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网通办，只提交
一次材料，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在
简政便民理念的指引
下，沈阳市运用数字
化 理 念、智 能 化 技
术，全力打造“办事
方便”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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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日，沈阳市召开“振兴新突破 我要当
先锋”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沈阳市
营商环境建设局副局长李犁介绍，今年年底前，
沈阳市 90%政务服务申请材料在市、区范围“只
提交一次”或免于提交，“零材料”服务场景达到
100项，“都市圈通办”场景达到150项。2025年
底前，实现政务服务“都市圈通办”，“一网通办”
跃居全国领先水平。

去年以来，沈阳市营商局精准构建政务服
务图谱。全市累计梳理标准化事项 2851项，细
分情形 8539 个，形成标准材料 2611 个、标准字

段 4772个，从国家、省、市级平台分类探寻相对
应的7383项数据来源，彻底厘清政务服务底数，
为后续改革工作提供了精准支撑。

截至去年年底，通过职能优化调整，累计减
少253项事项、优化142个办理流程、取消1611个
申报材料、精简603个办理环节、减少申请人跑动
348次，行政成本大幅降低，审批效率提高21.6%。

今年，沈阳市将继续强化场景应用上线，
针对企业群众办事过程中“不会报”“不好报”

“批复慢”等堵点问题，制定“全面推行‘零材
料’申报”等 7项具体任务。针对平台智能化工

具较少、支撑能力不足等短板，制定“升级优化
平台架构”等 4 项具体任务。完成一体化政务
服务平台升级改造，引入行业前沿技术，优化
页面交互逻辑、横
向整合服务应用、
夯 实 底 层 能 力 支
撑，整体提升系统
可用度，满足改革
推进需求。

辽沈晚报记者
王琳

沈阳全力打造“办事方便”营商环境

2025年实现政务服务“都市圈通办”

3月1日，沈阳市与中央企业深化合作对接
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以“融合共发展、振兴新突
破”为主题，30家中央企业负责人出席会议，共
签约33个央地合作项目，总投资2633亿元。

签约的33个央地合作项目中，工业项目15
个，基础设施项目 9个，服务业项目 7个，能源 1
个，环保 1 个，包括总投资 150 亿元的航空航天
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406 亿元的浑南

王家湾滨水板块产业综合开发建设项目、总投
资234亿元的和平湾片区综合开发项目等。

对接会上，沈阳市围绕“十四五”规划、城市
发展战略和工作重点作推介，沈河区、铁西区、
大东区、浑南区、辽宁自贸区沈阳片区负责同志
分别就沈阳古城综合保护利用、新能源产业基
地、智能网联汽车园区、IC装备产业基地、临空
经济区枢纽建设等重点项目作推介。

与会中央企业负责人代表先后发言，介绍
本企业在沈经营情况及发展规划，并表示将以
此次对接会为契机，更加主动服务东北振兴战
略，发挥自身优势，与沈阳强化规划协同、需求
对接，导入优质资源，持续加大投资，推动重大
项目加快落地建设，为沈阳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作出积极贡献。

辽沈晚报记者 王琳

沈阳市与中央企业深化合作对接会在京举行

33个央地合作项目签约

文化和旅游部 3 月 1 日公布第二批国家级
旅游休闲街区名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
行 业 标 准《旅 游 休 闲 街 区 等 级 划 分》(LB/T
082-2021)，经有关省（区、市）文化和旅游行政
部门推荐，文化和旅游部按程序组织认定并完
成公示，57家单位被确定为第二批国家级旅游
休闲街区，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老北市旅游休
闲街区，大连市中山区海昌·东方水城旅游休闲
街区榜上有名，成功入选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

沈阳老北市东起三经街，南至营口东路，西

至和平大街、阜新一街，北至铁岭路，区域面积
约6万平方米，是老沈阳地域文化的鲜明地标，
也是最具沈阳市井文化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

今年春节期间，沈阳老北市重妆亮相，首
创、首演、首发大戏贺新春；癸卯兔年祈鸿福；夜
游关东四九景；网红打卡乐不停；天下百货聚北
市等五项立体化文娱活动叠加引爆。正月初一
至正月十五，老北市接待游客约320余万人次。

2 月 21 日，和平区重磅推出——老北市景
区将打造东北首家 24 小时不夜城暨沈阳夜

SOHO·老北市消费场景。将于近日启动，“五
一”期间华彩绽放。届时，老北市打造晨享、昼
玩、夜游、宵乐四大场景，通过新与旧搭配、复古
和现代融合、文化赋能商业、艺术浸润日常、记
忆叠加更新等手段，为沈城百姓和旅客朋友们
提供可思、可赏、可游、可悦、可玩、可居的东北
首家24小时不夜城。

