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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似火的夏日，资本注入辽宁、
项目扎根辽宁的热度也在攀升。

在沈阳，新的模式正在创建：沈阳
首府核心片区在上海市举行投资促进
推介会，皇姑区首次聘任 4 位企业家
代表作为上海站“招商大使”，力求以
商招商、以企引企。

在大连，新的动能正在积聚：第25
届中国海外学子（大连）创业周人才洽
谈会上，一批重大项目集中签约，总投
资达 114.6 亿元，覆盖软件信息服务、
智能制造、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

在锦州，新的蓝图正在展开：当地
举行央企合作交流座谈会，62家央企
的 122 位企业家代表齐聚一堂，17 个
合作项目集中签约，合作方包括中国
石油、中国海油等业界巨头。

不同地区、不同产业，折射出相同
现象：外界对辽宁的预期持续改善，

“辽宁引力”正在不断增强。
今年以来，全省招商引资战线深

入贯彻落实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
有关要求，将招商引资作为促发展的

“驾辕马”、稳增长的“动力源”，全力以
赴搭平台、促对接、谈项目，“抢”项目、

“备”项目、“帮”项目，不断夯实高质量
发展“底盘”，为打好打赢三年行动攻
坚之年攻坚之战提供有力支撑。

数字刻录着“辽宁磁场”的强度：
省商务厅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全省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 5680
亿元，同比增长14%，目前已完成全年
目标任务的62.7%。

重大项目支撑作用显著。今年上

半年，全省共有 3949 个内资项目到
资，实际到位资金5589.7亿元，同比增
长 15.8%。其中到资 1 亿元以上项目
1027 个，到位资金 4615.4 亿元，同比
增 长 16.4% ，占 全 省 总 额 比 重 超 过
80%。近年来，我省重点开展央企及
头部企业招商行动，聚焦央企及世界

“500强”、中国民企“500强”等头部企
业在资金、技术、资源方面优势，谋划
高质量新项目，吸引央企、外企、民企
在辽宁沿着产业链条加速集聚。

重点区域投资稳步增长。从引进
内资的资金来源分布看，上半年，我国
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
作为省外资金主要来源共到资3937.9
亿元，同比增长 10.2%，占全省总额的
比重超过 70%。近年来，我省致力于

深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这
一数据也表明连续多年在当地开展的

“辽宁招商引资促进周”已经成为宣传
辽宁、吸引投资的有效手段。

各地招商奋力实现“双过半”。上
半年，按照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全省招
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增长10%左右”的
目标任务，全省已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的62.7%。全省14个市均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的50%以上，实现时间过半、任
务过半。在引进内资方面，从地域分
布看，上半年，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到资
2678.7 亿元，同比增长 18.7%；辽宁沿
海经济带到资 2610.5 亿元，同比增长
11.7%；辽西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先导
区到资653.1亿元，同比增长21.5%。

（下转第二版）

上半年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同比增长14%

项目加速集聚 引力持续增强
——透视辽宁经济“半年报”⑤

本报记者 董翰博

本报讯 记者刘乐报道 近日，省委全面
依 法 治 省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印 发《关 于 建 立 县

（市、区）党政主要负责人推进法治建设重点
项目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 110 个 2024
年度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人包保法治建
设重点项目，要求各地区充分发挥“关键少
数”示范带动作用，推动各级领导干部自觉运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
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打通法治建
设痛点、堵点、难点，创造稳定、透明、规范、可
预期的法治环境，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提
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2023年，全省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人包
保完成了 131 个法治建设重点项目，实实在在
解决了一批法治建设重大问题及人民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在夯实法治建设根基的同时，更加精
准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提升了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024年度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人包保
法治建设重点项目工作坚持抓牢“关键少数”、
践行法治为民，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思维，坚持
以点带面、深耕细作，坚持从依法化解重大信访
问题、依法防控重大风险、依法推进法治重大工
作、全面推进法治领域重要改革、加强法治基层
基础建设等工作中承担项目，从中央依法治国
办市县法治建设督察及省级法治督察反馈的问
题中认领项目。经过多轮项目申报、审核，最终
确定 110 个重点项目。其中，建立机制或平台
类 8个，解决涉法涉诉纠纷类 29个，专项治理、
专项行动类 21个，重点工程项目类 30个，解决

“办证难”“保交楼”等民生难题类22个。
省委依法治省办要求，各级党委法治建设

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要将推动法治建
设重点项目，作为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
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的重要内容，加强上下
联动，统筹推动指导，定期开展集中调度，及时
听取项目进展情况汇报，主动协调解决项目推
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督促项目有效落实。要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工
作成效的根本标准，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地域行业实际，尽力而为、量力
而行，科学安排项目实施，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把项目办实、办
好、办到位，严防走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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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胡海林报道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农科院
组织相关专家及时对农业生产形
势作出判断，有针对性地提出防灾
及灾后生产恢复技术服务预案，形
成《农业防灾减灾科技指导预案》

