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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全球最大集装箱航运
公司——地中海航运首条中国
东北至东南亚直航航线正式投
入运营。这是今年《区域全面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以 下 简 称

“RCEP”)生效以来，大连港面向
RCEP 国家的第四条新增航线。
至此，大连口岸外贸集装箱航线
总数达89条。

大连市把握 RCEP生效带来
的发展机遇，在全国率先出台《高

质量实施RCEP行动方案》，建设
RCEP 国际商务区，利用好关税
优惠、通关简化、贸易投资便利化
等政策，积极推动与 RCEP 伙伴
深度对接，为市场主体营造良好
发展环境，为打造对外开放新前
沿提供有力支撑。

今 年 1 至 8 月 ，大 连 市 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增长
11.9%，高出全国对 RCEP其他成
员国进出口增速4.4个百分点。

外贸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
现。大连市先后获批中国（大连）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国家进
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等，外贸新
业态快速兴起。截至 2021 年底，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入驻各
类跨境电商平台368家，实现跨境
电商进出口额115.43亿元。

服务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大
连市获批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试点城市，大连神谷中医获批国

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大连高
新区获批首批国家数字服务出口
基地，医疗、数字等新兴服务业态
集聚错位发展。

外贸对经济贡献度持续提
升。全市外贸从业企业数量达到
3.4万家，外贸结构形成以一般贸
易为主、加工贸易和转口贸易为
辅的基本格局，瓦房店、普兰店、
庄河、长兴岛、金普新区等地先后
获批肉类制品、轴承、服装、水产

品、石化、建材、船舶海工 7 个国
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成为对外
贸易增长的生力军。

近年来，大连市进出口总额
始终保持全省占比 60%、东北三
省占比 40%的水平，出口市场覆
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海上陆上，双向发力，激荡澎
湃。昂起开放龙头，连接世界舞
台，大连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
向着未来奋力奔跑。

积极参与国际经贸合作 全面提升外贸发展质量

核心
提示

因开放而生，因开放而兴。开放合作是
大连的城市基因和立身之本。

开放层次更深、开放环境更优、开放活
力更强。大连勇担使命，融入国家对外开放

大格局，全力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以高水平开放推动
高质量发展，当好新时代东北振兴“跳高队”。

今年1至9月，大连市预计完成实际到位外资11.9
亿美元，同比增长100.8%；实现省外实际到位资金
1346.9亿元，同比增长19.4%。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大连市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
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近日召开的“大连
这十年”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上，一组组不
断跃升的数字，展示了十年来大连市增进
民生福祉取得的成果。

十年来，大连市累计投入52亿余元，逐
年提高基本民生保障标准。低保、特困标
准始终位居东北前列，城市低保标准年均
增 幅 5.88% ，农 村 低 保 标 准 年 均 增 幅
10.16%。累计投入资金5.46亿元，元旦、春节
期间为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在
全国率先建立临时救助制度，开展“救急难”
综合试点。建立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到
2021年底，已惠及群众553.75万人（次）。

养老服务全方位提升品质。每年将市
级社会福利事业彩票公益金55%以上用于
支持养老服务发展，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
设施覆盖率达 100%。创新实施首批 5000
张家庭养老床位试点建设，各县（市）区健
全完善“1+N”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网络。全
市建有各类养老服务机构 350 所，养老服
务床位总量达到 4 万张，养老机构护理型
床位占比达到 52.49%。提升老年人优待
水平，90 岁以上户籍老年人每月发放 200
元，百岁以上户籍老年人按照城市低保标
准发放，2022年将享受高龄津贴人员范围
扩大到85岁（含）以上户籍老年人。

儿童福利保障逐年提高。社会散居孤
儿和机构养育孤儿按照城市低保标准分别
上浮 100%和 200%，标准位列全省首位。
向年满 18周岁和 18周岁以下仍继续在全
日制本科、专科、中高等职业学校就学的孤
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分别发放每人每学
年1万元助学金。配备街道（乡镇）儿童督
导员148名、村（居）儿童主任1657名。

