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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完成35个核心发展板块规划蓝图

太原街商业区板块城市更新已实施中山路、中华路、太原
南街等街路更新，完成40多个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停车场、口袋
公园 10余处，引进公服配套、产业招商项目 20余个；北市商业
区板块改造提升老旧小区及背街小巷、建设口袋公园及停车场
20余处，升级改造老北市沉浸式项目，引进首店铺位 20个，签
约商业项目100余户，首店经济示范区及皇寺广场演艺区已启
动试营业，全国首家汉字文化传播主题书房——老北市汉字主
题书房开业运营，老北市获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
区。

和平湾板块建成通车10条道路，和融框构桥竣工通车实现
了和平湾与长白岛无缝接驳，配水厂、变电站、中小学、幼儿园、
5G宏基站开工建设。

和平区

方城历史文化街区板块同仁医院旧址保护利用、沈阳路口
袋公园环境整治、唐英数字博物馆主体工程项目、老旧小区提
升改造、中心庙广场地下改造、中街路西段建筑立面提升改造、
电力架空线入地改造项目均已开工建设。

沈河区

中德园工业互联网创新基地板块已开工建设全球工业
互联网大会会议中心、工业互联网创新大厦、高端人才公
寓 3000 余套、中德公园、“星火·链网”（沈阳）超级节点、国
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辽宁分中心、汉科半导体智能制
造等 40 余个项目。中关村科技创新基地板块正在建设中
关村创新大厦 A 座、浑河四街景观大道等项目。

工业博物馆历史文化片区板块正在推进工业博物馆提
升改造、腾讯数字产业园加速器、奉天工场平台式融合工
业园等项目。国际文化商务交流中心板块中德国际社区、
盍碧玺曼詹国际学校、国际泵道公园、中德国际社区小学
等项目均已建设实施。兴华南街商业片区板块已完成老
旧小区改造等项目 10 余个。

铁西区

首府科创产业片区板块已启动实施首府科创园、旭辉数
字科技产业园、中化环境科学园等产城融合类项目。北行商
业区板块已实施近 10个基础设施、公服配套项目，引入 6产业
项目。

三台子历史文化片区板块现已实施基础设施类项目、公服配
套、产业项目10余个。

皇姑区

汽车城服务产业片区板块沈阳汽车城智慧路网及配套公
共服务建设项目、汽车城地标建筑智能网联大会永久会址智能
网联大厦已开工建设。

北大营历史文化片区板块街角公园、拜澳国际生命产业综
合体一期研创园、北盛皮卡汽车生产基地等项目开工建设。

东中街-大东路片区板块大东路历史文化街区改造、万
泉公园改造提升工程、口袋公园、老旧小区、百度全资东北区
域总部及辽宁省公路桥梁通行安全智能监管执法系统应用项
目、科大讯飞（沈阳）AI 产业加速中心均已建设实施，京东国
内最大超级体验店、机器人未来科技馆、斗南花卉东北交易中
心已正式运营。

大东区

核心发展板块生物医药与健康医疗科技产业园、恒顺新能
源汽车充电桩生产基地等项目实现开工。

浑南区

上沙国际公园城板块新建市政道路、配套建设市政工程、绿
化工程以及文化设施等项目已进场施工。丁香湖滨湖区板块道
路建设、奥悦冰雪及水上体育公园等项目已开工建设。平罗湾
滨水区板块盛京医院沈阳雍森医院等项目已开工建设，部分工
程已投入使用。

于洪区

北部副城核心区板块已构建形成道路、地铁、停车场等完整
的道路及轨道交通体系，并实现玉衡园、开阳园、花海公园等生
态绿化全覆盖。正在建设项目包括盛京医院国家儿童区域诊疗
中心、道义九小、沈北十六中等公服配套项目。云汉小镇板块已
实施道路升级改造、口袋公园、街角公园等城市更新项目，正在
建设项目包括数字汇客厅、人才公寓、苏科高新数智园、成果转
化基地、青年友好街区等项目。

沈北新区

近海经济区核心区板块昊明禽业加工产业链等项目已竣工
投产，沈阳综保区近海园区一期、中化化成再生资源产业危废
园、近海壹号总部基地等重点项目已进场施工。

辽中区

胡台新城板块中通快递、新希望冷链物流、同福食品等项目
正在建设。

新民市

东湖新城核心区板块老旧小区改造、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
等社会民生保障项目，白鹤公园、民心公园、口袋公园等绿化项
目，燃气管网改造、供水管网改造等韧性智慧支撑行动项目已建
设实施。通航产业园核心区板块已实施通航一路扩建工程、研
究院供电、通航污水管网等基础设施项目，东北无人驾驶航空器
及航材零部件综合市场、辽宁锐翔驾驶员培训、沈阳银英航空科
普基地等产业项目。

