，为企业信用“画像”，迅速提高了
科技型、轻资产企业贷款成功率。
目前，平台注册企业突破1.7万户，
累计发放贷款116.8亿元。

数字倒逼给企业带来更多便利。
上半年，“全程网办”登记业务26930
笔，其中企业设立登记占比达95.7%。
辽宁自贸试验区营口片区法庭依靠
电子数据，批量导入系统立案、批量
生成裁判文书，审理环节由此提速。

数字赋能让营口民企驶入工业
互联网“高速公路”。上半年建成工
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 4 个，

累计接入企业 600 余户，标识注册
量突破1.5亿，标识解析量1300万，
均居全省第一。

在营口，营商环境和民营经济
发展构成“因果关系”。

营口把打通体制机制堵点作为
优化营商环境的突破口，成立民营
经济促进局，组建城市综合执法局，
整合营商局、审批局及商务局工作
职能，理顺规划局体制，优化五大产
业发展中心隶属关系，从根本上解决
了联络对接不畅、多头管理问题。

2023 年年底前，企业设立、退
出“线上办结”流程压缩至 1 个环
节、0.5个工作日，2024年年底前，企
业开办将实现全流程“零成本”。

从开办企业到获得贷款，从用

水用电到通关效率，从投标到知识
产权保护，从一枚公章到一片土地，

《营口市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
（2021-2024）》深度聚焦企业全生
命周期，深情观照企业需求的“一枝
一叶”，从问题出发，对症下药、有的
放矢，制定优化营商环境“路线图”

“时间表”“说明书”。
刚刚通过审议的《营口市民营经

济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到2025
年，力争民营经济占比达到85%，民
营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
实现双倍增，民营企业进入全省百
强15家以上，民营企业家信心指数
处于景气高位，构建规范有序、活力
充足、动能持续的民营经济发展生
态，为全省民营经济发展作出示范。

厚植成长沃土

营口市大力汽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给轮胎拆装机粘贴标识。 杨 梅 摄

东盛塑业复合包装基材膜流延智能化车间。 本报记者 高汉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