居民主要健康指标位于全国前列

十年来，大连市着力解决百姓看病就
医“急难愁盼”问题，全方位、全人群、全周
期维护市民健康。卫生健康服务体系不断
健全，到 2021 年，医疗卫生机构增加到
3561 个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床 位 数 增 加 到
50542 张 ，每 千 人 口 床 位 数 增 加 到 6.75
张。卫生人才队伍优化壮大，到 2021 年，
卫生从业人员增加到 74301 人，全市每万
名居民拥有全科医生 4 人，位居全省前
列。居民主要健康指标稳步提高，2021
年，大连市人均期望寿命达到 81.43岁，居
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 29.1%，主要健康指
标位于国家、全省前列。

增加学位全面化解“大班额”

十年来，大连市全面推动各级各类教
育向优质特色发展，财政性教育支出总计
1053.6亿元。新建、扩建义务教育学校107
所，新增学位11.1万个，化解学校班级人数
剧增出现的“超大班额”“大班额”，国家义
务教育基本均衡县实现全覆盖，义务教育
巩固率达到 99.1%。实施所有小学、初中
100%“学区化”划片就近入学，进城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平等接受教
育，辍学学生实现动态清零，适龄残疾儿童
实现随班就读“零拒绝”、特教学校“全免
费”、送教上门“全覆盖”。高中阶段毛入学
率提高到100%，35所普通高中进入省示范
性高中行列，职业教育学科专业和人才培
养结构不断优化。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普惠
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85.03%，“入园难、入
园贵”问题有效缓解。156 个义务教育集
团、559 所成员校整体提升区域内教育质
量和办学水平。打造“衣、食、住、学、行”系
列重点教育民生工程，实施中小学生新校
服补贴政策，新建学校食堂 217个，升级农
村学校供暖设施 163 套，完成“暖校舍”改
造 28 万平方米，建成教师集体宿舍 1021
间，配备校车1600台，完成112所农村中小
学的旱厕改造，学校办学条件全面改善。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超全国平均水平

十年来，大连市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
人民群众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完善
全民健身体系，推进体育强市建设。全民
健身活动广泛开展，累计举办国际化品牌
健身活动90余项，县级以上全民健身活动
4000余项。大连国际徒步大会、大连国际
登山大会等品牌活动影响力不断扩大，全
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375万。

体育场地设施不断完善，累计投入近
200 亿元，全面实现室外健身设施在全市
城乡普及配置，体育公园、健身广场、健身
步道、体育场馆数量不断增长，城市社区建
成15分钟健身圈，农村行政村实现健身设
施全覆盖。大连市体育中心、大连市民健
身中心等一批大中型体育场馆投入使用，
全市体育场地数量达到1.1万个，人均体育
场地面积2.89平方米，超出全国人均2.4平
方米水平。全市体育协会达到 285 个、晨
晚健身站点 2888 个。每千人拥有社会体
育指导员3.4人，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本报记者 吕 丽 整理

“数”说民生

逐年提高基本民生保障标准

29.1%素养水平

11.1万个

2.89平方米

龙头高昂奋楫行
——大连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侯国政

金秋十月，大连湾畔，中国一
重集团大连核电石化公司棉花岛
和前盐两个基地，机器轰鸣，焊花
飞溅，一派繁忙景象。近年来，中
国一重集团大连核电石化公司优
质高效完成了“华龙一号”全球首
堆、海外首堆等核反应堆压力容
器的制造任务，先后制造出 2400
吨沸腾床和 3025 吨超级浆态床
等一大批锻焊加氢反应器，连续
突破世界制造纪录。

想当初，总部位于东北腹地
齐齐哈尔的中国一重集团确定把
核电、石化两大重型容器产品制造
基地建在大连湾，正是看中这里的
出海优势。如今，中国一重集团大
连核电石化公司自建两个出海码
头，如鱼得水，全力打造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临海制造业基地。

“加强与东北腹地良性互动，
带动东北地区转身向海，更好参
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打造我
国面向东北亚全面开放新前沿，
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2021 年 9 月，获得国务
院批复的《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
量发展规划》，将“沿海与腹地的
互动”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战
略高度，而且明确赋予大连“一核
引领”重大使命。

