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案》明确，将开展17项重点指标抓落实
专项行动。2019年，辽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与全
国保持同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6.5%左右，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7%，进出口总额
增长7%左右，引进国内外资金增长10%。

2019年，辽宁省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稳定
在 3%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基本

同步，城镇新增就业 42万人，城镇调查失业
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控制在 5.5%左右
和 4.5%以内。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3%左右，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
低3.89%，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环境
空气质量达标率不低于 76.1%以上，PM2.5
平均浓度下降到44微克/立方米。旅游业总
收入增长15%，粮食产量400亿斤以上。

辽宁GDP增速与全国保持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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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大项目中，《方案》提出，推进米其
林沈阳轮胎有限公司增加 600 万条高性能
子午线轮胎扩建项目、东北制药集团维生素
C智能绿化国际工厂建设工程项目、沈阳机
场二跑道项目、沈阳地铁 2 号线南延线、沈
阳地铁 4 号线、沈阳地铁 10 号线、华晨宝马

全新 3 系及 X2 产品建设项目、华晨宝马产
品升级建设项目、沈阳迅行物流京东于洪亚
洲一号项目、东软集团健康产业园二期项
目、沈阳恩斯克优先公司2.5工厂项目、航空
04专项智能制造示范基地项目、沈阳新松机
器人未来城等项目建设。

推进沈阳地铁2号线南延线、4号线、10号线建设

今年我省重点推进百个重大项目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
客户端记者王月宏 实习生王
冠铎报道 近期国际原油价格
延续震荡上涨走势，上调幅度
不断扩大，国内多家资讯机构
预测28日（本周四）晚24时将
迎来年内首个“四连涨”，按照
目前测算幅度，92号汽油每升
上调约 0.24 元，0 号柴油每升
上调0.26元。

卓创资讯测算，2 月 22 日
收盘国内第7个工作日参考原
油变化率为 6.81%，对应汽柴
油上调301元/吨，调价窗口为
2月28日24时，故本轮油价上
调幅度或创年内最大涨幅。

上调预期提振市场，国内
主营成品油品批发价呈现震
荡上涨走势，因此国内主营
成品油批零价差呈现逐渐减
小走势。据卓创资讯数据监
测，目前国内主营 92 号汽油
批零价差为 1524 元/吨，0 号
柴 油 批 零 价 差 为 1104 元/
吨。此外，据卓创资讯了解，
国内主营加油站优惠幅度逐
渐减小。

卓创资讯认为，调价前国
际油价或受地缘政治及减产
协议等消息影响，仍有上行空
间，故卓创预计本次调价幅度
或再次扩大，将有望创年内最
大涨幅。

周四油价
将迎“四连涨”
92号汽油
每升或涨0.24元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张阿春

报道 去年，辽宁省大气优良天数296天，比上年
增加19天。今年，辽宁计划用3到5年把辽河治
理好。县城和城市建成区、工业园区 10吨以上
锅炉全部安装在线监控设施，与生态环境部门
联网。

去年PM2.5、PM10平均
浓度改善幅度均超一成

2018年，辽宁省大气优良天数 296天，好天
儿比例达近年来最高。PM2.5、PM10平均浓度
分别为38微克/立方米、69微克/立方米，同比改
善13.6%、10.4%，改善幅度均超过10%。

辽宁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介绍，2018
年，全省拆除燃煤小锅炉 4536 台，超年度计划
81.2%。沈阳市拆除 420台，基本消灭了主城区
20吨以下燃煤锅炉。

去年全省新增、更新新能源公交车1110辆，
累计超过1.8万辆，全省大多数城市建成区基本
消除了“冒黑烟车”。

今年，辽宁省将继续强力推进雾霾治理，打
赢蓝天保卫战。从污染物来源看，进行“六气
共治”：控煤，有效治理燃煤烟气；治企，有效治
理工业废气；控车船，有效治理车船尾气；降
尘，有效防治扬尘灰气；控秸秆，有效减少秸秆
焚烧烟气；加强餐饮行业监督管理，有效减少
餐饮排气。县城和城市建成区、工业园区 10吨
以上锅炉都要安装在线监控设施，并与生态环
境部门联网。

去年完成 13条重污染河
流的整治工作

去年，辽宁省在 2017 年治理 17 条河流的
基础上，对 27 条河流开展重污染河流治理根

治行动，建立销号制度，实行限期达标，完成
整治 13 条。

辽宁省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全省 86
个“水十条”地表水考核断面中，水质优良的断
面共46个，同比增加1个。

另一方面，辽宁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完
成市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和勘界立
标工作；全省地市级集中式水源地共179个问题
列入国家整改清单，已完成整治 177个，整治比
例为 99%。完成 68 个入海排污口整治，入海排
污口达标排放率由2013年的50.7%提高到2018
年的81.3%。

今年将重点治理辽河、浑
河、太子河等

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称，今年，辽宁将
以辽河、浑河、太子河三大干流和28条重污染支
流河为重点，以全面消除劣五类水质断面为目
标，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城市农村，进
行系统规划，用3到5年把辽河治理好。

同时，打好渤海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计划
到 2020年，全省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保持在
80%以上，其中渤海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类
水质）比例稳定在75%左右。

2019 年，辽宁的目标是全省河流水质优良
比例达到48.8%以上；辽宁省水污染防治目标责
任书中地级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优良比
例达到94.44%以上。全省地下水质量和近岸海
域水质优良比例不下降。

