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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重大项目建设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营口市加压奋进，坚持以项目攻坚推动全面振兴新突破。
点燃“新引擎”，跑出“加速度”。今年前7个月，营口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5%，高于全省5.9个百分点，

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成效正加速显现，15项重大工程、与中央企业合作重点项目引领带动作用持续提升。

经济质效明显提升，产业结
构不断优化，新动能加快集聚，发
展预期持续向好，干部群众抓发
展、谋突破、促振兴的势头正劲。
这些喜人成绩与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主要领导
抓调度、抓落实密不可分。

企业群众的需求指向哪里，
哪里就是营商环境建设的阵地。

进入 2023 年，营口市紧密结
合实际，充分呼应企业群众关心、
关注的关键环节，聚焦解决经营
主体关切的突出问题，着力营造
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经营
主体获得感，研究制定了《营口市
2023 年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
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
化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提出 50 条改革举措，作为指导全
市政务服务领域改革的纲领性
文件。

据介绍，今年推出的“新 50
条”，总结起来是“5 个更加”。即
更加突出办事方便，让“只提报一
次材料”“一件事一次办”成为常
态。方案明确，要按照分类实施、
覆盖全面、不断深入的原则，持续
推进综合窗口改革全覆盖，全市
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分中心结合
各自实际制定综合窗口改革方
案，切实提供“一窗式”全过程服
务。积极打造“一件事”集成式政
务服务“3.0 版”，把“一件事一次
办”的办事指南同步到 PC 端、手

机端，确保“一件事”办事指南标
准统一、数据同源，今年年底前，
再推出 50 项“一次办”事项，同时
重点打造一批社会关注度高、发
生频率高的精品“一件事”。

更加聚焦数字赋能，让数据
信息多跑路，企业群众少跑腿加
速实现。方案对“电子证照”的应
用和管理进行了明确，对纳入全
市电子证照目录清单的事项，同
步签发电子证照。政府部门核发
的材料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一律免提交，可提供电子证照的
一律免于提交实体证照。强化电
子证照社会化应用，向婚育登记、
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户籍迁移、
就业创业、纳税缴费、不动产登
记、住房公积金及企业登记、经
营、投资和工程建设等领域逐步
覆盖。

更加贴近基层一线，让“人人
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
象”格局日益稳固。方案要求，各
县（市）区、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要带头以申请人身份、工作人员
身份，体验网上办事环节，深入基
层服务窗口，重点查找线上线下
办事流程烦琐、办事指南不规范、
未提供申请材料示范文本，以及
工作人员纪律散漫、服务态度差
等方面问题。进一步提升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基础服务能
力，做好专业知识库的管理和维
护，做到及时响应群众诉求；增强

政务服务热线投诉处理能力，设
立营商环境投诉接听专线，实现

“接诉即办”；强化政务服务热线
数据分析能力，为政府科学决策
提供数据支撑。

更加注重服务效能提升，让
企业群众满意度获得感成为航向
标和指挥棒。积极打造企业办事
一站式服务模式，建立服务企业
帮办代办队伍，围绕企业开办、涉
企经营、工程建设审批领域，根据
不同的办事需求，提供“导办咨
询”“私人定制”“帮办代办”等差
异化服务，做到简单事项指导网
上办、掌上办，多部门联办事项

“一件事一次办”，跨层级、跨区域
事项全市通办。

更加注重作风建设，让“办事
不找关系，用权不图好处”得以贯
彻始终。集中开展清风窗口专项
行动，坚持以窗口服务突出问题
整治为突破口，以提升政务服务
质效为抓手，树立“办事不找关
系，用权不图好处”理念和规则意
识。在各级政务服务中心采取每
日专人巡查、驻厅单位互检互查、
社会力量监督、新闻媒体监督、专
责机构明察暗访、效能监察系统
网上巡察等方式，加大对窗口人
员工作纪律、工作作风的监督检
查力度，对于发现的问题及时通
报，情节严重的严肃追究问责。

今年上半年，营口实现了主
城 区 政 务 服 务 事 项“只 进 一 扇
门”，开创向乡镇赋权试点经验30
余项，打造“12345+网格”基层矛盾
调处新方式，落实21个“一件事一
次办”的改革举措，评选首批 127
个“清风辽宁政务窗口”，全市营商
环境建设质量和效率显著提升。