（以下简称《预案》）并下发，要求各
地结合实际，按照《预案》指导内
容，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指导防灾
减灾工作。

据介绍，制定《预案》旨在有效
应对自然灾害影响，最大限度地减
轻洪涝灾害损害，充分发挥科技对
稳粮保供、减损增效的重要作用，
保障农业生产安全，促进农村生产
稳定发展。《预案》服务的内容包括
大田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和
养殖水产四大类 20 个品种，如水
稻、高粱、中药材等。

为使农业防灾减灾取得实效，
《预案》制定突出了精细，针对不同
作物在生长周期可能遇到的涝灾、
风灾、雹灾、常见病及灾后虫害等，
列出了具体的防治方法以及用药
用肥剂量。每个品种防治方案上，
还附上相关专家的联系方式，以便
种植养殖户、基层农技员及时向专

家寻求解决办法。
从《预案》中可以看到，涝灾

是农作物常见的灾害之一。其对
作物的负面影响多集中体现在土
壤含水量长时间处于饱和状态，
容易导致作物根系处于缺氧环
境，严重影响作物生长发育，进而
影响产量和品质。以玉米为例，
根系在水中浸泡超过 3 天即会导
致严重减产。若花生发生渍涝，
也要求在 3 天内排除积水地块内
积 水 ，建 议 根 据 积 水 情 况 和 地
势，采用排水机械和挖排水沟等
办法，尽量减少田间积水时间，
降低土壤湿度，促进或保持根系
活力。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提
醒，当前正是玉米、水稻等多种作
物的生长关键期，各地要及时组织
做好防灾工作和灾后指导，安排技
术指导组深入重点地区开展技术
指导服务，帮助研究解决问题，最
大限度减轻灾害影响和损失，保障
农业生产安全，促进农村生产稳定
发展。同时，要随时跟踪天气变化
形势，加强信息沟通并做足防范准
备，避免灾害损失扩大。

我省印发《农业防灾减灾科技指导预案》要求

深入田间地头 助力减损增效

本报讯 记者刘大毅报道
8月5日，记者从沈阳海关了解到，
今年上半年，沈阳市外贸进出口总
值首次突破 700 亿元，达 714.5 亿
元，创历史同期新高，与去年同期
相比（下同）增长 5.4%。其中，出
口 260.8 亿 元 ，增 长 2.4% ；进 口
453.7亿元，增长7.2%。

从贸易方式看，上半年，沈阳
市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546.3亿
元，增长10.5%，占同期沈阳市进出
口总值的（下同）76.5%，占比较去
年同期高3.5个百分点；以加工贸易
方式进出口137.4亿元。

从企业性质看，外商投资企业
进出口居首，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
进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沈阳市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516.8 亿元，
占 72.3%；民营企业进出口 137.2
亿元，增长 29.9%，占 19.2%；国有
企 业 进 出 口 59.3 亿 元 ，增 长
20.4%，占8.3%。

从贸易伙伴看，沈阳市对欧盟
进出口 369.1 亿元，增长 5.3%，占

51.7%；对东盟进出口45.8亿元，增
长 14.1%；对俄罗斯进出口 28.4 亿
元，增长118.9%。同期，对美国、韩
国和日本分别进出口60.3亿元、26.6
亿元和24亿元，合计占15.5%。此
外，沈阳市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
出口283.8亿元，增长14.3%。

从出口商品看，以机电产品为
主，大部分出口商品增长较快。上
半年，沈阳市机电产品出口 195.5
亿元，增长1%，占同期沈阳市出口
总值的 74.9%。其中，电动载人汽
车出口47.5亿元；汽车零配件出口
22.1 亿元，增长 9.3%；电工器材出
口18亿元，增长61.7%。同期，纺织
服装和农产品分别出口6.7亿元和
4.4亿元，分别增长17.8%和6.7%。

从进口商品看，上半年，沈阳
市机电产品进口 381.2 亿元，增长
3.7%，占同期沈阳市进口总值的
84%。同期，农产品、医药材及药
品、钢材分别进口 12.1 亿元、11.3
亿元和 7.4 亿元，分别增长 27.2%、
59%和49.6%。

上半年沈阳外贸进出口总值
首次突破700亿元

重振雄风再出发
——东北以改革创新奋力迈向全面振兴

详见四版▶

盛夏时节，全省各地重大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8月2日，
俯瞰正在建设的沈阳地铁3号
线工业大学站至宁官站区间
段，刚刚铺好的空中轨道蜿蜒
曲折，与周边的厂房、高楼构成
一幅城市美景图。沈阳地铁 3
号线是沈阳首条“空中地铁”，
目前西段 14 座车站主体结构
全部完成，已顺利实现正线短
轨通，预计今年试运行，将进一
步优化城市立体交通格局。

