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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引进恒大高科农业基地、沈北万达广场等项目105个
今年将积极引进5G、人工智能等重点项目

活力沈北：笃定前行 推动高质量发展
细数收获，展望未来。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沈北新区笃定前行，高质

量发展平稳推进。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增长5%，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7.2%，深入实施项目驱动，经济实力不断壮大。加快推动转型升级，产业
发展提质增效。城乡品质显著提升，处处都有新变化新气象。

2020年，沈北新区将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激发改革创新新动能；以强
化项目建设为引领，构建产业发展新格局；以加强建设管理为重点，打造城乡
环境新风貌……沈北新区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振兴的的冲锋号已经吹响。

1月10日在沈北新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沈北新区人
民政府区长刘树敏作政府工作报告，详细总结了沈北新区过去一年来取得
的成就，同时也为沈北新区2020年的发展梳理出具体方向，指明了高质量
发展的前进道路。

今年，沈北新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7%，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5%，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大力开展“饮水安全提质、环境保护治污、城乡绿化美化、居住条件改
善、农村环境整治、交通便民利企、根除城市内涝、养老服务提升、优质教育
普惠、历史遗留问题销号”十大民生工程。

看辉煌 2019年沈北新区各项工作成果喜人

财税等指标增幅排
名全市前列

2019年，沈北全年预计地区生产
总值增长 5%；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完成 671 亿元，增长 4%；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完成 40.6 亿元，增长 16%；税
收收入完成 35 亿元，增长 22%；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 179.9 亿元，增长 1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109.1 亿
元，增长 10%；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完成 42511 元，增长 7.2%；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 20397 元，
增长7.6%。其中，财税等指标增幅排
名全市前列，经济社会保持稳中有进
的发展势头。

全年引进恒大高科
农业基地等项目105个

全年共引进投资 120 亿元的恒
大高科农业基地、65 亿元的沈北万
达广场等项目 105 个；制定项目开工
服务标准清单，倒排工期、挂图作

战、即时督办，全年开（复）工伊利东
北酸奶基地、沈阳红药等亿元以上
项目 178个。围绕发展要素，积聚发展
动能，全年新增市场主体9620个，同比
增长31%；全社会用电量28.4亿度，同
比增长7.3%，经济总量和活跃程度持
续提高。

沈北获 2019年中
国创新百强县

2019年，沈北新区科技实力大幅
提升，壮龙无人机被认定为辽宁省

“种子独角兽”企业，在全省评出的 6
家企业中占据一席；航安特铸、海尔
冰箱等11家企业被认定为辽宁省“瞪
羚”企业，占全市总量的 25%。新增
高新技术企业59家、市级新型研发机
构 2 个，转化科研成果 79 项；新增众
创空间 6 个、孵化面积 15 万平方米。
凭借 999 项有效发明专利，新区荣获
2019年中国创新百强县。

全面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
53 项“零公里”审批服务深度推进，
202项高频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

道义环线开通运营

沈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新建、维
修城乡道路28条、88公里，新建桥梁2
座；新建30个农村客运班线候车亭投
入使用；道义环线开通运营，实现了小
区、学校与地铁口零公里换乘。

南京一校、南昌中
学入驻新区

教育供给能力大幅提升，累计投
入4.7亿元，建成七中沈北分校、北辰学
校、清华万博小学并投入使用，完成虎
石台二小、时代逸居幼儿园等9所校园
改造，推进南京一校沈北分校、朝阳一
校沈北分校（东校区）等11所学校、7所
幼儿园建设。组建一五二中学、区第一
幼儿园等5个教育集团；南京一校、南
昌中学入驻新区，与首都师范大学附中
合作全面展开。沈阳矿务局中学成功
晋升为辽宁省示范高中，八十三中学晋
升为沈阳市优质特色高中，七十六中学
晋升为沈阳市优质化高中。

抓住有利时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更加健康发展
2020 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5%，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 10%，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 7%，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长 5%，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
增长同步。

同时，加快补齐民生短板，大力
开展“饮水安全提质、环境保护治污、
城乡绿化美化、居住条件改善、农村
环境整治、交通便民利企、根除城市
内涝、养老服务提升、优质教育普惠、
历史遗留问题销号”十大民生工程。

今年，沈北新区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发挥科技、人才、金融、财税等各
项政策优势，促进银企对接融合，推
进更多科技企业向“独角兽”“瞪羚”

企业跨越，力争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220 家、转化成果 80 项；加快创新载
体发展，积极引进 5G、人工智能、区
块链等重大产业项目，重点推进中电
光谷双创港、沈阳智慧港双创中心等

