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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沈阳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市开展
“振兴新突破 我要当先锋”专项行动（以下简称
“专项行动”），提出要在推动思想解放、产业转
型、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创新驱动等十二个方面
实现新突破，并提出了49项主要举措、179个具
体内容，沈阳市各个区县（市）也进一步明确了
目标定位。沈阳还将在2022年争取国务院办公
厅督查激励政策，并提出了 28 项重点任务、52
项主要举措、148项具体内容的任务清单。

12个方面实现新突破

12月30日，沈阳市委举行“振兴新突破 我
要当先锋”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沈阳市委副书
记刘晓东介绍，在“专项行动”中，沈阳将在推动
思想解放、产业转型、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创新驱
动、提升城市品质及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推进乡
村振兴、文明创建与文化建设、绿色低碳、扩大对
外开放、民生保障及改善、加强基层治理、新时代
党的先进性建设，共计12个方面取得新突破。

建设数字城市运行管理中心

围绕“在产业转型上实现新突破”，沈阳提
出要建设国家先进制造中心、争做四个示范等5
项举措、15 项具体内容。提出 2022 年目标为：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2%；建设数字城市
运行管理中心，推出首批2000项行权事项系统，
应用市民码 20项服务功能；汽车及零部件产值
力争达到 3000亿元，通用机械装备等装备制造
业产值达到1000亿元，IC装备及相关产业产值
达到 40亿元；高端装备制造业产值占工业比重
达到30%。

95%高频便民服务事项“掌上办”

围绕“在全面深化改革上实现新突破”，提

出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建设区
域性金融中心等 4 项举措、15 项具体内容。
2022年目标是：95%高频便民服务事项实现“掌
上办、全市通办”，100 项高频事项实现跨城通
办；全面完成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和区域性国资
国企综合改革试验任务；金融业增加值达到
520亿元。

高新技术企业达到4500家

围绕“在加快创新驱动上实现新突破”，提
出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激发创新人才活
力等 2 项举措、8 项具体内容。2022 年目标是：
研发(R&D)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3.2%，高新技术
企业达到 4500家，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提高到
40%以上，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360亿元。

GDP增速达到8%

围绕“在提升城市品质及现代化都市圈
建设上新突破”，提出建设沈阳现代化都市
圈、提升国家中心城市综合实力等 4 项举措、
17 项具体内容。2022 年目标是：打造 35 个核
心板块，新建“口袋公园”1000 座，巩固全国文
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建设成果；争创国家
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全年力争中欧班列开行
数量保持东北第一、全国前七位次；围绕规划

共绘、交通共联、产业共链、平台共享、生态共
治、文旅共建，加强城市间协调联动，打造新
型工业化示范区、东北振兴发展重要增长极；
GDP 增速达到 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6.5%。

创建美丽庭院2700个
美丽田园20个

围绕“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实现新突破”，提
出推进农业产业化、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等5项举
措、17项具体内容。2022年目标是：粮食产量不
低于80亿斤，构建现代种业服务体系；农产品加
工产值力争达到 850亿元，稳居全省第一；县域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高于全省、全市平均增速；创
建美丽庭院2700个，美丽村屯270个，美丽田园
20个，国家、省乡村治理试点示范地区“3张图”
先行示范取得成效。

打造一批城市文化IP

围绕“在文明创建和文化建设上实现新突
破”，提出以推动文明创建、提升历史文化名城
品质等 5 项举措、23 项具体内容。2022 年目标
是：文明感召力持续增强，城市更有活力、更有
品位、更有颜值、更有温度；一批重大历史文脉
研究工程和文物保护利用项目取得阶段性成

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文化旅游
业、文化产业加速发展，打造形成一批有影响力
的城市文化IP。

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
降低4.1%

围绕“在绿色低碳发展上实现新突破”，提
出推进碳达峰行动、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等2项举
措、8项具体内容。2022年目标是：严格能耗“双
控”，开展绿色能源、绿色工业、绿色建筑、绿色
生活等“四绿”工程，实现“节能、减污、降碳”；单
位GDP能耗下降3.2%，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
降低4.1%。

