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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许刚报道 今
年以来，辽阳县紧紧抓住省里支持
辽阳市建设金属材料精深加工基
地的机遇，立足产业优势，按照“提
升钢、发展镁、巩固铜”总体思路，
不断推动金属材料精深加工产业
提质发展。

钢铁产业是辽阳县的传统优
势产业，为了应对钢材价格下滑、
原料和运输成本上涨等不利的外
部环境，辽阳县积极推动钢铁企业
改进生产工艺，延长产业链条，提
升产品附加值。

整合了辽阳地区很大一部分
钢铁产能的辽宁澎辉铸业有限公
司是东北最大的民营钢铁企业，通
过淘汰落后产能，减量置换建设起
两座 1200立方米高炉、两座 100吨
转炉，企业工艺装备全部实现了节
能环保生产标准，目前已经成为国
内钢铁精深加工的高端棒材、线材
的重要生产企业。

金秋九月，在 1 号高炉生产现
场，钢花飞溅，铁水滚滚，澎辉铸业
生产马力全开。今年，该公司投入
资金 3 亿元新上窄带钢生产线，可

年产带钢60万吨，进一步提升产品
的附加值。

辽阳县的菱镁矿储量占全省
1/5，该县充分利用充足的菱镁矿
原料优势，补齐轻烧镁产业链短
板，发挥后发优势，坚持与海城、大
石桥等菱镁产业先行地区错位发
展，着力发展高端镁建材产业。争取
地方债资金1.75亿元建设菱镁产业
园区，为产业发展强化要素保障。

位于辽鞍路的镁鑫建筑科技
有限公司今年刚刚投产，利用当地
的菱镁矿石资源，用相应的灰石与

镁矿混合，生产出绿色环保的镁质
凝胶建材，不仅轻质高强，防火性
能还十分优越，一经问世便收获了
方舱医院等项目的大量订单，产品
供不应求。

辽阳县铜产业起步较早，近年
来，该县进一步强化铜业产业内引
外联，围绕高精度铜板带材生产
线，向铜基电子材料方向发展，支
持泽华电子等企业重点发展下游
引线框架、新型高档元器件。

辽宁和畅电子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被誉为东北最大的铜加工基

地，在这里，一张张厚达 20 毫米的
原料铜料经过加工“浴火重生”，成
为高精度铜及铜合金板带材，其中
无氧铜是铜类加工中“皇冠上的明
珠”，摆脱了完全依赖进口的窘境。

“提升钢、发展镁、巩固铜”，辽
阳县围绕建设金属材料精深加工
基地，全力构建三大行业建链、补
链、延链、强链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力争将辽阳县打造成为东北乃至全
国重点金属精深加工产业集聚区和
创新发展基地。到“十四五”期末，基
地产值力争达到360亿元。

延长产业链 提升附加值

辽阳县建设金属精深加工产业集聚区

本报讯 记者许刚报道 如今，
走进辽阳县的各大工业园区，一个个
重点项目正紧锣密鼓施工，抢时间、赶
进度、促发展的主旋律铿锵有力。

今年以来，辽阳县深入贯彻辽阳
市“项目落地年”工作要求，以“起步即
冲刺，开局即决战”的决心和勇气，克
服宏观经济下行和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地区生产总值实现稳定增长，增速
高于全省均值0.2个百分点，经济运行
呈现稳中加固、稳中向好的发展态
势。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包装项目
256个，其中在库亿元以上项目82个，
开（复）工64个，开（复）工率78%。

目前，辽阳县正围绕东北商用车
流通产业基地、恒悦佳府房地产开发、
贾家堡铁矿地下开采、宝晟科技年产
6 万吨耐火材料、鞍钢尾矿库分布式
光伏发电等32个重点项目逐一调度，
研究解决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全
力推动谋划项目早开工，开工项目快
投产，确保三季度完成亿元以上项目
率达到100%。