“双创”基地建设，打造“沈北双创”品
牌；依托沈北大学城，强化“政产学研
用金”配套，开展“高校院所企业行”
活动，举办创新创业大赛，促进科技
成果在本地转化。

确保全年引进项目不少于 130
个、开（复）工亿元以上项目 210 个。
加大土地整备力度，确保全年土地出
让金区级留成部分达到48亿元。

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围绕
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
重点领域，重点发展人工智能、数字

创意、区块链技术集成应用等未来产
业，到 2020 年底，战略性新兴产业产
值增幅要达到15%以上。

努力将道义和正良地区打造成
沈阳最具生机和活力的高品质公共
服务示范区；积极引进总部经济、
电子商务、科技金融、研发设计、检验
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项目，推动服务
业产业链向制造业延伸；深入挖掘
房地产市场发展潜力，着力打造特
色品牌楼宇，推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
康发展。

发挥北方冬季优势，组织开展好
冰雪嘉年华、嬉雪花灯节等系列活
动；充分利用辽河沿岸及七星山等丰
富旅游资源，打造文化旅游产业带，
全力推进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

加强建设管理 打造城乡环境新风貌
结合 2020 年全国新一轮国土空

间规划编制调整契机，全面完成我区
规划调整，为经济发展、城市建设释
放空间；加快推进城市建设，持续改
善乡村环境，提升城乡发展品质。

大力开展交通便民利企工程，建
设御湾街、蒲丰路等 15条市政道路，
维修改造京抚线、马泉桥等14项道路

桥梁工程，新建农村客运班线候车亭
30 个，维修改造国省干道 47.5 公里，
争创“四好农村路国家级示范县”；大
力开展根除城市内涝工程，全面改造
积水点位地下排水系统，确保汛期城
市排水通畅；加快推进核心变、东场
变等 5个变电所建设工程；积极推进
沈康高速连接线建设工作；启动“引

辽入蒲”工程建设，确保4月底前竣工
通水。

确保 2020 年底前全区污染治理
工作基本结束。大力开展城乡绿化
美化工程，新建清水长河公园和 5个

“口袋公园”，完成棋盘山火灾中我区
受灾林地的补植工作，新增绿化面积
363万平方米。

补齐民生短板
共享社会发展新成果

今年，沈北新区将进一步提升公
共服务能力，集中力量办好百姓最为
关注的门前事、身边事，不断增强新
区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依托沈北新区三级就业服务体
系，探索建立“互联网+就业”服务模
式，全年实现新增实名制就业 4000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以内；
依托区就业创业培训基地，全年开展
各类技能培训不少于5000人次。

大力开展养老服务提升工程，健
全社会保障征缴机制，加强养老基金
运行动态监测，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
发放；新建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4个，改造社区养老服务站11个。

实施“造血”帮扶，强化对贫困人
员的技能培训，坚决打赢精准脱贫攻
坚战。全面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退
役军人工作的意见》，争创全市双拥
模范区“七连冠”。

启动南昌中学沈北分校等
8所中小学建设

今年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
设方面，沈北新区进一步加大教育
投 入 ，大 力 开 展 优 质 教 育 普 惠 工
程，确保南京一校沈北分校等 3 所
学校、杭州路幼儿园等 4 所幼儿园
及新兴中学综合楼改造项目投入使
用，启动南昌中学沈北分校等 8 所
中小学、道义五小幼儿园等 5 所幼
儿园建设。

实施七十六中学等 3 所学校改
造工程，全面完成小区配套园治理、
20 所学校厕所的提质改造工作；加
快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创
建工作，积极引进优质名校，实现义
务教育优质资源覆盖率达 90%，公办
园儿童占比达 50%、普惠率达 85%，
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
的需求。

沈北新区今年将加大文物保护
工作力度，结合七星山地区旅游开

发，积极开展七星山古塔修复工作，
推进沈北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馆建设；推动政府公共资源和活动
场所向社会开放，为人民群众创造
更多的文化休闲空间；组织开展第
三届蒲河诗歌文化节、第四届蒲河
国际半程马拉松赛、第七届群众文
化艺术节等系列活动，全年开展群
众文体活动不少于 1600 场，打造沈
北特色品牌。

同时，沈北新区将持续优化人
居环境，大力开展居住条件改善工
程，推进清水台地区改造，改善居民
生活环境，打造沈北新区“第五发展
空间”；完成涉及 4 个地块、890 户居
民的棚户区以及 13 个老旧小区的改
造任务；切实加强危房改造工作，利
用 2-3 年时间全部完成农村危房改
造。

辽沈晚报记者 经淼 王月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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