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口袋公园提升街路颜值。葵花社区举办“墨香剪纸绘‘两邻’文化传承庆元宵”主题活动。

沈阳市第三十中学组织学生参与拓展训练。苏家屯区政务服务中心应用数字技术让群众办事更加便利。

沈阳芯达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科技人员在进行生产研发。

6 月 22 日，苏家屯区举行“产业
赋能 共享共赢”重点产业项目集中
签约仪式，总投资 535.25 亿元、34 个
重点项目组团落户，科技含量高、附
加值高、带动能力强、发展前景优、经
济成效快成为此次签约项目的最大
亮点。特别是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北方投资公司投资 100 亿元
建设中国电建集团与苏家屯区合作
项目、国域资本有限公司在苏家屯
区投资 100 亿元建设紫荆科技谷等
百亿元重大项目的入驻，进一步提
升了苏家屯区科技创新能力，推进
苏家屯区食品轻工业、智能制造产
业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
断的活力。

这些项目中既有新兴产业项目，
又有现代服务业项目；既有生态环保
项目，又有高新技术项目；既有延链
强链项目，又有配套服务项目。这些
项目的签约落地，是苏家屯区项目建
设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苏家屯区经

济发展驶入“快车道”。
未来三年，苏家屯区将锚定“门

户枢纽、迈进前十”的目标定位，聚势
谋远、勇毅前行，迈出加速崛起的坚
实步伐，奋力在四个方面求突破。

在增强综合实力上求突破。到
2024年，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速保持
两位数增长，总量实现跨越式闯关，
其中，地区生产总值达 400 亿元、固
定资产投资达 200亿元、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达 20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达 40 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达 160亿元，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
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到15%。

在放大门户枢纽功能上求突
破。到 2024年，要素资源配置、科技
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开放门户
枢纽功能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基
本形成“物流枢纽、开放枢纽、信息
枢纽、产业枢纽、消费枢纽”五位一
体的枢纽型经济重要功能区，产业
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生态链

协同构建取得新突破，叫响“沈阳
南门户，枢纽新港城”城市品牌。

在加快产业转型上求突破。到
2024年，逐渐形成以临空偏好型产业
为先导、食品饮品轻工和汽车零部件
产业为支撑、低碳环保等新兴产业为
引领的产业高地，烟酒食品饮品产业
规模达到 300亿元，汽车零部件产值
目标是突破百亿大关，绿色低碳产业
蓬勃发展，文旅产业带动服务业增加
值增速提高4个百分点。

在建设“南部花园”上求突破。
到 2024 年，浑河南岸和北沙河治理
基本完成，秀山秀水秀文化秀历史的

“南秀”形象初步塑造，生态田园组合
优势和南部花园城市魅力更加凸显，
成为沈阳生态文明时代高质量发展
的展示带、示范区，城市更加宜居宜
业，更富韧性智能，“两邻”理念深入
人心，“四零”建设全面铺开，共建共
治共享成为常态，百姓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更强。

竞逐未来赛道——
聚焦门户枢纽和迈进前十目标，精心谋划、久久为功，构筑加速崛起的新高地

2021 年，沈
阳市苏家屯区地
区生产总值同比
增长7%，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8%，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2.1%。放眼全省 59
个市辖区，苏家屯区交出
的这份“成绩单”来之不
易、可圈可点：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排名进入全省前
十行列，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排名
第12位和13位，地区生产
总值排名第17位。

在此基础上，今年上半
年，苏家屯区再交亮眼“成绩
单”：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9.4%，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主要
经济指标远超预期，储备
亿元以上重点项目增幅达
37.3%。

今年以来，苏家屯区扎
实开展“振兴新突破、我要当
先锋”专项行动，锚定“打造
国家中心城市门户枢纽、力
争三年进入全省城区综合实
力前十名”的目标，全力打造
沈阳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门
户枢纽、南部花园和产业高
地，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奋力开辟新赛
道、优化创新改革、拓展新空
间、培育新动能，加快塑造高
质量发展新局面。

核心
提示

2022年9月20日 星期二

编辑：姚雪痕 视觉设计：许 科 检校：孙 广 张 勇

04-05

创新引领聚势能 产业转型生动力

沈阳市苏家屯区：打造国家中心城市门户枢纽
本报见习记者 刘 桐

唯有得枢纽者，方能占先机、
赢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通对于
一个地区而言，犹如人体的血管，
畅通无阻有助于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而门户枢纽更是成为区域发
展的先决条件，发挥着基础性和决
定性作用。

