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铆足干劲加油干，锚定目标不放松。年初以来，营口市深入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举全市之力谋划实施
好营口市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努力在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
中争先进位，贡献营口力量、展现营口风采。

在奋斗目标上，营口市充分衔接“十四五”发展目标，自我加
压、自我鞭策，提出未来三年经济增长超过全省平均水平1个百
分点，推动营口市振兴发展取得实质性突破。

在施策实干上，营口市聚焦8个新突破，全力打好八大战
役，确保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首战告捷。聚焦推动经济
增长实现新突破，打好投资、消费、外贸“三驾马车”协同发力
的阵地战；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新突破，打好工业、
服务业、农业“三次产业”共同发力的攻坚战；聚焦培育壮大经
营主体实现新突破，打好国资、民资、外资“三资齐上”的总体
战；聚焦塑造发展新动能实现新突破，打好夯实科技、教育、人

才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的突击战；聚焦全域开发开放实现新突
破，打好“两核两带”一体发力的协同战；聚焦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实现新突破，打好坚定信心、捍卫荣誉、全力冲刺的决胜战；
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新突破，打好稳就业、强保障、优
生态的持久战；聚焦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营口”实现新突破，
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一体推进的保卫战，为实现全面
振兴新突破开好局、起好步。

真抓实干，首战必捷。今年前5个月，营口市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189亿元，同比增长21.6%，总量和增速均位列全省第
三；全市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5%，高于全
省平均增速24.4个百分点，位列全省第一；全市进出口完成
215.5亿元，同比增长10.8%，总量位列全省第三，增速位列全
省第五；全市实有经营主体29.44万户，同比增长4.53%，位
居全省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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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8个新突破 打好八大战役

营口：奋楫笃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速提质提效
本报记者 佟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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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扩大有效投资
夯实振兴发展根基

春节后的首个工作日，营口市就召开推进
项目建设攻坚突破动员大会，提出举全市之
力、汇全民之智谋划部署全年项目建设。为了
把工作落实落细，营口市组建了民营经济健康
发展、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工作专班，建立了
市级领导帮扶重点项目机制，1182名干部下沉
一线，为246个项目、890家企业纾困解难。

工业项目全面提速。总投资 15 亿元的金
天马搬迁暨工程车建设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
4亿元；总投资10.5亿元的康辉年产4.4亿平方
米超强锂电池隔膜项目，实现了首条生产线全
线贯通；总投资91.5亿元的建发盛海多金属复
杂金银矿综合回收技术升级搬迁扩建项目，已
完成立项、能评手续，土地已挂牌。

能源产业加速集聚。总投资116亿元的中
交营口LNG接收站项目，正在进行基础施工；
总投资 112 亿元的营口市陆上风电项目，累计
完成投资47.6亿元；总投资70亿元的源网荷储
一体化示范项目，正在推进环评、能评等前期
工作。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序推进。总投资 15
亿元的沿海产业基地冶金化工重装备区(精
细化工产业园)5.97 平方公里市政基础设施配
套项目，已回填场地 4.47 平方公里，累计完成
投资 10.4 亿元；总投资 2.6 亿元的辽宁（营口）
航天产业园基础设施配套项目，管网工程、供
暖工程正在施工，66KV 输变电工程已发招标
公告。

央地合作深入推进。总投资200亿元的营
口新能源装备产业园项目，已与电建集团完成
签约。华能集团总投资 85 亿元的辽宁营口玉
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中船集团总投资15亿元
的中国海装营口大型零碳智慧风电装备产业园
项目、中核集团总投资10亿元的中核汇能营口
储能项目、五矿集团总投资9.5亿元的营口赵平

