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
澳大桥上，17吨来自鞍钢自主研发的
高端桥梁钢作为主航道桥体骨架，在
伶仃洋上“挥洒”出优美的曲线。

海面之下，来自盘锦禹王集团的
防水材料，被涂抹在世界最长海底隧
道的管道接缝处，成为保障车辆畅快
穿梭的“秘密武器”。

在国家重大项目中，这样的“老乡
会”并非个案。嫦娥五号的火星探测
器上，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的新材料与
辽宁奥克华辉新材料有限公司的聚
酰亚胺薄膜一起遨游太空，在敲开火

星土层的同时以“纳米级”厚度抵御
复杂的太空环境；南极的雪龙号上，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控制系
统和大连石岛工业有限公司的绑扎
件携手探险，在用数字化为钢铁赋能
的同时，将几万斤重量安全锁定……

“偶遇”并非偶然。这些“高大上”
的产品，彰显出辽宁在材料领域的资
源优势、产业基础、创新能力，也显示
出辽宁深度开发“原字号”取得的阶段
性成果：逐渐抻长的产业链条、不断完
善的产业生态正集聚为一种胜势。

2020年9月28日，省委常委会（扩

大）会议上，重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张国清强调，辽宁要深度开发

“原字号”，把“短”抻“长”，拉开黄金
链条，走出黄金大道。

聚焦石化、钢铁、菱镁等特种资
源、农产品深加工等“原”产业，辽宁
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向产业链价
值链中高端进发；推动形成以本地龙
头企业为主，链上企业“众星拱月”的
产业集群。

2021年，辽宁石化产业营业收入
首次迈入万亿元大关，精细化率提高
2.1 个百分点，冶金新材料营收占比
提高 2.5 个百分点，菱镁产业规模以
上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近 20%，规
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营收同比增长
10.4%。在“原字号”领域公布了22项

“揭榜挂帅”榜单、建立了31个实质性
产学研联盟，高标准建设辽宁材料等
4个实验室。

一篇围绕资源链构建产业链、延
伸价值链、升级创新链的大文章，正
在精彩书写。

做好有“增”有“减”的
结构布局

辽宁之“原”，是与生俱来的使命
担当。

在 14.87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下，
菱镁、硼、铁等矿产资源储量居全国
首位，煤、石油储量居全国前列。在
维护国家国防安全、能源安全、产业
安全中肩负战略使命，地位重要、作
用突出。

辽宁之“原”，是“工业长子”的发
展之基。

这里许多城，因矿而建、因油而
兴。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为产业发
展构筑了坚实底座，辽宁成为全国重
要的石化、冶金基地：原油加工能力
居全国第二，乙烯、PX、PTA 产能居
全国第一，海绵钛产量居全国第一，
镁质耐火材料具备撬动全球市场的
潜力和基础。

辽宁之“原”，是再创辉煌的重要
支撑。

工业兴，则辽宁兴。从体量看，
石化、冶金作为辽宁三大支柱产业中
的两大产业，其规上工业增加值占全
省一半以上，是辽宁工业转型升级的
重要战场。从产业脉络看，材料是工
业的“源头”，材料的链条是工业迈向
中高端的重要轨道。历史证明，将产
业链条抻长是全球工业基地、资源城
市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于辽宁而
言，初级产品居多，产业链协同发展
不足、精深加工程度低既是“产业之

痛”，也是“破题”着笔之处。
产业如人，比例不协调，难以快

步走。改善“头部大”“腰身细”“下游
弱”的“身材缺陷”，迫在眉睫。

面对短板，辽宁理性分析、客观
对待、科学布局。省委明确提出，要
着力改变原材料有余而增值链不足
的状态，通过补链、延链、强链，形成
产业集群生态圈。2021 年、2022 年，

“三篇大文章”专项行动方案从1.0版
向2.0版优化提升；《辽宁省石化和精
细化工产业发展实施方案》《辽宁省
建设冶金新材料产业基地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菱镁产业 2022 年综合治
理工作要点》等系列产业政策相继出
台；设立数字辽宁、智造强省专项资
金，扶持项目发展；世界级石化和精
细化工产业基地、世界级冶金新材料
产业基地不断加快建设。