推动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对大连来说既是重大历史机
遇，也是加快“两先区”建设、当好
东北振兴“跳高队”的必由之路。

大连知责担责，大打改革牌、
开放牌、创新牌，全力提升城市发
展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做大经济
总量。

今年是大连市第十三次党代
会确定的三年挺进“万亿GDP城
市”起步之年，全市以空前的力度
吹响高质量发展的集结号，谋划
和建设一批富有时代感的高质量
项目群。其中 SK 海力士项目等
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大连新
机场、太平湾港开发建设取得突
破性进展。

上半年，大连市地区生产总
值同比增长 3.3%，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0.8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 11.5%，增幅居全国副
省级城市第三位……比较优势正
在放大，对全省的龙头带动作用
增强。

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
大连市努力做好“主动服务腹地”

这篇大文章，提高口岸通关便利
水平，引领腹地企业和产品“走出
去”，助推东北产业转型升级，引
领深化东北开放发展。

既当好“排头兵”，还要做好
“服务生”。去年10月，大连市政
府主要领导率领大连市代表团深
入哈尔滨市和长春市走访，签署
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粮食产
销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打造“北粮
南运”精品航线，推动在维护国家
粮食安全、重点产业、公共服务等
领域务实合作。

大连市持续提升大连东北亚
国际航运中心、国际物流中心、区
域性金融中心“三个中心”功能，
突出服务带动作用，加快建设亚
太对流枢纽。

特别是在大连东北亚国际航
运中心建设方面，初步形成以海
空两港为核心、多式联运综合运
输枢纽为互联互通手段、重点港
航物流园区为支撑的运行格局。

港航服务能力持续提升。目
前大连港拥有生产性泊位 231
个，集装箱专业化泊位 14 个，实
现“世界有多大船，大连港就有多
大的码头”，并向智慧、绿色、高效
国际性枢纽港迈进。

大连港连通 16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 300 多个港口，拥有环渤
海地区挂靠航线最全、船舶班次
最密、覆盖区域最广泛的支线网
络，已初步形成内陆港、合作场
站、合作站点为依托的内陆集疏
运网络布局。

东北地区96%以上外贸集装
箱、100%商品车、60%以上外进原
油转运均由大连港口承担，确立
了大连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中
的重要枢纽地位。

空港运营能力不断增强。大
连机场进驻航空公司40家，开通
航线255条，通航国内外123座城
市；空港旅客吞吐量峰值年份超
过2000万人次，基本形成覆盖全
国、辐射日韩、连通东南亚的航空
运输网络。

口岸通关便利水平显著提
高。大连拥有5个国家一类开放
口岸；大连获批成为与日韩国际
贸易“单一窗口”互联互通合作试
点城市；大连口岸连续两年获评
国家跨境贸易指标评价全国单项
标杆。今年上半年，大连口岸进
出口通关时间较 2017 年分别压
缩61%和95%。

发挥“一核引领”作用
推动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

渤海湾畔，大连长兴岛，5000
多名施工者奋战在恒力聚酯科技
产业园一期项目工地，24小时作
业，争分夺秒抢进度。

作为全国七大石化产业基地
之一，大连长兴岛坚持打造万亿级
绿色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集群，全
力打通石化产业由“一桶油”到“一
匹布”的产业链条，恒力聚酯科技产
业园项目正是其中的代表。项目一
期重点建设260万吨/年功能性聚
酯、160万吨/年高性能树脂及新材
料等项目及配套公用、储运设施，达

产后年新增产值可达600亿元。
目前，大连长兴岛已经具备了

从炼油到芳烃、烯烃，再到工程塑
料、可降解塑料、聚酯、聚酯薄膜等
的生产能力，形成了石油化工、基
础化工材料、精细化工等门类齐全
的产业体系，催化剂和医药中间体
在国内占有主导地位和领先优势，
PX、PTA产能居国内城市首位。