房铁矿采选建设项目也已签约。
今年前5个月，营口市开复工项目598个，

开工率79.7%，较去年同期增加108 个。其中，
新开工项目221个，较去年增加50个。

优化营商环境
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年初以来，营口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营
商环境建设工作，市委书记、市长亲自上手抓
调度、抓落实，对标省会议精神和省工作要点，
编制了《营商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及重点任务落
实清单》，明确了 38 条工作任务，定期督促调
度落实情况。此外，营口市还不断强化顶层设
计，制定出台了《营口市营商环境质量再提升
行动方案》，对标现行国家营商环境评价指标
标准，在开办企业等18个方面，推出50项工作
举措，细化数据指标任务40项，保障和推动全
市营商环境建设再上新台阶。

营口市不断深化改革，助力政务服务提档
升级。全市坚持以“放管服”改革为核心，全面
开展“办事不找关系 用权不图好处”清风窗口
建设，重点布局政务服务大厅标准化，推动市
县两级政务服务大厅管理、功能、服务、效率实
现“四个统一”。不断巩固扩大“一网通办”改
革成果，政务服务网上全流程办理比例达
84.19%，90%以上的高频便民服务事项实现“掌
上办”“网上办”“马上办”。

实施流程再造，促进行政审批提质增效。
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政务服务事项，进一步精
简审批流程，优化审批环节，规范审批程序，压
缩审批时限，对重点项目依法依规开辟行政审
批绿色通道，最大限度实现依法审批、规范审
批、高效审批。全市开办企业线上办理流程压
缩至1个环节、0.5个工作日办结。

强化惠企服务，化解企业群众急难愁盼。

营口市持续强化“项目管家”制度落实，定期召
开企业家座谈会，开展企业端营商环境测评，
精准实施惠企帮扶，助推民营经济“两个健康”
发展。大力开展营商环境问题“万件清理”专
项行动，第一批台账办结率达97%；12345热线
平台有效办结率97.95%，满意率89.56%。

强化创新驱动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今年 2 月，营口市召开全市科技工作会
议，明确指标，制定行动方案，部署全年科技创
新工作重点任务。

营口市科技局建立长效培育机制，“一把
手”带队谋划部署，压实各县（市）区、园区科技
部门包保责任，逐项对照指标任务制定工作任
务清单，加强督导指导；理清目标任务，创新方
式方法，加强上下对接联动，形成左右协调共
振，逐步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全力以赴
抓好各项指标任务落实。

重点抓好科技创新载体建设。根据产业
特点，营口市选择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省级
重点实验室、专业技术创新中心，目前已征集
计划申报省级创新平台 5 家。经分析筛选建
立了科技型企业培育库，入库企业达到1300余
家。截至目前，全市新增注册登记科技型中小
企业 249 家，推荐第一批次、第二批次雏鹰瞪
羚企业共 44 家。完善“众创空间—孵化器—
加速器—产业园”创业孵化体系，组织 5 家企
业申报省级众创空间、孵化器，指导沈鼓集团
营口透平装备有限公司、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
分公司等 7 家企业申报省级中试基地。鼓励
企业加强研发投入，组织开展企业研发活动情

况调研及培训工作，研究修订了《营口市企业
研发投入后补助办法》。同时，积极推动科技
成果转化，今年一季度，全市征集重点企业技
术需求65项，实现科技成果落地转化30项。

实施两大战略
全面提升城市品质

“港产城”融合发展和辽河文化产业带建
设是营口市重点实施的两大城市发展战略，不
仅能有效推动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提高百姓
生活品质，更与营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
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2022 年 7 月 28 日，营口市委十三届四次
全会审议通过了《营口市“港产城”融合发展
规划》和《“辽河文化产业带”国土空间专项规
划——营口市大辽河沿岸地区综合规划设计
总体规划方案及行动计划》，并成立工作专班，
以两大战略发展规划为纲领，制定工作要点。

营口市综合施策，靶向发力，加快“港产
城”融合发展，坚持项目为纲，不断夯实发展基
础。以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全力推进“港产
城”融合发展快速实施。谋划总投资1555亿元
的 172 个“港产城”融合发展项目，其中，港口
基础设施重点推进总投资214亿元的鲅鱼圈港
区钢杂泊位改造等7个项目；临港产业重点推
进总投资916亿元的建发盛海搬迁扩建等109
个项目；城市发展重点推进总投资 425 亿元的
沿海产业基地冶金化工重装备区市政基础设