上“大”压“小”，提升集聚度。
2021 年 8 月 20 日，鞍钢、本钢重组大
会召开，全球第三大“钢铁航母”由此
启航。不仅钢铁，辽宁在菱镁等优势
资源领域也加紧了整合步伐。截至
2021年，全省菱镁矿采矿权减少到57
个，通过引导企业联合力量建大炉、
废小窑，建成 45 条、产能 412 万吨轻
烧氧化镁新型窑炉生产线。全省各
地以园区为载体、项目为抓手提升产

业集约度，本溪市加快推进新型建筑
材料产业园、绿色建材产业基地等重
点项目建设；盘锦市围绕辽东湾提升
石化和精细化工、碳素材料产业链，
建设东北精深加工基地。

减“油”增“化”，打造新格局。
近期，辽宁与中石油的“接触”越发
频繁，抚顺石化、辽阳石化的 DCC、
K-COT 项目，锦州、盘锦、葫芦岛等
市的“减油增化”项目都在稳步推进
中，预计年底前相继签约落地。目
前，辽宁的原油产品比重逐步缩减，
芳烃、烯烃等化工原料生产占比稳
步提升。

截至2021年年底，辽宁全省原材
料工业营业收入 19541.1 亿元，占全
省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55.5%。石
化、钢铁等产业在国内的引领作用愈
加明显。

强筋壮骨后，体态轻盈的辽宁
“原”动力更加充沛。

走出从“短”到“长”的
黄金大道

资源利用是“流动”的，铁水、钢
水、石油是工业企业运行的“血液”。

“原字号”是“线条”的，需要将不同环
节串成“链”，方能发挥更大优势。

（下转第二版）

抻长产业链条 提升“原”的价值
——关于辽宁推进结构调整之深度开发“原字号”的报告

本报记者 孙大卫

详见二版▶

全省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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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北的工业结构，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传
统产品占大头、‘原’字号‘初’字号产品居多，这种状况改变
得越快越主动”。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总书记提
出东北存在“四大短板”，其中之一就是经济结构短板。近
年来，辽宁聚焦深度开发“原字号”，实施一批补链、延链、强
链重点项目，大力调整结构，拉长产业链条，深挖增值空间，
全力打造世界级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基地、世界级冶金新
材料产业基地，“炼”有余而“化”不足的状况正在改变。

题
记

牢记总书记嘱托牢记总书记嘱托 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本报讯 记者赵婷婷 刘璐报道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辽宁省推
进重点领域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
投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聚焦交通运输、农林水利设施、市政
设施、园区及物流、房地产等 10 个重
点领域，加大存量资产盘活力度，进
一步扩大有效投资，促进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全省盘
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工作机
制稳定高效运行，相关标准、政策进一
步完善，在交通运输、农林水利设施、
园区及物流、房地产等重点领域存量

资产盘活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盘活存
量资产与新增投资相互补充、相互促
进的良性循环基本形成。

其中，2022 年，启动一批全省试
点项目，初步建立重点领域盘活存量
资产标准政策体系，形成盘活存量资
产项目台账；2023 年至 2024 年，盘活
一批存量资产，化解一批存量债务，
启动实施一批新项目，形成一批可复
制推广的先进经验，积极争取国家试
点示范。

根据重点领域存量资产特点和盘
活条件，《方案》采取多种方式做实做
细做优盘活工作。推进基础设施领域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健康发
展，鼓励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积极开
展基础设施 REITs 发行前期工作；规
范 有 序 推 进 政 府 和 社 会 资 本 合 作

（PPP），鼓励具备长期稳定经营性收
益的存量项目采用PPP模式盘活存量
资产。

充分发挥产权交易平台功能作
用，积极推进国有产权交易和农村集
体产权交易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规
范开展交易活动；建立健全以管资本
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鼓励国有
企业依托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按规定通过进场交易、协议转让、无

偿划转、资产置换、联合整合等方式，
盘活长期闲置存量资产，整合非主业
资产。

《方案》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要全面梳理重点领域拟盘活存量资产
台账，分领域制定标准和政策。各市、
县（市、区）政府要落实主体责任，因地
制宜研究制定本地区 2022 年至 2025
年实施方案。要保护参与盘活存量资
产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统一市
场准入，一视同仁，充分调动民间投资
积极性。同时，进一步加强回收资金
管理，发挥回收资金对扩大有效投资
的撬动作用。