当下，沈阳市苏家屯区全力打
造“国家中心城市门户枢纽”，其谋已
定、其时已至、其局已开、其势已起。

“门户枢纽”对于一个区域意
味着什么？

所谓“枢纽”，需集多种交通方
式于一身，海陆空兼备，通达四方。

打开辽宁地图，我们不难发现：
苏家屯区地处沈阳现代化都市圈
几何中心，邻空港，毗邻沈阳桃仙
国际机场；近海港，距营口港百余
公里，是沈阳直达大连港、锦州港
和丹东港的最近地；有陆港，坐拥
东北最大铁路货运编组站苏家屯
站，大型高铁站沈阳南站，沈大、沈
丹等高速公路区内穿过。未来，随
着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第二跑道和
T4航站楼的规划建设，将向西打开
机场门户，苏家屯区“公铁交汇、临
空达海”的门户枢纽区位禀赋优势
将愈加凸显。

同时，苏家屯区毗邻沈阳市行
政中心，是沈阳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的门户枢纽、南部花园和产业高
地，战略门户地位突出、枢纽城市
价值凸显、开放平台功能汇聚、生
态空间资源绝佳、工业发展基础厚
实。做大做强“门户枢纽”，可加快
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发展新格局，
吸引集聚经济发展创新资源和要
素，推动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将
加快人流和物流的信息化提升及
新业态发展。

“门户枢纽”能为一个区域带
来什么？

“门户枢纽”建设能将交通优
势蝶变为产业转型发展优势。交
通枢纽不仅是物理意义的交通概
念，更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
动力。

当前，沈阳正规划建设临空经
济区，作为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

重要载体，是引领沈阳现代化都市
圈建设的重要平台，是建设东北亚
国际化中心城市的重要支撑，构筑

“枢纽+口岸+现代物流+高端制
造”发展优势，进一步增强集聚各
类资源要素的能力。

一业发达带来百业兴旺。物
流兴则产业兴，产业兴则区域兴。
苏家屯区抢抓临空经济区建设机
遇，全力承接好临空经济区建设各
项工作任务，在加快产业转型上求
突破。加快布局航空制造、商贸物
流等临空偏好产业。重点推进黎
明航空动力产业园建成运营，推进
申通快递加快建设电商物流科技
产业园和跨境电商仓储基地。力
争到 2024 年，逐渐形成以临空偏
好型产业为先导、食品饮品轻工和
汽车零部件产业为支撑、低碳环保
等新兴产业为引领的产业高地。

“门户枢纽”对一个区域的发
展能够贡献什么？

通过“门户枢纽”建设，不仅能锻
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硬实力”，还能
形成发展环境不断趋好的“软实力”。

聚焦“门户枢纽”建设，苏家屯
区大力实施“产业强区”工程，于年
初发布了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36
条政策措施。在产业发展上，支持
重点项目、工业科技创新、文化产
业，培育壮大“五型经济”、支持企业
上市融资、支持企业项目特别贡献，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发展环境
建设上，关爱尊重企业家、提供优质
营商服务、实行人才激励，不断提升
优化营商环境；在政策保障上，区本
级财政预算每年安排1亿元专项资
金，用于兑现政策措施；在为企服务
上，区政务服务中心新址启用，AI管
理等7项数字化赋能政务服务技术
得到了全方位应用，进一步方便企
业群众办事。同步开通“惠企零公
里”5G移动审批车，实行“拿地即开
工”等多项改革举措，全力为企业打
造优质、贴心的营商环境。

蓝图绘就，重任在肩。享有显
著区位优势的苏家屯区，正以枢纽
的魅力、惠企的诚意，引来八方新投
资。而坚实的产业布局，则让这里
潜能无限、发展无限。

优势再造 胜势可期
刘 桐

沈水产业新城内，汽车零部件
企业赶订单、加班加点；食品科技
产业园里，啤酒饮品生产线满负荷
运转；雪松经济开发区内，新材料
生产基地项目生产开足马力……放
眼今日苏家屯区，一幅工业生产全
面复苏、产业转型加速推进的高质
量发展画卷正在徐徐铺展。

面对疫情等不利因素，苏家屯
区是如何稳住经济增长，实现逆势
上扬的呢？

思想解放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核心引擎。苏家屯区推动思想解放
实现新突破，通过“五个找出”和“三
比三看”强化问题整改和学习成效，
采取“1+12+N”讨论方式，推进思想
解放成果向实践工作转化。