本报记者 赵敬东 摄

沈阳首条“空中地铁”
预计今年试运行

本报讯 记者史冬柏报道 8月
5 日，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
书记李乐成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和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 7月 30日
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
照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政府系
统贯彻落实工作，坚定不移完成全年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研究进一步
做好防汛抗洪救灾、深入推进“双一
流”建设等事项。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结合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按照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部署
要求，有力有序推进各项改革任务。
要抓紧制定改革任务书、时间表、优先
序，坚持小切口破题，细化实化具体改
革举措，抓住具有牵引性的改革，以重
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要吃透国家政
策，积极开拓思路，抓住“两重”“两新”
政策机遇，强化项目谋划、储备、争取，
力争更多项目纳入国家盘子。要不断
扩大消费和有效投资，充分挖掘内需
潜力，稳住大宗消费，培育更多消费新

增长点；深入实施 15 项重大工程，规
范招商引资，加快生产性服务业高质
量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高水
平对外开放。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
产业创新，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
位，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有
力有效支持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发
展。要坚决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全
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兜牢“三保”底
线。要持续改进作风，多进行沉浸式、
解剖麻雀式调研，坚决纠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进一步做好精文减会、统筹

规范督查检查考核等工作，持续为基
层减负。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及张国清副总理在我省
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时的部署要求，
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坚决克服松劲心
态，强化监测预警，深入排查隐患，完善
应急准备，优化水库调度，加强安全管
理，及时转移避险，抓紧灾后恢复重建，
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毫不松懈做好防
汛抗洪救灾工作，（下转第二版）

李乐成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

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研究政府系统
贯彻落实工作及防汛抗洪救灾“双一流”建设等事项

关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决定》明确提出，“既‘放得活’又‘管
得住’”。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
记在处理市场和政府之间关系的改
革方法——“要坚持两手发力，推动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
和风险挑战并存的时期。要紧紧扭
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牛鼻子，
将市场的“无形之手”与政府的“有
形之手”有机统一起来，在高水平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实现两者
的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更好激发全社会内生
动力和创新活力。市场配置资源是
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经济本质上
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决
定》的一系列重要部署，释放了一个
强烈信号——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
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
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
效益最大化。

充分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

主动性，能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克服
市场失灵。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
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决定》对健
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作出部署，提
出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
筹协调机制，彰显了有为政府在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上的重要作用。

“放得活”又“管得住”，坚持两
手发力，推动市场和政府有机结合，
市场更有效、政府更有为，中国经济
航船必能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据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要坚持两手发力
新华社记者 潘 洁

本报讯 8 月 5 日晚，省防汛抗
旱指挥部办公室通报，5 日 6 时至 17
时，全省平均降雨量 3.6毫米，最大降
雨量 70 毫米和最大小时降雨量 50.6
毫米均出现在朝阳市朝阳县清风岭
镇。截至 5 日 17 时，全省 6 条河流水
位超警，其中大型河流 3 条、中小河
流3条。

省防办组织召开调度会商会议，
部署降雨和山洪地质灾害防御、河道
水库巡查排险、城市排涝等工作措
施。根据暴雨预警情况，对 2 个市、6

个县（市、区）、9个乡镇（街道）进行调
度提醒。

省水利厅对降雨地区开展河流行
洪能力、水库纳雨能力分析，并对水库

“三个责任人”和库管员进行履职提
醒。出动监测人员73人次，人工观测
水位261次，报送监测信息205条。省
应急厅继续维持省自然灾害救助Ⅳ级
应急响应，保持应急值守Ⅲ级响应，指
导各地做好灾情统计报送和受灾群众
救助工作。协调调度各级各类应急救
援力量始终保持热备状态，继续协调

多家应急力量在鞍山、丹东、营口、盘
锦等地开展排水作业。省气象局发布
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71 条、20.57 万人
次。省公安厅出动警力4826人次，救
助群众 709 人次，巡查检查重点部位
1393 次。省消防救援总队接报涉汛
警情77起，出动消防人员357人，营救
疏散321人。

连日来，省内各地加大巡堤查险力
度，组织投入巡堤人员上万人，巡查河
堤超1000公里，及时排查隐患和处置
险情，为河道安全筑起一道新防线。

8月5日，巡查人员在鞍山海城市
温香镇郁坨段浑河堤坝发现一处地段
有管涌的风险，温香镇立刻组织人员、
车辆和碎石等物资赶到现场进行封
堵。抢修人员挥舞着铁锹，将碎石装
入编织袋中，再把编织袋搬运到管涌
处进行封堵。当地群众听闻消息后，
第一时间主动来到现场出工出力参加
应急抢险，成为防汛一线上的“最美身
影”。经过抢修人员的连续奋战，险情
得到有效控制，截至发稿时，仍在全力
封堵中。（下转第七版）

不留空档 不留死角

我省万人巡堤查险筑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