引进京沈合作项目40个

围绕“在扩大对外开放上实现新突破”，提
出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推进开发区建设提质增
效等 3 项举措、10 项具体内容，2022 年目标是：
引进京沈合作项目40个，深化沈大合作交流，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推动自贸区、综保
区高质量发展，构建“陆海空网”对外通道，进出
口总额增长10%。

启动105所中小学（幼儿园）
建设项目

围绕“在民生保障及改善上实现新突破”，
提出实现舒心就业、办好幸福教育、建设健康沈
阳、提升养老品质、强化基础设施保障、推进实
现共同富裕、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等7项举措、
26项具体内容。2022年目标是：全市新增城镇
就业 11.35 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 3.7%以
内；推进落实“人才新政3.0”；启动105所中小学

（幼儿园）建设项目，再创建85所新优质均衡（示
范）学校；新增新冠肺炎救治床位 1000张，建成
20个互联网医院；提升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
构养老水平；排查整治燃气、危化、交通、消防等
重点行业领域隐患，创建国家安全示范城市；城
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分别提高3.5%、
15%；完善扫黑除恶长效机制，进一步净化社会
治安环境。

全市基层治理大变样

围绕“在加强基层治理上实现新突破”，提
出激发基层治理活力、推进市域社会治理体制
现代化等 5 项举措、13 项具体内容。2022 年目
标是：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两邻”社区建设全过
程各方面，实现全市基层治理大变样、大提升；
市区两级完成中央 88 项工作任务的 40%以上；
全市调解案件成功率达到 98%以上，“四零”社
区（村）达到70%以上。

沈阳市将开展“振兴新突破 我要当先锋”专项行动并提出

打造35个核心板块 新增就业11.35万人以上
高端装备制造业

产值占工业比重达到
30%，95%高频便民
服务事项“掌上办”，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达 到
4500家，GDP增速达
到 8%……新的一年
即将到来，沈阳已经
率先启动“振兴新突
破 我要当先锋”专
项行动，并为明年的
各项工作制定目标。

昨日，沈阳还发布了《2022年争取国务院办公
厅督查激励政策任务清单》。清单共提出28项重点
任务、52项主要举措、148项具体内容。

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提出5项举措、
12项具体内容。2022年目标是：完成沈阳材料科学
国家研究中心一期建设；提升政策落实效能，全市
各类科技创新平台达到1230家，新型研发机构达到
70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4500家；支持一批重大科
研成果在沈转化应用。

在推动创业创新方面，提出1项举措、5项具体
内容。2022年目标是：力争浑南区双创示范基地获
得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督查激励表彰。

在促进工业稳增长方面，提出5项举措、15项
具体内容。2022年目标是：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12%；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集群力争进入先进
制造业集群行列；编制《沈阳市产业基础能力提升
三年行动计划》，推进一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项目。

在推进质量强国建设方面，提出1项举措、2项
具体内容。2022年目标是：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
动，制定《沈阳市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纲要实施方
案》，建立“标准官”制度，实施试点示范领航工程。

在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提出1项举
措、4项具体内容。2022年目标是：力争至少1个集
群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名单。

在信息产业发展方面，提出3项举措、10项具
体内容。2022年目标是：新建5G基站1.2万个；滚
动推进100个智能升级项目，支持15个智能工厂、
数字化车间行业示范项目；推动工业互联网标识解
析二级节点建设及运营，打造省级以上工业互联网
平台；力争全年推进1000户企业上云。

在公路水路交通建设方面，提出1项举措、2项
具体内容。2022年目标是：完成公路水路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投资28.6亿元。

在水利建设方面，提出1项举措、1项具体内
容。2022年目标是：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支
持，中央水利建设投资计划转发下达率及年度建设
任务量达到100%。

