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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之年，攻坚之战，是全力
以赴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实现
全面振兴新突破的关键之战。

攻坚，意味着要啃的都是“硬
骨头”。首战之年，在徐大堡核
电、中化扬农大型精细化工、兴城
抽水蓄能电站三大新建项目的有
力支撑下，葫芦岛交出一份振奋
人心的首战答卷。今年，葫芦岛
又该如何破局，何以攻坚？

事不畏难，行不避艰。接续
首战告捷的激奋坚持不懈，攻坚
之战打响后，葫芦岛厘清攻坚方
向，找准突破关口，以“拼”的姿
态、“抢”的劲头、“闯”的胆略，向
着连战连捷奋力冲刺。

全力以赴做强“存量”。葫芦
岛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围
绕基础化工及精细化工、清洁能
源、有色金属、船舶机械等优势产
业打造八大产业集群。充分发挥
锦西石化、锌业股份、西门子等龙
头企业作用，培育多类别、多品种、
长链条产业集聚区，壮大产业规
模，提升智能化、数字化水平，加速
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产业链向上下
游延伸，形成一二三产协同发展的
新格局。重点产业的穿“点”成

“链”，聚“链”成“群”，集“群”成
“势”，为攻坚集聚澎湃动能。

千方百计扩大“增量”。葫芦
岛市将项目招商落地纳入今年的
攻坚目标中，围绕八大产业集群
的重点项目，明确招商路径，完善
产业链招商图谱。建立领导干部
包保责任制，招商中心班子成员
对县（市）区、开发区一对一包保，
专业科室对各地区项目点对点帮
扶，举办招商技能培训班，补齐短
板，打造出懂产业、懂政策、懂服
务的招商队伍。“请进来”“走出
去”活动密集开展，全市新签约项
目215个，同比增长60.45%；全市
实际到位内资 146.55 亿元，同比

增长18.89%。
持之以恒激活“变量”。今年

春天，热播剧《乘风踏浪》为葫芦
岛带来一波流量热潮，文旅市场

“淡季”变“旺季”，兴城泳装热搜
不断，让以重工业起家的葫芦岛
初展网红城市风姿。“爆火”并非
偶然，十年磨一剑，一朝露锋芒，
葫芦岛咬定城市转型发展不放
松，一届接着一届干，一手持续做
强泳装产业，一手不懈找寻流量
引爆“风口”，这才有了“乘风踏
浪”的厚积薄发。本着对城市转
型发展的执着追求，今年以来，葫
芦岛市聚焦碳酸锂、石墨烯以及
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积极对接
高校及科研院所，依托东戴河“带
土移植”转化中心人才引育和科
技成果转化，凝聚产学研创新合
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
发展新“变量”不断涌现。

攻坚克难，成事在人。连续
两年项目建设冬春“百日攻坚”的
连战连捷，葫芦岛市干部说到做
到的战斗力执行力展露无遗。深
入开展“领导干部进园区、服务振
兴新突破”专项行动，围绕项目建
设派驻精兵良将，并把重大项目
作为考察、选拔干部的主战场，变

“伯乐相马”为“赛场选马”，在服
务项目建设的同时发掘和培养优
秀干部，让实干力量在项目一线
淬火成钢。通过项目看服务、看
作风、看担当、看干部，对106名在
重大经济建设项目中实绩突出的
干部进行提拔和进一步使用，“用
好一人，激励一片”，如今干部队
伍愈加有干劲、有奔头、有希望。

雄关漫道，步履铿锵，半程已
过，势头不减。在全面振兴新突
破三年行动攻坚之年攻坚之战
中，凭借着这种精气神，这种执着
劲儿，葫芦岛定将在辽宁全面振
兴新篇章中继续展作为、建新功。

强存量扩增量活变量
冲刺连战连捷

翟新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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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绿”转身
挺进发展新赛道
本报记者 姜 帆

