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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车大连公司自主研发的我国首台中速大

功率氨燃料发动机点火成功；沈阳远大集团电力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核主泵变频器已

在国家级重点核电项目中应用……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一代代辽沈儿女接续

奋斗、耕耘前行，让辽宁这个曾经创造过新中国

工业史上千个“第一”的老工业基地，焕发出新的

光彩。广阔的辽沈大地上，创新的力量正在喷

涌。传统产业向“新”进发、新兴产业以“质”领

航，不断为辽宁振兴注入新动能。

不断攻关、持续突破，这是辽宁的坚韧。

今年5月19日，沈鼓集团拿下了全球最大规

模乙烯装置的设计生产订单，该设备最大负荷可

达到 180万吨/年。这也让沈鼓成为世界上少数

几家能够设计制造高端乙烯装置的企业之一，自

2011年建成首套百万吨乙烯三机以来，沈鼓集团

通过行而不辍的科技创新，不断突破乙烯装置用

压缩机及配套设备的“天花板”，为国内大型乙烯

装置安上强大的“中国芯”，实现了核心技术从

“跟跑”“并跑”到“领跑”；同样久久为功、不断跨

越的还有沈阳远大集团电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其自主研发的核主泵变频器已在国家级重点核

电项目中应用，结束了我国这一装置长期受制于

人的局面。辽沈大地上一次又一次重大突破，一

个又一个创新攻关，是新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历程的缩影。

调整结构、逐绿前行，这是辽宁的勇毅。

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绿色

低碳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特征。走进面积相当

于406个足球场的沈阳华晨宝马里达工厂，所有

的电力均为100%可再生电力，工业废水

实现 100%循环再利用。工厂里

的 11000 多株树木，7500 平方米

花园，全部使用回收的雨水浇灌；在黄海之上，

300多座高约百米的“大风车”傲然耸立。这是我

国北方单体容量最大的海上风电项目——中国

华能集团大连庄河海上风电项目，预计年上网电

量可达17.3亿千瓦时。在辽宁，新发展理念已经

深入人心，辽沈人民正坚定不移地走在绿色低碳

的高质量高颜值发展道路上。

科技赋能、智能升级，这是辽宁的底气。

75年，弹指一挥间，我们的事业发生了“天翻

地覆慨而慷”的巨变！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冷轧厂

涂镀分厂彩涂工区被称为“黑灯工厂”：这个产能

30万吨、3万多平方米的工区，看不到一个工人，

从原材料到最终成品，所有环节均由自动化设备

和智能机器人按照系统指令自行完成。截至目

前，鞍钢目前已实施 400 余个数字化智能化项

目。

而在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机器人生产机器人的场景已经是常

态，移动机器人来回穿梭搬运，工业机器人卖力

焊接。作为我国机器人行业的“排头兵”，沈阳新

松已研制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机器人、移

动机器人、特种机器人三大类核心产品。

这些瞩目的成就，不断书写着辽宁科技闯关

破题的奔涌劲头。

振兴新突破，辽阔新征程！今年是辽宁全面

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的攻坚之年，是实现“十四

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上半年，全省地区

生产总值增长5%，连续6个季度赶上或超过全国

水平，振兴发展呈现出向上向好的新气象新局面。

河出伏流，一泻汪洋！辽沈大地已经聚集起

振兴突破的磅礴力量，在奔腾涌动的创新热潮

中，高质量发展势头正劲！

本报记者 胡婷婷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本报国庆节期间休刊7

天（2024 年 10 月 1 日-10 月

7日），2024年10月8日恢复

出刊。休刊期间，新闻将在

本报新媒体平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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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读者

——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