在稳外贸方面，提出1项举措、7项具体内容，2022
年目标是：进出口总额达到1540亿元，同比增长10%。

在稳投资方面，提出1项举措、4项具体内容。
2022年目标是：力争上级资金额度有较大增长。

在直达资金管理使用方面，提出1项举措、3项

具体内容。2022年目标是：直达资金除特殊项目
外，实现100%分配下达；严控新增借款，保障全年预
算执行。

在稳金融方面，提出1项举措、3项具体内容。
2022年目标是：加快推动盛京征信履行人民银行备
案程序，力争落地全市首家国企征信公司；积极申
请专项债，加快推进我市城商行改革发展。

在企业便利化方面，提出2项举措、3项具体内
容。2022年目标是：推动商事登记制度再便利，构
建可复制的市场安全监管“沈阳方案”。

在耕地保护方面，提出2项举措、8项具体内
容。2022年目标是：完成全市耕地保有量任务指标
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完成“省级增存挂钩”考
核任务。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提出2项举措、10项
具体内容。2022年目标是：新建高标准农田面积
51.16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在促进乡村振兴方面，提出1项举措、6项具体内
容。2022年目标是：重点在辽河沿岸等地区，建设美
丽庭院2700个、美丽村屯270个、美丽田园20个。

在脱贫攻坚方面，提出1项举措、1项具体内

容。2022年目标是：积极争取国家、省以工代赈资
金支持。

在城镇老旧小区、棚户区改造方面，提出3项举
措、7项具体内容。2022年目标是：力争全市老旧小
区中央预算内投资额度有较大增长，中央预算内投
资支付率超过60%；完成475个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100万平方米或2万套。

在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方面，提出1项举措、2
项具体内容。2022年目标是：争取我市具备国家申
报表彰资格。

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方面，提出3项举措、5项
具体内容。2022年目标是：深入挖掘文旅资源；促
进文旅业态聚合发展，全市文化产业园区数量达到
70家；继续推出文旅消费活动和惠民政策。

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面，提出1项举措、3项
具体内容。2022年目标是：全市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取得阶段性进展，争取国家部委、省的认可和推广。

在河湖、林长制度落实方面，提出2项举措、4项
具体内容。2022年目标是：健全我市林长制制度体
系；在全省“大禹杯（河湖长制）”竞赛考评中取得好
成绩。 本版稿件均由辽沈晚报记者 王琳 采写

围绕“专项行动”，沈阳市各个区县（市）也进一步明确目标定位，在三到五年内要实现
新突破。

和平区要打造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示范区，综合实力力争三年进入全国城区50
强。

沈河区要打造“两邻”幸福家园、古城复兴典范、区域性金融中心。
铁西区要打造新型工业化示范区的核心区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力争三年进入全国经

济技术开发区第一集团。
皇姑区要打造宜居宜业创新型城区，成为东北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
大东区要争创国家先进制造示范区，打造全国工业百强区，力争三年进入全国工业百

强区第一集团。
浑南区要打造东北综合实力“第一区”，沈阳高新技术开发区力争三年进入全国高新技

术开发区的第一集团。
于洪区要打造东北城乡协调发展先行区，沈阳振兴发展西部增长极。
沈北新区要建设国内一流大学城，打造全国知名、东北第一的农产品及食品精深加工

产业重要集聚区，辉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迈入全国百强行列。
苏家屯区要打造国家中心城市门户枢纽，力争三年进入全省城区综合实力第一集团。
辽中区要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沈阳城市副中心，沈阳近海经济区力争三年

进入省级开发区第一集团。
新民市要打造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示范市，力争进入全国百强县。法库县要打造东北

地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县、辽宁生态宜居和绿色产业发展先行县，成为绿色能源发
展的示范县。

康平县要打造沈阳“北美”建设核心区、现代农业产业化先导区、城乡转型发展示范区，
“十四五”提前一年实现县域经济倍增。

各区县明确目标
三到五年内要实现新突破

新建5G基站1.2万个 完成475个老旧小区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