“通过开展‘振兴新突破、我要当
先锋’专项行动，扬长避短、扬长补
短、扬长克短，化优势为胜势，更加
迸发寻标、对标、达标、夺标的精气
神，紧紧抓住临空经济区建设的发展

机遇，乘势而起、趁势而上，实现加速
崛起。”苏家屯区主要领导说。

以“争、抢、拼”的昂扬斗志，启
动“奋战三十天 冲刺双过半”专项
攻坚行动，协同推进、蹄疾步稳。29
名区级领导化身“首席服务官”，深
入红塔烟草、雪花啤酒、桃李面包等
112家重点工业企业走访调研、助企
纾困，协调解决65个项目配套问题，
有力助推企业满产达产，以超常举
措追回损失、抢回进度，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

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
为大”理念，今年截至7月末，签约裕
通四期等亿元以上项目 70 个，奥钢
联五期等 43 个亿元以上项目落地。
储备亿元以上重点项目151个，同比
增长37.3%，提前超额完成任务。

未来，苏家屯区发展方向明确：
持续优化发展空间，转型升级传统
产业，培育发展新动能。高标准规
划迎春街文化创意核心板块，加快

总投资35.5亿元的14个城市更新项
目，打造南部文化创意新高地。推
进沈阳临空经济片区建设，整合带
动沈阳南部区域发展空间，成为沈
阳枢纽经济的核心区，辐射沈阳现
代化都市圈的“南门户”。以“三生”
融合理念规划建设汽车零部件产业
园，全力打造汽车零部件全链条产
业集群。

聚焦“门户枢纽”定位，系统实
施《苏家屯区战略发展规划》，大力
发展高端会展、数字化商贸物流、电
子信息、跨境电商、白色家电等高附
加值的枢纽偏好型产业。做好结构
调整“三篇大文章”，发力“五型经
济”，梯度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高
新技术企业、雏鹰瞪羚企业，推动紫
荆科技谷、模具产业园、格物教育等
重大项目加快建设，力争到 2024 年
末，布局形成以商贸物流、汽车零部
件、食品饮品轻工、临空制造产业为
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

锚定奋斗目标——
围绕动能转换和空间优化，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打造产业升级的强引擎

改革与创新是一个地区不断前
行进步的原动力，以改革为灵魂，以
创新为动力，新发展理念正在苏家屯
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坚持改革赋能，破除体制机制
弊端。苏家屯区以制度创新为牵
引，实施高标准营商环境行动：升级
搬迁区政务服务中心，实现“五个第
一”“两个领先”，打造“苏新服务”

“惠企零公里”特色营商服务品牌，
开通“5G 移动审批大厅”，解决企业
群众诉求 111 件，落实 36 条产业高
质量发展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
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今
年上半年，全区实有市场主体登记
同比增长 6.41%，正在形成“办事方
便、法治良好、成本竞争力强、生态
宜居”的营商环境。

改革领域全面发力、多点突破，
创新驱动纵深推进、步伐加快。截
至目前，国家级“揭榜挂帅”项目成
功揭榜 1 户、市科创平台项目新增 2

户，均实现零的突破。新增省级“专
精特新”关联企业 50 户，“个转企”
40 户、“小升规”4 户。力争到 2024
年，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 300 家、高
新技术企业 200 家、雏鹰企业 80 家、

瞪羚企业 15 家，科技孵化机构数量
超过 5 个。持续深化雪松开发区体
制机制改革，实行“一区多园”管理
模式，确保综合实力保持在省级开
发区前5名。

激发创新动能——
聚焦改革赋能与创新驱动，攻坚克难、担当实干，跑出优化环境的加速度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
“开合跳、弓步跳、勾脚点地跳

及抬腿跳，这些都是花样跳绳的基
本动作……”暑假期间，苏家屯区民
主街道河畔社区邀请沙柳路小学老
师江志涛为孩子们上了一堂花式跳
绳健身课；与此同时，在解放街道葵
花社区的爱心食堂就餐点，热气腾
腾的饭菜端上来，为困难老人免费
提供午餐，荤素搭配、营养卫生。

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
谐之本。

苏家屯区做实系列民生工程，
特别是老旧小区改造、老年人服务、
儿童养育和培养等工作，围绕“一老
一幼”开展特色服务，正在助力“一
老一幼”实现“幸福梦”。

提供舒心就业。将“互联网+
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延伸到社区，坚
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不断创新

“职业教育+舒心就业”新模式，未
来三年实现新增就业1.7万人以上。

推进幸福教育。让“学校放
假、社区开学”成为常态，在各社区
成立居民学校，依托区职教中心，
开通“两邻学院直通车”，打造全成
长周期教育。到2024年，全区优质
教育资源覆盖面达 100%，加快中
小学（幼儿园）建设，新增中小学