施配套等56个项目。
突出港口牵动，持续畅通海陆大通道。仙

人岛疏港高速项目已于2月末开工建设，营口
港鲅鱼圈港区钢杂泊位改造一期工程项目计
划年底前完成竣工验收工作，营口港仙人岛港
区2#、3#成品油及液体化工品泊位改扩建工程
项目已完成主体施工和部分设备采购安装。
新开通“鲅鱼圈—日照岚山”矿混内贸班轮航
线以及“曹妃甸—鲅鱼圈”氧化铝专班航线。
今年前 5 个月,营口港累计完成吞吐量 8742.3
万吨,增幅 7%；营口枢纽完成集装箱海铁联运
量 29 万标箱，占营口港集装箱吞吐量的比例
达到13.9%。

发展临港经济，着力培育发展新动能。营
口市全面参与全省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基地
建设，加快推进仙人岛能源化工区和营口沿海
产业基地精细化工产业园发展，总投资 116 亿
元的中交营口 LNG 接收站等项目有序实施；
全力推动总投资200亿元的鞍钢鲅鱼圈基地绿
色低碳升级项目办理开工前手续；重点推动总
投资 112 亿元的陆上风电等项目建设；加快港
口型物流枢纽和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

营口市加强顶层设计，合理布局，加快辽
河文化产业带建设。辽河文化产业带北起原
造纸厂水库西侧，南至咸水河，岸线总长度约
42公里，总面积约55平方公里。

按照“充分挖掘、利用、保护好工业遗产，
统筹产业和空间布局，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打
造辽河文化产业带”的要求，以及“整体规划、
分步实施、重点推进”的原则，首批辽河文化产
业带筹划及建设3个项目，即营口大辽河城市
段成福里至大辽河入海口项目（以下简称“西
段工程”）和造纸厂东路至成福里（以下简称

“东段工程”）2个整治工程建设项目，以及建设
营口老港3号码头城市更新项目。

目前，西段工程已经完工并陆续对外开
放。该工程新建 40 万
平方米的城市绿道和城
市休闲区，其中包括建
设城市绿道、临河步道、
运动休闲场地、儿童娱
乐场地、渔船码头、西海
关西侧玻璃栈道、潜龙
广场、九曲花溪等设施，
已成为营口新的休闲娱
乐打卡地。

东段工程包括 5 公
里大辽河沿岸防洪堤提
升、6 公里滨河街(造纸

厂东路至成福里段)道路及配套管网，以及32万
平方米辽河沿岸城市绿道、城市休闲区工程。
目前，施工图设计工作已基本完成，正在开展招
标前造价审核等工作。

营口老港 3 号码头城市更新项目，利用港
口既有工业建筑和工业遗迹，新建城市展览
馆、历史文化展示馆等，完善城市功能，打造城
市会客厅，计划于今年 7 月开工建设，明年年
底可投入使用。

① 营口港今年前 5 个月累计完成吞
吐量8742.3万吨。

② 营口政务服务中心加强“清风窗
口”建设，提升服务质量。

③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太阳
能组件自动化生产线。

④ 科维（营口）工业有限公司工人在
加紧生产订单产品。

①①

②②

④④

谋求新突破
贵在持续发力

高汉雷

谱写新篇

2023营口·鲅鱼圈马拉松激情开赛，人气火爆。

加压奋进
项目攻坚如火如荼
本报记者 徐 鑫

现场直击

多措并举
服务业升级再加速
本报记者 徐 鑫

日前，中交营口LNG接收站项目接收站工程储罐桩
基开工建设。

中交营口LNG接收站项目是中交集团落实国家清
洁能源战略和“双碳”“双控”发展目标、聚焦天然气供销
体系建设、保障地方清洁能源供应安全的标志性工程。
该项目总占地面积55.2万平方米，包括码头与栈桥区、
LNG储罐区、工艺生产区、辅助与公用工程区、槽车区、
海水取排水工程等，一期最大接收能力为每年300万吨，
包括4座20万立方米LNG储罐，二期扩建2座LNG储罐
后最大接收能力为每年620万吨。项目达产后每年可为
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提供87亿立方米天然气。项目
自3月5日开工以来，已完成储罐区及厂前区地基处理、
试桩及检测等工作。