法库县

卧龙湖滨湖区板块辽宁中医二院康养中心项目已投入使
用，雨污分流管网、县工人文化宫、县人武部营房及民兵训练基
地、申信幸福里小区等项目已开工建设。

康平县

沈阳市自2021年上半年起，利用一年半的时间，高标准、高质量组织完成了全部35个核心发
展板块的城市设计编制工作，日前已全部通过市规委会主任会议审议，规划设计正有效指导各板
块的项目策划和建设实施。在沈阳市两会期间，沈阳市政协委员李莹介绍了沈阳市35个核心发
展板块的进展情况。

35个核心发展板块 已策划项目1000余个
为优化完善“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空间结构，落实新兴产业和五

型经济发展空间，我市共划定35个核心发展板块，涵盖滨水特色功能区、
城市更新示范区、高新产业聚合区、公共服务中心区四种类型，其中浑南
6 片，铁西 5 片，和平 4 片，沈河、皇姑、大东、于洪各 3 片，沈北、法库各 2
片，苏家屯、辽中、新民、康平各1片，总用地面积约99.4平方公里，各地区

核心功能不断向核心发展板块聚焦。
依托规划成果指导各地区按照基础设施、公服配套、生态绿化、产业项

目等类型分类谋划项目，制定实施计划，探索投融资模式，为项目开工和招
商奠定基础，从规划编制走向建设实施。目前35个核心发展板块已策划项
目1000余个，300多个项目进入了建设实施阶段，成果显著。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王琳

沈阳今年将改造
100公里燃气老旧管网

今年沈阳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将在
在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上再发力，对于
尚未改造的老旧管网和人员密集区
域、繁华商圈等重点风险部位再安装
2000 台“管网哨兵”；再安装居民燃气
报警器 40 万户；改造 100 公里燃气老
旧管网。

在沈阳市两会期间，沈阳市政协委
员冯民介绍了沈阳燃气集团今年的一
些重点工作。

统筹发展和安全
在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上再发力

对于尚未改造的老旧管网和人员
密集区域、繁华商圈等重点风险部位再
安装2000台“管网哨兵”，同时拓展安装
形式，井室、地埋多种形式并用，解决市
街和小区内的安全隐患。

今年计划再安装居民燃气报警器
40万户，继续通过发送提醒短信等方式
解决燃气报警器掉线问题。结合安检、
查表、维修、抢修对报警器进行检查整
改，重点放在解决安装位置错误和掉电
问题，没安装的立即安装，位置不对的
立即整改，掉电的督促接电，不合格的
及时更换，按每天600件报警票计划，可
实现入户21万户，从根本上提高报警质
量。

此外还将继续开展常态化隐患排
查整治。持续关注 73 栋 100 米以上超
高层建筑燃气报警器全覆盖安装和燃
气引入管自动切断阀更换工作，继续对
设备夹层或有限空间内的燃气设备隐
患进行全面排查，对已完成设备夹层建
筑隐患整改的 79 栋建筑开展隐患整改

“回头看”。对有燃气管道穿越但不使
用燃气的过梁户进一步核实确认、建档
立卡，定期进行入户安检，安装具有远
传功能燃气报警器并在燃气报警系统
进行分类监测管理。

计划改造
100公里燃气老旧管网

继续实施老旧管网改造。配合背
街小巷改造及老旧小区改造计划改造
100 公里燃气老旧管网，其中涉及 38
个老旧小区的 11.7 公里管线，49 条背
街小巷的 5.4 公里管线。在老旧小区
改造过程中，开展未通气小区的管道
燃气安装工作，预计投资 5700 万元，
完成 77 个小区 2.9 万户居民的燃气安
装工作。

计划新建 42 公里管网。重点开展
燃气高压外环二期工程建设，新建高
压外环管线 11.4 公里，其中建设沈抚
新城 10.7 公里、惠天棋盘山热源厂外
线工程 0.7 公里，力争 2023 年年底前完
成。

还将进一步优化管网布局。根据
2022 年发生的停气案例影响情况，分
析制定管网布局优化方案，对停气影
响区域进行优化，计划完成第一批优
化，涉及管线 5.8 公里，新设阀门 8 座，
改造阀门 5 座，有效降低停气发生概
率，减小区域性停气范围、缩短停气时
间。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王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