（幼儿园）22所以上，增加学位3870

个，普惠性幼儿园幼儿占比达到
80%以上，公办幼儿园幼儿占比达
到50%。

建设健康苏家屯。推动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组织医疗卫生力量
定期深入社区开展健康体检，在部
分 社 区 开 设 线 上 远 程 会 诊 等 服
务。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加
快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建设。
到2024年，全区老年人健康管理率
达到 72%，慢性病规范管理率达到
75%，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 32%
以上。

做优品质养老。在居家养老、
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基础上，广
泛推行邻里互助帮扶养老，建立“爱
心食堂”，为困难老人免费提供爱心
午餐。着力构建居家养老为基础、
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
医养相结合的多样化社会养老服务
体系，到 2024 年，社区内每千名老
年人至少配备 1 名社工，养老机构
护理型床位占比超过55%。

建设平安苏家屯。加快“四零”
社区创建，不断健全完善社区“同网
共治”工作机制。推进老旧小区提
供保障型物业服务模式，实现职能
部门管理力量下沉，构建从源头到
末梢的完整社会治理链条，苗头早
发现，问题早化解。

以民为本 幸福指数持续攀升
本报见习记者 刘 桐

“以前小区附近没啥公园，今年
将小区附近的绿地改建成‘家门口’
的公园，园内有阳光草坪、休闲广
场，还有防腐木座椅等，居民们茶余
饭后有了休闲的空间。”家住会展路
十里锦城小区的丁先生说。

在锦园公园的不远处，南京南
街、银杏路等街路也正在实施更新
改造，通过完善交通设施、治理停
车、线缆入地、路灯更新、绿化提
升、建设口袋公园、植入文化元素
等街路更新工程，让街路更有温
度、有活力、有品位、有颜值。今年，
苏家屯区实施“五工程一管理”，改
造背街小巷 14 条，南京南街、会展
路等 4 条街路有序更新，新建口袋
公园50个。

从管理到治理，一字之变，让城
乡涌起万千气象。苏家屯区以绣花
功夫不断提升城乡功能品质、服务
品质、生态品质和文化品质。

增颜值，有里有面。到 2024
年，清洁取暖比例达到70%，秸秆综
合利用率 95%以上，空气优良天数
每年同比增加1到2个百分点，实施
北沙河综合治理工程，投入使用红
菱、姚千、佟沟三个污水处理厂，沿
岸污水收集率达到 95%以上，森林
覆盖率超过 24.5%，蓝天常在、绿树
环绕、水体还清。内外兼修，一条条

街路提升改造，一片片街区全域更
新，成为苏家屯区环境精细化整治
提升的缩影。完成枫杨路、南沙柳
路、香杨路等老城区道路升级改
造。启动迎春街创意活力片区建
设，同步谋划老城区更新，实现新
老城区连片开发。高标准实施南
京南街等主要街路绿化养护，有效
提升城区各主次干道、背街小巷水
洗清扫保洁水平，全力打造最干净
城区。建设“乡村振兴百里长廊”，
全面提升“农村三美”品质内涵。

办实事，赋能发展。加快实施
地铁六号线、雪松路跨线桥、北营子
沈海高速跨线桥等工程建设。瞄准
精细化治理，苏家屯区深入实施“五
工程一管理”，全面落实“一拆五改
三增加”，持 续 改 造 更 新 老 旧 小
区。加快十里河、陈相、八一红菱
中心镇建设，实施中心镇与周边高
速公路、国省干线公路连接工程，
不断完善中心镇道路交通体系。

促振兴，体系支撑。聚焦乡村
振兴战略，着力构建“一线三区五
基地”的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新格
局，重点打造全域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精品线路。持续深化与省农
科院、省果树研究所科技共建战略
合作，夯实科技人员技术支撑体
系，共建农业产业示范基地。

精细管理 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本报见习记者 刘 桐

便利的交通为苏家屯区发展注入新动能。

今日的苏家屯区门户枢纽地位日益凸显。 本版图片由苏家屯区委宣传部提供

“现在，社区组织党员栽树、清
洁、美化，小区环境越来越美。”苏
家屯区的张女士是解放街道葵花社
区的老住户，亲眼见证了社区从“脏
乱差”到“美如画”的蝶变。

葵花社区党委设置10个网格，
做到小区、网格、楼道、单元“末梢治
理”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依托“苏区
先锋”党员志愿服务平台，先后培育
孵化10支志愿先锋队，为居民提供