与此同时，辽阳县把招商引资作为
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坚持“真招商、招
真商”。今年以来，该县累计开展各类
招商活动46次，引进国内到位资金68
亿元，完成年计划的90%。截至目前，
该县已签约招商引资项目38个，域外资
金转化固定资产投资12亿元。

引进国内到位资金
68亿元

本报讯 记者许刚报道 在辽阳
县，有一种工作方式叫“一线工作法”。

“一线工作法”就是把工作推进在
一线，把问题解决在一线，各级领导和
各职能部门强化服务意识，树立“围着
项目转、盯着项目干、服务看得见”理
念，建立领导包保制度，推进重点项
目建设；实行“项目管家”制度，为项
目建设提供全流程服务，保驾护航项
目落实。

对此，投资企业无不深有感触。
投资1亿元的同鑫科技环保项目从洽
谈到落地仅用了 3 周时间。鑫金蛋
业办理国有土地不动产权转让登记
过程中，在辽阳县自然资源局等部门
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了当天申报、当天
下证。

落实助企纾困政策，今年疫情期
间，辽阳县成立了经济运行保障专班，
建立了72家规模以上企业问题台账，
明确责任单位或部门，“一企一策”帮
助企业疏通生产堵点。扎实开展惠企
政策“免申即享”工作，畅通政企沟通
交流渠道，送政策上门，累计办理减缓
退税2.7亿元。

如今，辽阳县上下积极践行“一线
工作法”，做优营商环境。各级领导和
各职能部门不断强化服务意识，“做辽
阳县人、干辽阳县事、为辽阳县好”理
念日益深入人心，有效地促进了各项
工作的蓬勃发展。

推行“一线工作法”
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 记者许刚报道 抓复工
复产、抓项目开工、抓招商引资、服务
企业群众……快节奏、高密度的工作
已 经 成 为 首 山 经 济 开 发 区 干 部 的
日常。

作为全省最年轻的新兴产业园
区，首山经济开发区于2021年12月获
批省级开发区，一区五园，多业并举，
工业比重达到全县的 70%以上，成为
辽阳县招商引资的主要引擎。

在首山经济开发区 46 平方公里
的园区里：向阳工业园是全省重点支
持的 22 个装备制造业先进产业集群
之一；东北亚轻工产业园已成为全国
第二大棉袜生产基地，其所在地小北
河镇获评“中国袜业名镇”；农产品精
深加工产业园已跻身全省同类园区前
三甲；碳素和钢铁精深加工产业园是
东北最大的民营钢铁生产基地；菱镁
产业园区正在强力推进“七通一平”，
配套建设工业污水处理厂，流转盘活
1700 亩土地，铸丰科技年产 5 万吨镁
综合利用项目等6个亿元以上项目正
在推进。

通过一系列统筹布局和政策制
定，辽阳县重点项目在新冠肺炎疫情
等不利因素影响下，仍能够较好地形
成合力，加快复工复产的步伐。

首山经济开发区作为辽阳县招商
引资和项目建设的主战场，今年以来
已经承接了82项行政审批职能，审批
效能大幅提升；制定了招商引资优惠
政策，按照投资规模和投资强度予以
企业资金奖励，全力打造“成本最低、
回报最快、信誉最好”的投资“洼地”和
发展“高地”。

首山经济开发区
多业并举建五园

辽阳县时讯 SHIXUN

辽阳县：转型升级 集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本报记者 许 刚

曾经的辽阳县“村村点火，户
户冒烟”。钢铁工业一柱擎天，结
构单一。如今走在辽阳县各工业
园内，一座座现代化厂房林立，一
辆辆大型货运车辆川流不息。秋
高气爽，碧空如洗，旧貌换新颜。

深度开发“原字号”。依托丰
富的铁矿、菱镁矿资源，辽阳县“原
字号”产业基础雄厚，是全县经济
的重要支点。

2021 年，全行业产值约 30 亿
元，其中，铁矿采选产值25亿元，菱
镁采选产值 5 亿元。目前，全行业
正处在资源整合、产业集聚和提升
的关键时期，以双河矿区、黄泥矿