盛夏的午后，走进锦西天然气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放眼望去，厂区内
花团锦簇，绿意盎然，空气中弥漫着
淡淡的花香，吃过午饭的工人们在厂
区外的树丛中漫步消食，享受优美的
绿色环境……

提起化工厂，人们总能联想到滚
滚浓烟和刺鼻的气味，“这些在锦天
化公司早就是过去式啦！”公司副总
经理张晓晖告诉记者，作为我国第一
个以海底天然气为原料的大型化肥
生产企业，锦天化公司从创立至今已
有30年历史。近年来，公司秉持“节
能降碳、绿色发展的理念”，积极实施
节能、环保改造，实现了清洁生产。

2022年锦天化公司耗资1600余
万元对造粒塔放空尾气进行高效净
化处理，采用国内首创的氨、尘、水气
一体化干法除尘系统，配备高效催化
和过滤装置、全自动水循环式物料回
收系统及风量调节系统，将尿素造粒
塔 排 放 废 气 中 颗 粒 物 浓 度 降 到
10mg/Nm3以下，远低于 120mg/Nm3

的现行标准要求，全面实现了超低排
放，除尘效率已进入全国领先水平。

同时，锦天化公司不断加强技术
攻关，发展循环经济，通过尿素造粒
塔粉尘回收、仪表蒸汽伴热冷凝液集
中回收等多项节能环保技术改造项
目，每年为公司创效约320万元，推动
企业向着高端化、精细化、循环化、绿色
化不断迈进。2023年，锦天化公司荣
获“国家级绿色工厂”称号，今年，在葫
芦岛市公布的第一批“无异味企业”名
单中，锦天化公司同样榜上有名。

“能取得这些‘绿色成绩单’，离
不开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帮助。”张晓
晖说，在治理大气污染以及开展“无
异味企业”创建工作方面，葫芦岛市

生态环境部门做了大量工作。一方
面通过加强对工业企业的排放监管，
严格执行环保标准，促使企业进行技
术升级和设备改造，从源头上减少了
污染物的排放；另一方面他们深入企
业帮扶指导，为企业提供相关的技术
支持和政策解读，协助企业制定科学
合理的治理方案，为企业的发展提供
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近年来，葫芦岛市坚定不移走生
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
路，增强产业“含绿量”，提升发展“含
金量”。

着力发展绿色清洁能源。葫芦
岛市集约高效用好风、光等资源优
势，抢抓“双碳”战略机遇，乘势而上、
力开新局，加快发展风电、光电、核电
等清洁能源，建设风光火核储一体化
能源基地，倾力打造五百亿级清洁能
源产业集群。

推动石化产业转型升级。在全
省率先开展“无异味企业、无异味园
区”创建工作。邀请中国环境科学院
等专家对全市涉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企业把脉问诊、对症开方，帮助企业
找痛点、通堵点、破难点，为 52 家重
点企业科学制定“一企一策”整改方
案，明确整改措施、时限和责任人，清
单化推进问题整改。已累计完成 88
个问题的阶段性整改。

一组数据见证着葫芦岛市绿色
低碳发展的成效：今年1月至5月，葫
芦岛市空气环境质量综合指数4.28，
同比改善 12.5%，改善幅度全省排名
第2位；空气质量优良天数124天，同
比改善 11.4%，改善幅度全省排名并
列第 3 位；PM2.5 浓度 38.2 微克/立
方米，同比下降 14.5%，改善幅度全
省排名第3位。