“点单式”精准服务。同时，将社区打
造为党群共享空间，增设爱心食堂、
城市书屋、远程医疗会诊等服务。

葵花社区只是苏家屯区以党建
为引领，助力“两邻”基层治理的一
个缩影。苏家屯区聚焦为民便民安
民，把更多资源、更优服务向下延
伸，实现社会治理提质增效。

建强基层组织体系，搭建基层
治理“四梁八柱”。健全城市基层
党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完善“1+
1+N”大党委工作机制，12 个街道
和 56 个社区全部建立大党（工）
委，组织 70 余家机关事业单位党
组织与 56 个社区“结对认亲”，定
期研究解决网格管理服务等重要
事项。以 300 户左右为标准，调整
优化设置 799 个网格，将各类网格
整合为“全科网格”，推动“社区党
组织—网格（小区）党支部—楼院

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组织体
系100%覆盖。同时，协调保障服务
企业、民生服务部门和小区治理相
关部门下沉社区、小区，实名制编入
网格，做到“网格吹哨、部门报到”。

增强资源配置体系，打通城市
治理“最后一公里”。通过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争作贡献促振兴”实
践活动，全面叫响“党派我来的”庄
严承诺，着力解民忧、纾民困、暖民
心。全区现有党员志愿服务团队
261 支，包括最美声音、“卫爱同
行”、极速帮办、爱心食堂等 9 支特
色分队。深化“红色物业”管家式服
务，具有健全完善暖心交流议事平
台、红色治理宣传阵地、规范管理保
障机制的“五有目标”物业实现小区
全覆盖。

完善工作保障体系，激活基层
治理“末梢神经”。将全区 1032 栋
散体楼合围成 121 个封闭式小区，
引进国有企业苏新市场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配备“十有”设施，采取“先
服务、后收费”的工作模式进行兜底
管理，彻底打通党和政府联系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米”。在236个小区
实行“三长五员”实名制专班管理模
式，推动市、区党员干部常态化下沉
小区、推进“苏”心为民党群服务阵
地建设。

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本报见习记者 刘 桐

前不久，澳海·云杉赋项目经
理办理竣工许可，根据以往经验至
少要跑两次三天才能完成流程，没
想到现在足不出户当天就办结了。

受疫情影响，导致澳海地产在
建项目工期延期，耽误了购房居民
正常交房入住，房地产开发企业十
分着急。

企业帮代办项目专员了解这一
情况后，立即向苏家屯区营商局汇
报。想企业之所想，急群众之所
急，很快，相关负责单位办事员随

“惠企直通车”来到澳海·云杉赋项
目现场，工作人员进行现场勘验，勘
验合格后，城建局工作人员当场为
企业打印了竣工许可证。

审批直通车上门，现场勘验
即时出证，优化了过去“企业到厅
申请—踏勘人员上门—企业到厅
打印竣工许可”的流程，大大缩短
了办事周期，实现让企业和群众
不跑腿就能办事。

为更好服务企业群众，聚焦
群众“急难愁盼”和市场主体办事
过程中的难点、堵点和痛点，苏家
屯区以政务服务中心新址启用为
契机，依托“数字赋能”，探索“智
能办”“智能管”新模式，利用“互
联网+人工智能”技术，重新定义
政务服务新标准，打造东北地区

一流的智能化、数字化、便利化政
务服务中心，实现了“五个第一”和

“两个领先”。
走进政务服务中心智慧大厅，

让人眼前一亮，新中心充分利用互
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智能行
为分析、人脸识别、导引导服等智
能系统，切实提升群众办事体验感
和便利度。

在各功能区均设置了自助设
备，如在企业开办专区设置自助填
单机，减少窗口人员聚集，推进“最
多跑一次”政务服务再升级，实现
行政效能的再提升。设置独立的

“24 小时自助服务区”，将公安、税
务、医保、社保、市场 5 个部门的自
助设备集成整合，提供“7×24”小
时全天候、不打烊政务服务，解决
群众基本办事需求。

坚持数字化赋能政务服务，全
方位应用全AI管理等7项数字化技
术，提升“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
网协同”能力，让数据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打造“惠企零公里”特色营
商品牌，开通 5G 移动审批车，建设
行政审批事项标准化体系，审批时
限压缩至法定时限的30%以内。创
新企业服务体制机制，全面提升企
业诉求平台数字化能级，将惠企政
策“三直一快”送到企业。

数字赋能 营商环境优化升级
本报见习记者 刘 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