为助推经济稳步增长、提质
增效，今年，全市启动“领导干部
进园区进企业 服务振兴新突破”
专项行动，1182 名领导干部对接
1144 个项目企业，收集企业诉求
867个，推动办结 579个，288个正
在推进中。31名市级领导带头精
准帮扶 33 个重大项目，推动惠企
政策直达企业，以贴心服务为项
目建设保驾护航，确保项目建设

“零干扰”“无障碍”，为全市经济
发展夯基础、蓄动能。

聚焦经营主体关切 着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营东新城是营口市老边区的
新城区，路南镇崔家席坊村是新城
的城中村。部分居民已经动迁，年
轻人大多出去打工，“留守”的都是
年龄偏大的“户主”。村里没资源，
村民没心气儿，这让崔家席坊村过
去一直没啥存在感。

变化从2021年渐次开始。
驻村“第一书记”王志斌告诉

记者，要想彻底改变崔家席坊村的
面貌，必须有强村富民的项目，让
班子有实实在在的抓手，让村民有
可预期的奔头。

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市民的“菜
篮子”。王志斌利用休息时间去逛

集市、搞调研，发现营东新城周边
没有大集，崔家席坊村与营东新
城、营口主城区零距离……经过多
次咨询土地局、市执法局、动迁办、
镇政府的政策和意见后，和村“两
委”班子达成共识：建大集。

建大集，村集体拿不出钱。王
志斌协调租用村里土地的一家企
业负责建大集，工程款用企业拖欠
村里的租金抵顶，不足部分，由村
里成立的大集经营公司逐步偿
还。大家齐心协力，不到 20 天时
间，4000多平方米的场地硬化平整
完毕，用地手续、经营许可全部办
理妥当。

2022年1月25日，农历牛年腊
月二十三小年，沉寂多年的崔家席
坊村热闹非常。新鲜的豆芽、自家
养的笨猪肉、热腾腾的油条……这
一天，是崔家席坊村的营东大集“开
集”日，附近十里八村的村民、老边
区城镇的居民络绎不绝来赶大集。

趁着大集的热乎气，崔家席坊
村的村干部们今年夏天又在这里
推出了“营东寻味夜市”。每至夜
晚，各种美食、文创、娱乐摊位有序
排开。迎着璀璨的灯光、伴着热闹
的吆喝声，逛夜市的居民边吃、边
逛、边玩、边欣赏，夏季的夜晚，小
镇街市昔日的沉寂已被打破。

营东大集、“营东寻味夜市”的开
发建设，为助推村集体经济发展和乡
村振兴注入了动力、积聚了力量。

如今的崔家席坊村，不仅村民
心气高了，而且村容的“颜值”也一
天比一天亮丽。

去年 6月，村里将爱护环境纳
入村规民约，建立房屋周边环境卫
生负责制，引导村民共同创造干净
整洁、卫生健康的人居环境。与此
同时，村民自发组建了“环境卫生
监管会”，选举 10 名“环境卫生监
督员”，监督员会每天巡视辖区街
道卫生清扫以及村民房屋周边环
境整治情况。村委会每月召开一

次爱护环境卫生评选会，选树身边
维护乡村环境卫生的典型，同时，
对乱扔垃圾的村民予以通报批评。

崔家席坊村党总支书记孙桂玲
告诉记者，为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村委
会建立了“荣誉兑换积分”制度，村
民所获积分可以在村内指定超市换
取礼品。此外，获得过荣誉的个人
将优先得到村里公益性岗位的机
会，借此让全体村民积极参与到乡
村环境提升行动中来。从“获得者”
到“参与者”，村规民约让村民感受
到文明滋润心田，在体验到居住环
境变化的同时，收获满满的幸福感。

崔家席坊村建营东大集拓宽富民路
本报记者 徐 鑫

本报讯 记者徐鑫报道 自 5月1日伏季
休渔期起，营口海警局本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法
理念，严密组织开展海洋伏季休渔专项执法行
动，坚持海陆联动，做到“白天有舰艇、晚上见警
灯”。针对举报类警情多发频发情况，该局多次
组织突击检查，并与海事、沿海安全保卫局等部
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有力震慑了违法分子嚣张
气焰。圆满完成了海洋伏季休渔专项执法行动。