①葫芦岛海滨鸟瞰。
本报特约记者 田 嘉 摄

②葫芦岛港作业忙。
本报特约记者 王 野 摄

③紧张生产中的中船风电。
本报特约记者 田 嘉 摄

④施工中的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徐大堡核电项目。
受访企业供图

“千百亿”产业集群崛起“六个城市”建设加速

葫芦岛：在攻坚之战中勇担当建新功
本报记者 姜 帆

提速攻坚战正酣，千帆竞发势如虹。
三年行动攻坚之战打响以来，葫芦岛

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
全面振兴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
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锚定辽宁新时代“六地”目标定
位和葫芦岛打造“六个城市”（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城市、创新引
领和央地合作示范城市、先进制造业基地城市、现代化大农业
发展特色城市、高品质文体旅目的地城市、区域性高水平开放
合作先行城市）部署，以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为总牵
引，践行“项目为王”理念，扎实推进“一通道六基地”（融入东
北海陆大通道，全省清洁能源基地、精细化工产业基地、有色
冶金和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京津冀科研成果产业化基地、旅游
休闲目的地、绿色农产品供应地）和基础化工及精细化工千亿
级产业集群及清洁能源、有色金属、船舶机械、战略性新兴产
业、泳装服饰、文旅康养等百亿级产业集群建设，以项目建设
的新成效，打好打赢攻坚之年攻坚之战。

截至7月15日，葫芦岛市计划实施的605个重点项目中
有 459 个项目实现开复工，总投资 1974.5 亿元。1 月至 5
月，葫芦岛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4%。

●项目建设持续发力。上半年，全市共有445个重点项目实现

开复工，总投资1968.5亿元。其中，新开工项目166个，总

投资 128.8 亿元。一批重点项目实现开工，包括大唐葫芦岛

连山25万千瓦风电项目；葫芦岛连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6 万吨80/20 二硝基甲苯（DNT）项目；中船风电兴城2 号

项目。

●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围绕散煤、工业废气排放、移动源管控、面

源污染、挥发性有机物治理、二氧化硫整治、重污染天气应对、基

础能力治理等“八项重点任务”，深入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扬

尘治理、二氧化硫高值问题整治。1月至5月，葫芦岛市空气环

境质量综合指数为4.28，同比改善 12.5%；全市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 124 天，优良天数比率为81.6%，同比改善 11.4%。

葫芦岛水环境质量综合指数3.99，11个国考地表水断面水质

全部达标，优良水质比例100%，兴城河、连山河、五里河、狗河

等4条入海河流总氮浓度同比去年平均下降9.5%。

●科技动能持续释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制定出台《关于鼓

励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支持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具体措

施》等强有力举措，上半年发放奖金401万元，奖励30家科技

创新中小企业；开展科技专员服务企业“千人进万企”活动，上半

年全市新注册科技型中小企业 10 家，注册总数达到311家。

推进实质性产学研联盟活动常态化，上半年新备案产学研联盟

10个，全市共备案实质性产学研联盟134个。持续开展科技

招商、“百家企业院所进葫”活动，组织科技招商“鹊桥会”12
次，对接先进金属材料涂镀国家工程实验室等20余家国家级

平台，与中孵高科（北京）等10余家产学研单位确立合作关系。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深化“综合窗口”改革。设置“无差别综合

窗口”，实现19个部门491个事项的无差别受理，共受理办件

336 件，统一发证87 件。持续巩固“一件事一次办”工作成

效，截至目前，全市“高效办成一件事”已累计办件66934件，

“义务教育入学一件事”被辽宁省选为“高效办成一件事”典型

示范案例。建设“福易办”数字政务门牌，实现市县两级 730
个政务服务事项在线查看。

●市场活力持续增强。上半年全市新登记各类经营主体19738
户，同比增长13.63%，全市实有各类经营主体达293296
户。印发《2024年“乐购滨城 惠享美好”促消费系列活动方

案》，抢抓节日消费节点，以汽车、家电、商超百货等消费领域为重

要支点，累计组织全市商贸企业开展“龙年迎新春年货大集”“春

季服饰节”“3折消费月”等促销活动135场次，全市消费氛围明

显好转，市民消费热情持续提升。 本报记者 姜 帆 整理

⑤兴城泳装设计大赛。
本报特约记者 田 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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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强”字牌
上项目夯实攻坚“硬支撑”