去 年 查 处 环 境 违 法 案
3142起处罚3.18亿元

2018年，辽宁严格生态环境保护监管执法，
除生态环境部组织开展的专项执法检查行动

外，全省共对14372家次污染源开展了“双随机”
检查，查处环境违法案件3142起，处罚31800万
元；实施查封扣押案件283起，限产停产案件89
起；按日连续处罚案件21起，按日连续处罚金额
5100余万元；涉行政拘留移送案件123起；涉嫌
环境污染犯罪移送案件80起。

全省地方站点监测数据已
初步实现共享

2018 年，辽宁完成全省 30 个城市对照站、
49 个区县站以及 5 个省级雾霾跨界站点的联
网，建成省级数据平台，初步实现了全省地方站
点监测数据共享，为开展大数据分析和区县环
境空气质量考核评价奠定了基础。

此外，全省 76 个国控水站（包括 45 个新建
水站和 31 个现有水站）100%实现联网运行，初
步建成全省地表水自动监测网络。

辽宁已启动重点行业企业
用地污染状况调查

辽宁在去年启动重点行业企业用地污染状
况调查，成为全国启动此项工作的七个省份之
一。开展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全省
共布设详查点位 18223 个，样品总数 19808 个，
完成了样品采集、制备、流转、分析、数据上报等
工作；初步建立污染地块清单和联动监管工作
机制，截至去年底，全省已有 121个地块录入污
染地块国家环境管理系统，确定 10个地块为污
染地块。

今年，辽宁将充分利用农用地土壤污染详
查工作成果，配合农业农村部门开展分类治
理。利用重点行业企业用地污染状况调查成
果，及时将需要实施风险管控、修复的地块纳入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

我省将用3到5年时间把辽河治理好
去年全省大气优良天数296天 同比多19天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经淼报道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2019年省政府“重实干、强执行、抓落实”专项
行动实施方案》，将开展“双百攻坚”行动，深入推进100个重大项目加快建设，强力推进100个重大招商项目签约落地。

在 111项重点工作抓落实专项行动中，
辽宁省将推进“放管服”改革，深化“证照分
离”“多证合一”改革，打破信息孤岛，完善标
准体系，实现审批服务“马上办、网上办、就
近办、一次办”，全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限
压缩到90个工作日以内，不动产登记5天办

结。全省将建成省、市、县三级网上政务服
务平台，省级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网上
可办率达到90%，100个高频事项实现“最多
跑一次”。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构建“一处失
信、处处受限”的失信惩戒长效机制，开展办
事难专项整治。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缩至90个工作日内 实施科技创新引领产业振兴专项行动，
完成“僵尸企业”处置工作，推进混合所有制
改革，新组建的企业集团要吸引战略投资
者，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做强省旅游投资集团等领军企业，推进
沈阳机床集团等企业综合改革，推进华晨集
团、交投集团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基本

完成地方国有企业厂办大集体改革，地方国
有企业营业收入不低于 8%，利润总额增长
不低于 10%。省属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下
降1个百分点，“三项费用”下降1个百分点，
上缴国有资本收益 15亿元。实现“个转企”
10000 户左右，实现“小升规”1000 户左右，

“规升巨”100户左右。

省属国企上缴国有资本收益15亿元

高速、机场、港口等降费 降低物流成本
发展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支持数字经

济、平台经济发展，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现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深度融合，深入推进
100个智能制造及智能服务试点示范范围项
目，促进工业 2.0、工业 3.0、工业 4.0 并联融
合发展。推动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发展壮大

软件和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激光、生物医药
等30个创新型产业集群。加强科技创新平
台建设，建设沈阳材料学国家研究中心，促
进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降低高速公
路、机场、港口等收费，减少通关时间，降低
物流成本。

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创建国家级区域医疗中心
在补齐民生短板19项工作中，提出城乡

居民低保标准分别提高5%和7%以上。实施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和基层成长
计划。

做好农民工“清欠保支”工作，提高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标准。深化基本医
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坚决查处骗保行为。
平稳有序推进高考改革。发展“互联网+医
疗健康”，创建国家级区域医疗中心。支持
社会力量发展养老服务业。

因病返贫、因病致贫人口大病专项救治扩大至21种
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

实行兜底帮扶。对贫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实施营养餐改善计划，对义务教育阶段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实现资助全覆盖，对艰苦偏
远地区乡村教师实行差别化补贴。

对全省因病返贫、因病致贫人口大病专
项救治扩大至21种，对全省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实施医疗补充保险。城市、农村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标准分别提高5%和7%以上，集中、
分散供养的孤儿平均养育标准分别提高5%
和7%以上。

为城乡低保、特困和低收入家庭妇女开
展“两癌”免费检查，为贫困残疾人家庭实施
无障碍改造。为贫困家庭新生儿免费实施
疾病筛查，为贫困家庭适龄儿童免费实施口

腔窝沟封闭和接种流感疫苗、水痘疫苗，为
贫困残病儿童实施康复教助，为60岁以上贫
困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手术治疗。

增加农业保险品种，提高农业保险水
平，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

完成低保户、贫困残疾人、建档立卡贫
困户和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家庭危房改
造任务，对 100个早期棚改小区配套设施及
房屋进行维修改造。

建设农民体育健身工程1000套、村文化
广场 800 个，示范性建设美丽运动乡村 10
个，建设城市健身路径 500 套、笼式足球场
50 个。建设农村公路 4000 公里，实施农村
公路维修改造4400公里，建设“一事一议”村
内道路5500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