我省聚焦10个重点领域出台方案

盘活存量资产 扩大有效投资

本报讯 日前发布的《辽宁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
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提出，到2025年，
全省要实现重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程有序推进，重大
生态问题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系统治理体系逐步健全，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据省自然资源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规划》主要阐述
规划期内全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战略，确定国土空间生
态修复的基本原则、目标任务与方针政策，统筹安排全
域、全要素各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活动，明确国土空间
生态修复重点区域和重点工程，是我省实施国土空间
生态保护修复的基本依据、空间指引和行动指南。规
划范围包括辽宁省行政辖区内全部陆域和管理海域国
土空间。

近年来，我省不断健全生态保护修复制度，实施了
一系列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生态修复工作取得显著成
效，为打造良好生态环境提供了坚实保障。辽西北生
态屏障初步形成；全省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1347.1
万亩；累计修复滨海湿地面积约 7066 公顷，恢复浅海
滩涂生境约 4700 公顷；陆海水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中央及地方财政、矿山企业先后投入矿山地质环境恢
复治理专项资金 56.62 亿元，完成治理面积 52.5 万亩；
城乡人居环境品质稳步提升。

我省作为国家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面
临着生态本底脆弱、生态修复系统性不足等问题，国土
空间生态修复任重道远。

《规划》指出，要立足新发展阶段、遵循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清醒认识到保护修复自然生态
的紧迫性和艰巨性，积极谋划、改革创新，推动国土空间
生态修复绿色高质量发展。

除近期目标外，《规划》还提出到 2030 年，全省
“两屏一带七廊”的生态安全格局得到巩固，生态系统
功能持续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到 2035
年，则要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陆海生态系统稳定
性和生态功能大幅提升，基本建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美丽辽宁，并实现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局基本形成、
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全面提升、农业农村与城镇空
间更加生态宜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画卷基本绘就的
目标。

《规划》从系统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营造生态系
统关系、系统修复陆域自然生态系统、打造城市生态系
统、建设宜居田园乡村、加快矿山生态修复、护卫蓝色海
洋生态系统7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明确系统、分区、
分类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形成“两屏七廊四片一带
多点”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总体格局。

张晟南 本报记者 胡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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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省在辽河口地区实施退养还湿、退耕还湿、湿地保护与生态修复工程，大大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良好的生态环境，已成为辽河沿岸高质量发展的最美注脚。

图为辽河盘锦市西安镇上口子段，水清岸绿，风景如画。 本报特约记者 刘 刚 摄

MEILI
LIAONING

详见三版▶

导读 DAODU

大学生就业：用多把“钥匙”来解锁
详见六版▶

锦州：昂扬奋斗高质量
建设辽西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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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欧班列（西安—汉堡）21
日从西安国际港站开出，今年以来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达 10000 列，较
去年提前10天破万列；今年累计发
送货物 97.2 万标箱，同比增长 5%，
综合重箱率达98.4%。

目前，中欧班列已铺画了82条
运行线路，通达欧洲 24 个国家 200
个城市，逐步“连点成线”“织线成
网”。中欧班列运送货物种类不断
扩大，运量持续增长，维护着国际
产业链的稳定通畅，也成了沿线国
家互利共赢的桥梁纽带。

在德国杜伊斯堡市，中欧班列
带来的多元化商品和中间产品，有
效拉动当地交通运输、仓储、批发
零售、租赁商业和服务业需求。

根据德国杜伊斯堡港口集团
数据，2021 年，其销售收入同比增
长 18.9%，净利润增长超过了 30%。
其中，与中国相关业务持续发展，
当年往返于杜伊斯堡和中国城市
之间的中欧班列达到单周最高 70
列，创下杜伊斯堡港中欧班列新
纪录。

杜伊斯堡港口集团首席执行

官马库斯·班恩认为，中欧班列将
会继续良好发展。

杜伊斯堡市政府中国事务专
员马库斯·托伊贝尔表示，2014 年
仅有 40 家中国企业在杜伊斯堡落
户，如今已有超过百家中国企业在
此发展。杜伊斯堡市期待并邀请
更多中国企业入驻。

在白俄罗斯，中欧班列源源不
断把当地生产的奶粉、木材、亚麻
纤维、淀粉、奶酪和半成品肉类运
送到中国市场。

（下转第三版）

中欧班列持续助力合作共赢
新华社记者

改革不停顿 开放不止步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