据悉，从3月3日至3月9日，老北市街区将
通过“时光长廊”将为游人提供回顾时代经典新
体验。 辽沈晚报记者 王月宏 周学芳

第二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定了

沈阳市和平区老北市旅游休闲街区上榜

我省天气将迎来一轮大幅回暖

周日沈阳等地将会突破15℃

三月初，天气乍暖还寒，一边是冷空气还没
完全退场，另一边则是暖气团频频抢镜。

3月2日开始冷空气撤离，我省天气将迎来
一轮大幅回暖，2日当天阳光明媚，气温也将一
路高涨，白天最高气温在 4℃到 9℃之间，阜新、
朝阳和葫芦岛更是达到10℃到14℃，3月3日晴
天继续，各地最高气温普遍在10℃以上，周日（3
月5日），沈阳、抚顺、辽阳、朝阳最高气温将会突
破15℃，气温将大面积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大

家可以适当的调整着装。
随着气温升高，升温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

下周一又将迎来一波弱冷空气，辽宁南部地区
还会有雨雪，天气多变，气温起起落落，大家不
要过早脱下冬装。

冰雪开始融化，也带来不少安全隐患，比如
屋檐下的“冰溜子”开始融化掉落，河面、湖面的
冰层也变薄、融化，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辽宁开启升温模式，周日沈阳等地最高温超15℃。 辽沈晚报记者 王迪 摄

3月1日，苏家屯区委组织部在苏
家屯区全民健身中心举办“暖心更暖

‘新’，发现春天，遇见‘苏家小哥’”活
动，为严寒中奋斗在一线的外卖小哥
送去关爱，号召他们践行“两邻”理念，
积极投身到基层治理中来，成为城市
发展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中坚力量。

活动现场，苏家屯区委组织部为
100余名外卖小哥发放保温水杯、保暖
触屏手套、75%酒精消毒液、金嗓子含
片、N95口罩、消毒湿巾等“爱心大礼
包”，把温暖传递给快递外卖行业青年。

某外卖负责人说：“很感谢苏家
屯区委组织部在全区建设的 46 个爱
心驿站，为我们外卖员提供了这么好
的休息场所，每天我们外卖小哥的劳
动强度非常大，尤其在天气寒冷的情
况下，大家困了、累了，特别需要个休
息的地方，还可以在这里热个午饭、
喝个热水、给手机充下电，真的感觉
特别暖心。”

辽沈晚报记者 周学芳

到2025年，沈阳市民营经济市场主
体突破 150 万户，民营经济总量占全市
的比重超过 50%。通过实施“上市公
司+”战略，培育和推动更多符合条件的
企业上市融资，力争2025年全市国有资
产证券化率达到10%。

3 月 2 日，沈阳市召开“振兴新突
破 我要当先锋”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

（第三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王知非、市国资委副主任朱文耘发布了
沈阳市支持各类企业创新发展的相关
工作举措。

全市创新型中小企业
超过1500户

沈阳市将积极谋划实施市场主体培
育专项行动。对市场主体在生命周期关
键时间节点，提供有针对性的帮扶。提
出充分利用闲置厂房、楼宇、园区等资
源，加快建设创业孵化基地、中小微企业
创业创新示范基地、众创空间、大学生创
业园等示范性创业创新载体。加快培育
优质中小企业，到 2025 年，全市创新型
中小企业超过1500户，“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超过 750 户，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超过100户。

谋划实施产业水平提升和数字赋能
专项行动。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民
营经济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到
2025年，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达到 300 户，全市上云企业超过 5000
户。通过谋划实施创新能力提升专项行
动，到 2025 年，全市民营科技型企业占
全市科技型企业的比重达到90%以上。

国有经济资产证券化率
达到10%

按照《沈阳市全面振兴新突破三
年行动方案（2023-2025 年）》要求，沈
阳市将开展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深化
提升行动，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
有企业。

在优化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方面，
沈阳市聚焦发挥国有经济支撑带动作
用，逐户确定布局调整后的市属企业主
责主业，授权“两类公司”培育发展 1-2
个新业务领域；聚焦环保等业务资源，推
进企业间及企业内部同类业务、以及产
业链上下游的专业化整合；支持盛京金
控布局农业食品、数字等产业领域，推动
产投集团做优集成电路产业，扶持航空
集团做强航空产业链，此外对高端装备、
生物医药等产业链优质项目匹配专项基
金；实施“上市公司+”战略，提高直接融
资比重，培育和推动更多符合条件的企
业上市融资，力争2025年资产证券化率
达到10%。

辽沈晚报记者 王琳

苏家屯区
建46个爱心驿站

沈阳市民营经济主体
2025年将突破150万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