6 月 18 日，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徐大堡
核电项目 4 号机组顺利实现穹顶吊装就
位，3号、4号机组全部进入设备安装阶段；
同日，国网新源辽宁兴城抽水蓄能电站水
库工程开工动员大会召开，项目主体标段
开工，项目建设也取得重大突破；7月3日，
扬农大型精细化工项目一期一阶段也开始
投料试生产，为投产进行最后冲刺……

高质量项目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
稳定经济运行的“压舱石”，更是葫芦岛市
打好打赢攻坚之战的“法宝”。

今年以来，葫芦岛市围绕基础化工及
精细化工、清洁能源、有色金属、船舶机械、
战略性新兴产业、泳装服饰、文旅康养等八
大产业集群建设，全力谋项目，推项目，全
年谋划605个5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其中
亿元以上项目225个。

为了让“战略图”变成“实景图”，葫芦
岛市启动了2024年“百日攻坚”行动，吹响
了攻坚之年攻坚之战的冲锋号。葫芦岛市
建立高频调度机制，市委主要领导每月一
调度，市政府主要领导每周一调度，市委常
委、副市长分片包保，分兵把口，各地区各
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每周两调度，围绕项目
前期的有关问题，逐个项目调度、逐个问题
解决。各地区创新工作方式方法，盯前期、
抓重点、强领导、抓落实，全力以赴推进项
目前期手续加快办理。市直各部门充分发
挥职能作用，深入项目现场，主动上门服
务，在项目立项、环评、用能、用地、用电、资
金等方面集中攻坚，建立环评审批绿色通
道，采取“容缺+承诺制”办理模式，实现

“一次申请，两证同发”，全力推进“拿地即
开工”。

截至 6月 30日，纳入“百日攻坚”清单
的200个重点项目中，已有174个项目完成
攻坚目标，其中166个办结全部前期手续，
122个项目已开工。

同时，围绕八大产业集群的重点项目，
葫芦岛市明确招商路径，完善产业链招商
图谱，大力开展“走出去”“请进来”活动，实
施驻点招商、以商招商、产业集群招商、产
业链招商，全力谈项目、抢项目。组织经贸
代表团赴新加坡开展招商活动、举办经贸
合作洽谈会；开展上海、江苏常州、北京、天
津、四川、重庆招商活动……精准招商成效
明显，新签约项目大幅增长，上半年，全市
新签约项目215个，同比增长60.45%，项目
计划总投资425.07亿元。

大项目有序接替、好项目梯次跟进、新
项目投产达效的良好态势尽显。

打好“活”字牌
兴文旅增添攻坚新动能

7 月 4 日，兴城海滨人头攒动，百余名
旅游账号博主受邀齐聚兴城体验采风，一
部部手机、一架架无人机向网友们展示着
古城600年的厚重历史和兴城海滨的醉人
风光。

上半年，电视剧《乘风踏浪》的热播，让
兴城这个滨海小城热度“爆表”，也让葫芦
岛文旅产业乘风而上，提前一个多月开启

“人山人海”模式。5月，中央电视台《三餐
四季》栏目组来葫芦岛市，央视著名主持人
撒贝宁、奥运冠军邓亚萍来葫“逛吃”，再为
葫芦岛文旅市场的“火”添了一把“柴”。

借势而上，葫芦岛市按照电视剧还原
剧中场景，打造滨海网红旅游栈道，“宠粉”
服务获赞无数。今年以来，全市共举办精
品体育赛事 38 场，直接参与人数 1.1 万余

人，吸引域外游客超 10 万人；开展元宵迎
春狮子灯会、首届海鲜火锅节等活动6场，
全面推动“引客入葫”。

年初以来，葫芦岛市加速推进文旅融合
发展，立足资源禀赋，围绕“北方黄金海岸，
四季康养胜地”的品牌发展定位，打造“文旅
产业集群”，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深入构建