在完善海上打击链条的基础上，该局还通
过边海防公共视频系统、北斗渔船动态监控平台
和近海小目标雷达监测系统对全市各涉渔港口、
码头、自然停泊点和养殖区进行全时全域监管，
严防非法船只靠泊卸货和擅自出海作业，并部署
优势警力密切关注看护船、垂钓船等特殊船舶动
向，特别是针对大马力摩托艇无证捕捞、盗窃销
赃、违规垂钓等情况，该局坚持发现一起、严打一
起，有效维护了辖区海域伏季休渔秩序稳定。

截至9月1日12时，黄渤海海域为期4个月
的海洋伏季休渔期结束，营口海警局共查处各
类违法渔船 87 艘，现场查获渔获物 10 万余公
斤；查处涉嫌涉渔“三无”船舶8艘，非法捕捞水
产品立案3起，涉案金额200余万元。

休渔期查处
各类违法渔船87艘

本报讯 营口市公安局自贸区分局机场派
出所立足岗位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为民服务活
动，为旅客营造和谐有序的出行环境，全力推动

“夏季行动”“平安护航”专项行动走深走实，切
实提升辖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月29日16时许，营口市公安局自贸区分
局机场派出所候机楼执勤室民警接到出行旅客
张某电话求助，称自己身处营口机场4号廊桥，
飞机临近起飞，发现随身携带的黑色双肩包不
见了，该双肩包内装有一副价值两万余元的
OK镜及其配套用品，请求民警帮助。

接到警情后，民警向张某大致询问在候机
楼的轨迹信息，并留下联系方式，安抚张某先乘
坐飞机，避免耽误行程。随后民警调取公共视
频，按照张某提供的信息、口述时间节点及轨迹
信息，运用多个监控角度倒放查询，最终在航站
楼门前球形挡路石发现遗失的黑色双肩包被人
捡拾的线索。民警寻线追踪，经过近两个小时
的工作，终于将丢失背包找到。张某飞机刚刚
落地就接到了自贸区公安分局机场派出所的电
话，得知自己双肩包失而复得，张某激动不已：

“谢谢民警同志，你们真是人民的好警察。”
欧江娇 本报记者 徐 鑫

两小时为旅客找回背包

本报讯 记者徐鑫报道 近日，乡村振兴
题材短剧《我和我的松树村》新闻发布会暨开机
仪式在大石桥市建一镇黄丫口村开机。

该剧主要讲述了单身男青年张凯在县城与
人合伙开摩托车修理铺发生火灾，合伙人被烧
成重伤抢救无效离世后，张凯回村再次创业的
故事。据出品方介绍，该剧以小人物事件为主
线，注重刻画人物之间的情感，讲述村民之间的
幽默、感人、接地气的故事，展现驻村“第一书
记”带领村民一同脱贫致富、振兴山村的风采。
整部剧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情节诙谐幽默，笑
中有泪，是一部融思想性、艺术性于一体的写实
性轻喜剧短剧。该剧的所有演员均是当地的网
红达人，是一部全网红短剧。

乡村振兴短剧
《我和我的松树村》开机

营口时讯 SHIXUN

本报讯 记者徐鑫报道 近年来，营口市
积极探索水土保持新的投资和治理模式，结合
地区实际，培育高效农业，发展“水土保持+”的
小流域经济。

在治理目标上，营口市坚持服务当地经济
发展，服务当地农民致富，服务美丽乡村建设。
在项目选择上，注重资源整合、资金整合和项目
整合。在资金投入上，坚持“争取上级资金、市
级财政补助、社会资本投资、农民投工投劳”四
结合，弥补了资金不足。针对生产建设项目造
成的水土流失，落实主体责任，坚持“谁开发谁
保护，谁造成水土流失谁治理和补偿”的原则，
督促项目单位在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上加大投
入。“十四五”以来，营口市完成了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面积 120 平方公里，涉及 23 个乡镇、18 条
小流域。治理侵蚀沟14条（控制水土流失面积
10.5平方公里）。通过治理，增加了地表植被，
减少了入河泥沙，减轻了洪涝灾害损失，有效推
进生态环境向良性循环发展。

