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规划建设19个特色小镇 预计2022年陆续建成

于洪区明确“2+N”产业发展定位
围绕全市产业发

展大方向，于洪区立
足独特的门户枢纽优
势和中小企业集聚的

民营经济基础，明确了“2+N”产
业发展定位。

根据这一产业发展定位，于
洪区构建了边际清晰、四至明确、
指标落实、资源要素配置充分的
“四大空间”。同时，全区打造了
中欧智造等19个特色小镇，大力
推进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

作为于洪区经济增长的重
要引擎和主导力量的民营经济，
是于洪区的“立区之本、活力之
源、振兴之翼”，必须坚定不移地
发展壮大。为此，于洪区在本月
专门召开了振兴民营经济暨深化
营商环境建设大会，提出了于洪
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实施方案，
出台了30条新政促进民营经济
发展，并下发了营商环境建设工
作白皮书，助力民营经济发展。

无论是“四大空间”的构建、
19个特色小镇打造，还是对民营
经济的振兴，都体现了“于洪智
慧”和“于洪情商”，也将合力为于
洪区未来经济发展腾飞构建高质
量的基础和强有力的引擎。

立足门户枢纽优势和中小企业集聚民营经济基础

2018 年，民营经济为于洪区贡献了 76%以上
的国内生产总值、73.5%以上的进出口总额、93%
以上的税收、9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全区 542
个规上工业、限上贸易业、规上服务业、有资质的
建筑业和房地产企业等“四上”企业中，民营企业
的占比就分别达到 95.9%、88%、92.72%、75.34%，
97个年产值在亿元以上的企业中，民营企业数量
为 80 个，占比 82.47%。以上数据充分说明，民营
经济始终是于洪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主导力
量，是于洪区的“立区之本、活力之源、振兴之翼”，
必须坚定不移的发展壮大。

根据省市精神和区情实际，在充分调研、广泛
论证的基础上，于洪区编制了《于洪区促进民营经
济发展实施方案》，出台了 30 条振兴民营经济的
优惠政策，拿出真金白银，不遗余力地支持民营企
业做大做强。

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松绑

30 条新政涵盖 5 个方面、共 30 条，除了从融
资服务、人才引进和培育、政策扶持、支持技术创
新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支持民营经济做大做强的政
策和措施，于洪区还提出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建设，以便更好地为企业服务，扫清企业发展
障碍。

为此，于洪区还下发了营商环境建设工作白

皮书，以审批最快、服务最优、检查最规范、沟通最
顺畅、说话最算数为目标，以深化放管服改革和构
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为主线，最大程度地提升企
业获得感。

在完善政务服务体系方面，推行多证合一，将
原有的“二十六证合一”增至“三十二证合一”；开
设“新办企业服务专区”，整合工商登记、刻章、办
税等相关环节，实现一窗受理、全程帮办；推广“无
表申请”模式，实现企业和群众办事提供材料减少
60%以上，审批时限再压缩30%以上；公布行政审
批事项、公共服务事项、后续监管事项清单，做到
清单外无审批、流程外无审批、平台外无审批；探
索建设“虚拟网厅”审批模式，由集中式办公转变
成网上全程办理、不见面办理和自助办理；100个
高频事项和 100 个中、低频事项实现“最多跑一
次”。

还提出强化司法保障，对涉及民企案件快速
立案、谨慎审理、严格把握裁判标准；构建“亲清”
政商关系；建立企业诉求联动处置机制，力争实现
100%出具结论性意见和可操作性建议；深入开展

“万人进万企”活动，确保对接率 100%、企业反映
问题办复率 100%、办结率 80%以上，力争实现满
意率 100%；落实“企业服务日”，全年召开“银企”

“税企”“政企”对接会不少于10次；制定政商关系
交往规范，严肃查处破坏营商环境行为。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首席记者 朱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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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全市产业发展大方向，于洪区立足
独特的门户枢纽优势和中小企业集聚的民营
经济基础，明确了“2+N”产业发展定位，“2”
即门户枢纽物流产业和智能装备基础制造产
业，“N”即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生
态性服务业和新兴产业等。

根据这一产业发展定位，于洪区构建了
边际清晰、四至明确、指标落实、资源要素配

置充分的“四大空间”，即，永安经济开发区重
点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和现代商贸物流业，
平罗湾新兴产业区重点发展互联网、大数据、
大健康等新兴产业，光辉现代农业示范区重
点发展休闲观光、高端设施等现代都市农业，
城市行政商务区重点发展总部经济、文化创
意、金融服务等现代服务业。

明确“2+N”产业发展定位 构建“四大空间”

以“规划先行、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产业
支撑、分类培育”为发展原则，规划建设19个

“特色鲜明、产业突出、绿色生态、美丽宜居”
的特色小镇，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
为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预计到2022年，这19个特色小镇陆续建成。
19个小镇分别为：中欧智造小镇、大健康小镇、丁
香湖小镇、汽车文化小镇、锡伯族小镇、大数据小
镇、电影小镇、沈水小镇、玫瑰小镇、内陆口岸小镇、
蒲河玉带小镇、智慧供应链总部小镇、京沈高铁小
镇、永安古镇、朝鲜族风情小镇、静安满族小镇、全
胜通航小镇、虫草小镇、新能源汽车小镇。

沈水小镇：
苏宁国际文创智慧产业项目落户

总投资额达 400亿元的苏宁国际文创智
慧产业项目落户于浑河北岸的沈水小镇。

项目将分三期开发建设。一期项目预计
于2019年5月开工，主要建设总部组团+教育
组团+国际智慧生态社区组团。

项目建成后，将融合苏宁在供应链金融、
在线支付、消费金融等产业金融的服务优势，
带动苏宁产业生态圈上下游企业入驻，形成
总部经济生态圈，进而打造政府引导、企业担
纲、市场运作的特色小镇建设新模式的优秀
样本。

中欧智造小镇：
构建特种智能机床装备产业集群

成功列入2018年辽宁省第一批产业特色
小镇创建名单的中欧智造小镇同样得到了人
们的关注。

小镇通过借鉴先进的欧洲制造理念，构建
了“专、精、特、稀”为主导的特种智能机床装备
产业集群。小镇规划了“一核两轴两带三区”总

体布局，建设智能制造应用示范基地、协同创新
研究院、智能园区服务中心等五大服务平台，实
现“智能机床产业+生态居住+工业文明体验”
三位一体融合发展，以其独有的先进技术和优
美的生态环境，成为出则繁华、入则宁静、宜居
宜业的产业型特色小镇。

内陆口岸小镇：
打造公铁海航多式联运物流格局

位于国家首批示范物流园区——沈阳国
际物流港的内陆口岸小镇，以全国 18个集装
箱中心站之一的沈阳铁路综合货场和国家级
公路枢纽深国际为双引擎，打造公铁海航多
式联运物流格局。

目前，国美、苏宁等几十家国内外大型知名
物流企业纷纷入驻。沈阳铁路综合货场已纳入
沈阳自贸区沈阳港“一港多区”总体发展规划。

小镇以“智慧物流、绿色物流”为引领，
加快推进综合口岸、保税仓储、金融服务等
基础设施配套，为物流经济提供有力支撑，
建设成“立足沈阳、服务东北、辐射东北亚”
的物流门户枢纽服务核心小镇。

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出台30条新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