“双线引领、多点支撑”的产业发展布局，推
进文旅产业快速燃爆、深度融合、高质量发
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以文旅“一业兴”带动经济“百业旺”。

推动产业升级。今年，葫芦岛市谋划
实施文体旅项目 18 个，总投资 49.4 亿元。
绥中县九门口长城博物馆正式开馆；总投
资 3.5亿元的兴城海螺湾文旅渔业综合体
项目已开工建设；九门口长城景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创建工作正式启动，总投资1.3
亿元的璟点文体旅融合发展综合体项目成
功签约。

开发文旅资源。全方位整合“城、泉、
山、海、岛”优质资源，推出葫芦岛春季、夏季
全域旅游线路以及红色、乡村等精品旅游线
路20条。葫芦古镇、首山等景区入选省文旅
厅《春季旅游宝典》，觉华岛菊花街道南村入
选文旅部“乡村四时好风光”之辽宁“蝉鸣暑
气盛 滨海避暑忙”旅游线路。

优化市场环境。制定《葫芦岛市旅游
市场秩序和安全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成立
工作专班，重点整治“不合理低价游”“黑
社”“黑导”“欺客宰客”等违规违法行为，全
面优化文旅产业发展环境。

1月至5月，葫芦岛市累计接待旅游人
数 1198.7 万人次，同比增长 88.64%，综合
旅游收入74.5亿元，同比增长187.31%。

从城市到乡村、从海滨到山区、从景区
到农家院，文旅之风劲吹，全域旅游发展进
入“快车道”，全域全季全时文旅消费氛围

浓厚。

打好“优”字牌
优环境提升攻坚“软实力”

“以前办这些事儿，我得楼上楼下折腾
好几趟。现在有了‘无差别受理’综合窗
口，可以一窗办结，老方便了！”近日，葫芦
岛市滨海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的代理
人黄女士，在葫芦岛市政务服务中心新设
立的“无差别受理”综合窗口，一次性办理
了“药品经营许可证变更”“医疗器械变更”
和“医疗器械经营变更备案”，并在综合出
件窗口一次性拿到所有办理结果。

今年 3 月，葫芦岛市推行“无差别受
理”综合窗口改革，按照“前台综合受理，后
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件”的模式，在市
政务服务中心设置 7 个“无差别综合窗
口”，实现19个部门491个事项的无差别受
理，市县两级全面实现“无差别综合窗口”
试运行。

通过打造“无差别一窗通办”，实现政
务服务由单一业务办理窗口向“全科无差
别受理”综合窗口的转变，只需进一道门、
取一个号、跑一个窗口，企业群众就可以办
理多个事项。同时，建立企业服务专区，为
企业提供撮合对接、帮办代办、信息发布、
咨询引导等增值服务。

葫芦岛市进一步完善精准涉企服务体
系，建设“福企通”企业服务平台，构建四大
管理模块、一套全流程监管、一套领导移动
端、一套数据可视化、一套统一门户的

“41111”总体架构，为企业提供精准服务。
以“项目管家”为服务载体，进一步延

伸服务触角，发挥综治网格员、基层社区
（村、镇）基层工作人员的优势，组建一批
分布广、经验多的公共管家队伍，为中小

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供点对点精准服
务，目前全市管家队伍已达 6229 人。“项
目管家”积极探索服务企业发展新模式，
建立项目建设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围
绕项目从手续办理到调试生产，紧扣项
目谋划、审批、开工、建设、投产全流程，
通 过 主 动 沟 通 联 系 ，帮 助 企 业 解 决 问
题。在项目建设和企业生产过程中，“项
目管家”化身“店小二”“急郎中”，为企业
量身定制专项服务内容，通过“一对一”精
准、高效服务，助力企业按下发展的“快捷
键”。今年以来，“项目管家”
为企业服务2924次，推动解决
疑难问题4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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