区、吉洞矿区整合为代表的一批铁
矿、菱镁采选项目正在抓紧推进，
园区化、集聚化、集约化发展进一
步巩固。“十四五”期末，力争推动
形成3个铁矿采选集团和1个菱镁
采选集团，实现年产值60亿元。

改造升级“老字号”。依托悠
久的冶金和轻工业历史，辽阳县

“老字号”产业种类齐全，上下游衔
接紧密，是支撑县域经济发展最为
重要的支柱产业，占全部工作总量
的60%以上。

随着国家各项产业政策的不
断调整，辽阳县传统冶金产业结构
和产品结构不断优化，淘汰和化解

过剩产能取得阶段性胜利，装备制
造占比已经提升到 30%以上。随
着“三大钢厂”产能置换等一大批
项目相继建成和启动，冶金产业链
呈现补链、延链、强链的良好发展
趋势，并向智能装备制造领域加速
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作为阀门设计生产制造“老字
号”企业，辽阳给排水阀门有限公
司面对新兴市场和技术革命的冲
击，不断发起核心技术攻坚战，让
一项项新技术嫁接老工艺，顺利实
现转型升级，引领我国阀门生产制
造行业迈向智能化。

与此同时，以百岁轻工产业基

地建设为牵动，小北河袜业产业集
聚提升已走上正轨，刘二堡鞋业整
合正在酝酿谋划，前景远大。“十四
五”期末，全行业进一步巩固产能
置换改造升级成果，不断加强装备
制造业集群化建设，力争实现产值
1000亿元。

培育壮大“新字号”。近年来，
辽阳县新兴产业在发展中不断壮
大，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批新业
态、新模式、新产业开启了辽阳县
科技创新的新篇章。

辽阳泽华电子有限公司是东
北地区民营企业中最大的电子封
装企业，去年借助结构调整“三篇

大文章”的东风，投资2亿元发展第
三代半导体暨碳化硅封装项目，将
上游客户的晶圆等在这里完成封
装、测试，最终成为完整的芯片，广
泛应用于智能家居、电玩、汽车等
领域，成为辽阳县乃至辽阳市培育
壮大“新字号”的典型代表。

“十四五”期间，辽阳县要着重
支持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链、菱镁新
材料产业链、电子科技产业链、新
能源产业链、精细化工产业链、冶
金新材料产业链、商贸物流产业
链、数字经济产业链八大新兴产业
链发展，预计实现全行业产值 335
亿元。

做强工业产业链——
全力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建设装备制造强县

秋日的夜晚已经渐凉，在今年
入选全省 11 个省级夜间文化和旅
游消费集聚区的前杜草莓小镇，夜
经济依然火热。

精心设计的灯饰点亮湖光山
色，风味独特的小吃飘香草莓小镇，
而巨资引进的一系列休闲游乐设施
更是让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流连忘
返。在草莓采摘的淡季，前杜村硬
是通过发展夜经济成为省级夜间文
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成为辽阳县
发展文化旅游夜经济的代表之作。

前杜村在钢铁产业的转型发展

中先是果断瞄准草莓产业，后来又
成立前杜村旅游公司，使旅游业成
为前杜村新的支柱产业。

在辽阳县，像前杜村这样的美
丽乡村正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孕育和
发展。特别是结合辽阳县丰富的自
然资源，以农旅融合为特色的休闲
农业、休闲旅游项目正在各地快速
成长，展现出勃勃生机。

辽阳县启动全域旅游提质升级
优化工程，推进吃、住、行、游、购、
娱六大要素提质升级。注重培育

“辽阳味道”文化餐饮品牌。以“全

域度假村、四季花园城”为理念，强
化文化旅游夜经济。深入挖掘乡村
文化内涵，开发建设特点鲜明、个性
突出的乡村旅游产品。除了前杜草
莓小镇外，核伙沟森林公园、柳壕湿
地公园、汤泉谷现代农业科技园等
风景区也成为周边城市游客热衷的
网红打卡地。