大连开放体系健全，拥有经济
技术开发区、新区、自由贸易试验
区等各类国家级开放平台，集聚国
内外资源要素的优势明显。

发挥金普新区引领示范作
用。金普新区是东北第一个国家
级新区，吸引了近百个世界500强
企业投资置业，现有各类市场主
体22万多户。大连现代农业产业
中心、华为超算中心等项目纷纷
入驻，城市更新、大连数谷等项目
相继启动，大众变速器等一批重
大项目建成投产，形成了千亿级
石油化工产业集群和汽车整车及
零部件、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
500亿级产业集群。2021年，金普
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576.3亿
元，占大连全市的32.9%，成为“东
北第一强区”。

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
大连片区，作为大连市提升发展整
体竞争力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新引
擎，自2017年揭牌以来累计推出
460余项制度创新成果，3项创新
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2项国企改
革案例在全国借鉴推广，76项制度
创新经验在全省借鉴推广。

推动高新区“又高又新”发
展。大连高新区作为首批国家级
高新区之一，形成了以软件和信息
技术为主导的千亿级产业集群，先
后获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
双创示范基地等，2021年，在全国
园区高质量发展百强评选中位居
东北地区首位。

加快太平湾合作创新区建设，
打造“港产城融创”为一体的2.0版

“新蛇口”。以大连新机场建设为契
机，加快开发金州湾临空经济区，推
动大连石化、大连船舶重工易地改
造升级，高起点规划建设大连湾。

推进全市16个重点园区体制
机制创新，实现功能互补、错位发
展。2021年，园区地区生产总值占
全市的39.2%，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市
的48%，税收收入占全市的57.4%，
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市的85.8%，为全
市振兴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发挥重大开放平台优势 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新突破

8 月 17 日凌晨，随着一声汽
笛长鸣，一列运载着50个标箱的
中欧班列从大连港铁路集装箱中
心站发出，经满洲里出境，抵达俄罗
斯圣彼得堡舒沙雷车站。被誉为

“钢铁驼队”的中欧班列，是大连市
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的缩影。

近年来，大连经满洲里、绥芬
河、二连浩特、阿拉山口、霍尔果
斯 5 个主要口岸的班列全部开
通，初步形成东、中、西三通道多
线路、多口岸发运和往返双向开
行模式，助力东北海陆大通道繁
荣发展。

今年上半年，大连港首发中欧
班列增长47.2%，海铁联运箱量增长
17.8%，集装箱吞吐量增长10.8%。

“一带一路”建设启动以来，大

连市加快“走出去”步伐，形成了国
际投资、工程承包、国际贸易、人文
交流有机结合的对外合作新模式。

截至目前，大连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累计货物贸易额达
10825 亿元。在“一带一路”沿线
30个国家投资项目124个，中方投
资协议额19.69亿美元，承包境外
工程项目690个，完成工程承包营
业额39.37亿美元。其中，由大连
港集团参与建设的吉布提国际自
贸区已吸引200余家企业入驻。

大连市还依托沪连对口合作
机制，主动对接长三角一体化和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举行了 4
届沪连对口合作高端论坛，为开
展互利共赢合作搭建智库平台，
加强面向长三角及长江经济带中

心城市的经济合作交流，举办“沪
企大连行”“长三角招商促进周”
等一系列大型经贸合作活动。

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抓住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窗口
期，主动承接符合大连市产业发
展规划的项目，加强与央企的对
接合作，推动华能海上风电、国创
氢能燃料电池发动机系统研发等
重大项目落地。

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
略，落实粤辽两省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积极推进太平湾合作创新
区共建，学习前海经验、复制前海
模式，推动大连港与深圳港等主
要港口深入开展业务合作。

大连加快开放合作脚步，全力
打造新时代东北对外开放新前沿。

抢抓机遇进行对接 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

2022年，首趟中欧班列满载货物奔赴欧洲市场。 刘兆龙 摄

大连港集装箱码头生产场景。 赵光辉 摄

恒力联合运营大数据中心，员工们正在全神贯注工作。 孙鹏伟 摄

大连海关关员深入企业指导加强农产品出口。 舒 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