营口市坚持以项目攻坚推动全面振兴新突破，确定
了全年开复工项目 750 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77.2 亿
元、增长10%以上的目标。1月至5月，全市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 189 亿元，同比增长 21.6%，完成全年计划的
39.6%；已开复工项目598个，开工率79.7%，总投资1592
亿元。

接下来，营口市将继续狠抓续建和新开工项目。紧
盯全年目标和每月投资计划，实时对标对表，重点推进中
交营口LNG接收站、辽宁供销冷链物流枢纽、辽宁金天
马专用车等已开工的项目，要加快形成更多实物工程量，
全力推进建发盛海搬迁扩建项目、鲅鱼圈北部港区散货
工艺系统改造工程、高威铜业高导新材料项目等计划新
开工项目尽早完成前期工作，实现开工建设。

抓央地合作项目。聚焦全市“十四五”规划、“全面振
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方案”，精心策划包装，强化项目储备，
全面了解央企结构布局和投资方向，主动寻求对接，全面
提高签约落地率。

抓重大项目推进。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推动资源
向项目聚焦、要素向项目聚拢、力量向项目聚合，夯实重
大项目建设基础，全力做好要素保障工作，推进鞍钢绿色
低碳升级项目、营口海上风电等重点项目前期工作取得
明显进展。

抓项目谋划储备。聚焦重大战略、重大规划、重大政
策，围绕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文
章”、“港产城”融合发展、“数字营口、智造强市”等领域，
谋划储备一批打基础、强功能、利长远的高质量项目。

营口市的项目建设热度宛如盛夏的温度般
炙热。

从南到北，自西向东，从百公里沿海到广阔陆
域，项目建设工地机声隆隆、车水马龙，成为新时
代东北振兴、辽宁振兴“辽沈战役”的营口主战场，
全面开启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的百年港
城新篇章。

3个投资超百亿元的新能源产业项目，完成投
资额像一支向上的红箭，逐月攀升；投资十几亿元、
几十亿元的多个新兴产业项目、传统工业改造项目、
工业产业园项目也如火如荼建设，一周一个形象。

今年前5个月，营口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1.6%，总量和增速均位列全省第三。项目建设不断
夯实营口市实施三年行动的基础，亮出振奋精神、凝
聚士气、提振信心的开局利剑。

谋求新突破，是对既往状态的超越，是向新目标
的冲刺。衔接“十四五”发展目标，未来三年经济增
长超过全省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自我加压，营口市
努力在辽宁全面振兴中争先进位。

谋求新突破，需要统筹规划，全面推进。突破，
是阵地战，也是总体战；是攻坚战，也是协同战；是
决胜战，也是持久战。聚焦推动经济增长，投资、
消费、外贸“三驾马车”并驾齐驱；聚焦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工业、服务业、农业“三次产业”共同发
力；聚焦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国资、民资、外资“三
资齐上”；聚焦发展新动能，夯实科技、教育、人才
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全域开发开放，“两核
两带”一体发力；聚焦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坚定信
心、捍卫荣誉、全力冲刺；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稳就业、强保障、优生态；聚焦建设更高水平的“平
安营口”，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

谋求新突破，需积厚成势，久久为功。连续几年
的春节后首个工作日，营口市都召开项目建设动员
大会，谋划部署推进全年项目建设。今年上半年，营
口市新签约项目总投资超过400亿元。投用一批、
开工一批、签约一批、储备一批，形成正向累积；强化
责任担当，以月保季、以季保年，以首战之年保三年
行动，持续加压，确保开局精彩、持续飘红。