目前，辽阳县正围绕三季度实
现亿元以上项目开工率 100%的目
标，加足马力抢进度，千方百计谋发
展，全面升级各产业，必将收获沉甸
甸的振兴之果。

做优服务业产业链——
启动全域旅游提质升级优化工程，建设文化旅游强县

核心
提示

风好正是扬帆时，
奋楫逐浪向未来。

进入“十四五”，辽
阳县锚定系统性构建

县域经济全产业体系的建链、补
链、延链、强链工作，将有理、有利、
有节的重点项目建设有机地贯穿始
终，全力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
链升级现代化攻坚战，加快辽阳县
传统产业向现代化体系升级，集聚
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推进县域经济
持续稳定、高质量健康发展。

今年上半年，辽阳县地区生产
总值同比增长1.7%；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14%，高于全省平均增幅
11个百分点，县域经济综合实力进一
步提升。

在转型中发展，在创新中提升，
在克难中求进，辽阳县——这个昔
日的“冶金大县”正在阔步走上高质
量发展之路。

金秋九月，紧邻本辽辽高速首
山高速口，首山现代农业示范区内，
生产和建设场面红红火火。

拥有全国最大日产能200万枚
咸鸭蛋的辽宁鑫金家禽养殖有限公
司新建厂房内，尽管不是旺季，但一
枚枚印有鑫金公司“嘎嘎叫”品牌字
样的咸鸭蛋仍然源源不断地从生产
线上列队而出，拣蛋、装箱、打包、装
车……一辆辆开往各地的专车正等
待出发。

与此同时，在蛋品加工车间的
一旁，占地 37.036 亩、总投资 1.5 亿
元的鑫金公司畜禽饲料深加工项目
正在紧张施工。鑫金公司的目标是
成为国内鸭业全产业链的龙头企
业，这也是辽阳县农产品精深加工

蓬勃发展的典型代表。
首山现代农业示范区将打造成

一个集农产品精深加工、产品包装、
仓储、物流、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农产
品精深加工园区，成为辽阳县现代
化农业转型发展的集聚区。

与此同时，辽阳县重点打造“两
带”和“七基地”，大力发展特色农业。

黄柳刘现代绿色产业示范带重
点推进特色农业示范园和示范基地
建设，形成“一村一品”微型经济圈、
农业产业强镇小型经济圈、现代农
业产业园中型经济圈、优势特色产
业集群大型经济圈。东部山区特色
林果经济示范带则重点推进特色经
济林和林下经济发展，建设国家地
理标志保护农产品——辽阳大果榛

子基地，积极培育林下中草药、林
菜、林畜林禽基地。

而“七基地”的特色更为突出和
集聚。黄泥洼镇、柳壕镇、刘二堡镇
的“北菜南运”5 万亩蔬菜生产基
地，刘二堡、穆家镇2万亩草莓生产
基地，西部平原六乡镇 480 万羽家
禽养殖基地，东部山区 5 万亩大榛
子种植基地，隆昌镇、八会镇南果梨
万亩生产基地，吉洞满族乡食用菌
千亩生产基地，西部平原六乡镇 25
万亩绿色水稻生产基地，特色农业
在辽阳县全域铺开，各显其能。

2021 年，辽阳大果榛子获批国
家地理标志产品，与著名的前杜草
莓共同成为辽阳县发展特色农业的
典范之作。

做深农业产业链——
构建“一区两带七基地”布局，建设农产品精深加工强县

辽宁澎辉铸业有限公司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工艺装备全部达到
节能环保标准。 本文图片由兰德志摄

辽宁鑫金家禽养殖有限公司新建厂房内，员工正在拣蛋、装箱。

盛开的槐花让游客流连忘返，辽阳县乡村旅游日益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