营口在明确责任，完善水土保持长效机制
的同时，严格事中、事后监管，不断提高监督执
法能力。把好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关，督促项目
建设单位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实施各项水
土流失治理措施，以公路、矿山、发电等生产建
设项目为重点，不定期对水土保持方案落实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未按要求开展相关工作的
单位提出限期整改，“十四五”以来，全地区利用
水利部和省水利厅卫星遥感技术，共开展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检查 427 次，有效防止
了人为水土流失的产生；落实项目验收关，明确
生产建设单位主体责任，要求项目建设单位及
时开展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建立营口市水
土保持监督管理系统，安排专人参加省厅培训并
负责系统数据录入工作，做到对已审批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应录尽录，全面规范，实现部、
省、市、县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情况四级联网，做到
对全市人为造成水土流失进行实时监管。

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
理面积120平方公里

营口市坚持以项目攻坚推动全面振兴新突破

点燃“新引擎”跑出“加速度”
本报记者 徐 鑫

营口市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
部署，坚持以项目攻坚推动全面振
兴新突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就
召开了全市推进项目建设攻坚突
破动员大会，确定全年开复工项目
750 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77.2
亿元。

为实现这一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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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推动项目建设
取得更大进展和突破，积极扩大有
效投资，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百年港城大地上涌动
起大项目、大建设、大跨越的澎湃
活力，全市上下全面掀起项目建设
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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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化天然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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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与中央企业合作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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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港产城”融合发
展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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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前7个月，全市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 306.9 亿元，同比增长
9.5%。续建项目完成投资195.4亿
元，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 111.5 亿
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
220.6亿元，占比71.9%。

锚定目标加压奋进
让项目建设热潮澎湃涌动

在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作
为国家及辽宁省“十三五”能源发
展规划的重点示范项目，中交营口
LNG（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工程储
罐桩基开工建设，标志着该项目各
项建设步入快车道。

在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这里
正把深化与中央企业合作作为实
现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首战
告捷的重要支撑，通过建立合作工
作机制，明确重大服务事项清单，
有效推动中核汇能营口储能、晨光
植物提取设备有限公司与中船重
工某所合作研发生产特种设备等
总投资 25 亿元的项目对接洽谈，
为园区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
产业层级、扩大产业规模、引育发
展壮大新动能提供“硬支撑”……

年初以来，营口市委、市政府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
部署，把深化与中央企业合作作
为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首战
告捷的重要举措，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多次作出工作安排，通过
座谈会商、实地拜访等多种形式
积极推动营口与中央企业合作项
目落实落地，项目推进取得初步
成效。15 项重大工程、与中央企
业合作重点项目引领带动作用持
续提升。

总投资 550 亿元的营口海上
风电项目签约后，在电建集团、华
能集团和营口三方共同努力下，项
目前期工作进展顺利，电建集团
已累计投入约 4 亿元，完成测风、
通航等 40 余项专题论证，使项目
达到开工前深度，确保了营口海上
风电项目前期工作位于全国第一
梯队。

下一步，营口将会同电建集
团、华能集团积极推动项目纳入国

家规划及国家深远海海上风电基
地示范项目名单。

总投资 200 亿元的营口新能
源装备产业园项目签约后，电建新
能源公司已组织中咨公司、水规总
院、中南院等公司开展规划编制工
作。同时，积极对接了东方电缆、
山西宝航、中国中车、大金重工等
20 余家行业头部企业，积极开展
产业导入工作。研究制定了园区
产业扶持政策，开展配套码头建设
前期准备工作。目前，电建集团已
和华能集团就共同开发产业园事
宜达成合作意向，确定合作模式、
出资比例等事项，力争项目 2024
年3月底前开工建设……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各阶段与
中央企业合作项目174个，总投资
3080 亿元，2023 年计划投资 148.8
亿元，1 至 7 月份已开工 88 个，完
成投资75.1亿元，占全市投资比重
的24.5%。

中央企业与营口市的合作，不
仅带来了巨额投资，而且带来了央
企的先进理念、技术和人才，在壮
大营口经济总量的同时，也提速了
营口市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发展质
量的进程。

接下来，营口市将进一步加快
重点项目前期工作办理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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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项目建设基础。同
时，继续围绕国家、省重大战略规
划，聚焦央企战略布局和投资方
向，结合自身优势资源，在新能源、
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现代物流
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与中央企业合
作，创造更多合作机会，谋划更多
优质项目，为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
行动首战告捷继续奋战。

深化与中央企业合作
大项目好项目渐次落地

营口金龙集团的智能新车间。 本报记者 徐 鑫 摄

营口市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 本报记者 徐 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