谋求新突破，既需要激情，也需要凝心聚力，做
好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抓牢央地合作机遇，推进
市场化改革，营造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氛围，激发振兴
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
敢投。持续打造便捷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透明的
法治环境、蓬勃有序的市场环境和宜居宜养的生态
环境。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建设辽河文化产业
带，夯实开放平台。争创全国文明城市，提升城市品
质，凝聚民心、激发民力。

谋求新突破，是转变作风、强化服务的新考
场。建立市级领导帮扶重点项目机制，千名干部下
沉一线，为企业和项目纾困解难。以“放管服”改
革为核心，全面开展“办事不找关系 用权不图好
处”清风窗口建设，推动市县两级政务服务大厅管
理、功能、服务、效率实现“四个统一”。再造流程，
促进行政审批提质增效。

谋求新突破，来自坚定的信心和决心，来自时代
赋予的力量。大干三年、奋斗三年，真抓实干、埋头
苦干，奋力实现率先突破。确保今年固定资产投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分别增长10%、7%和
7.2%以上。强工业、稳农业、做优服务业，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抓经营主体，今年年底突破30万户。
抓科技创新，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雏鹰
瞪羚企业数量今年分别增长40%、25%、40%。抓开
放合作，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和辽河文化产业带
建设。抓民生福祉，持续补齐教育医疗短板，保持社
会稳定。抓党的建设，扎实开展主题教育，一刻不停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今年的端午假期，营口市迎来了大规模旅游热潮。
据统计，全市共接待游客79.57万人次，同比增长91.4%，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74亿元，同比增长89.6%。

假日期间，营口市各大旅游景区游人如织、热闹非
凡。鲅鱼圈区夏季文化旅游体育推广活动暨“银霞杯”
2023营口鲅鱼圈铁人三项赛在望儿山景区举行。赛事
经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认证为C级赛事，吸引了来自
4个国家的300余名运动员参赛，在推进“体育+旅游”融
合发展的同时，打造鲅鱼圈“运动之城”新名片。辽宁团
山国家级海洋公园举办“一见‘粽’情 拾趣北海”活动，通
过举办传统汉服秀、国风古典舞、投壶等活动，吸引广大
游客入园游玩。3天假期，营口市重点监测的12家景区，
共接待游客50.69万人次，其中以滨海旅游度假区、辽宁
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仙人岛白沙湾黄金海岸为代表的
滨海景区接待游客达31万人次，以奕丰天沐温泉度假酒
店、虹溪谷旅游度假区等为代表的温泉度假区接待游客
超万人次，以赤山、青龙山、蟠龙山、望儿山等为代表的山
川沟域景区接待游客1.8万余人次，西炮台遗址接待游客
达3.5万人次，万达广场、财富广场等商超客流量达20万
人次。

近年来，营口市以辽河文化产业带和“港产城”融合
发展战略为依托，全力打造环渤海休闲旅游中心，确立

“两核三带四组团”旅游发展格局，聚焦“河海泉城，休闲
营口”旅游总体形象，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文化旅
游深度融合发展总思路，以全面振兴新突破为目标任务，
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开展对外宣传推
广，夯实行业发展基础，实施文旅消费促进，扶持产业复
苏发展，助推城市全面振兴。

旅游业市场快速恢复，是营口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为充分发挥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的“稳定
器”作用，努力构建优质高效、布局优化、竞争力强的现代
产业体系，为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首战告捷奠定坚
实基础，营口市多措并举、协同发力，共同推动服务业发
展再上新台阶。一季度，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实现169.9亿
元，同比增长6.7%。

良好的开局为推动全市服务业突破发展奠定了基
础，增强了信心。眼下，营口市正按照国家、省确定的推
动服务业发展各项重点工作任务，抢抓机遇，促进服务业
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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