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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记者
8月7日获悉，《沈阳市推动软件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以下简称《若干
政策》）印发实施。今年起的3年内，沈阳
市每年投入1.5亿元资金，从优化环境、
壮大规模、培育龙头、激发活力等维度，
全力提高软件产业赋值、赋能、赋智水
平，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积极争创并力
争成为东北地区首个“中国软件名城”。

软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灵魂，是
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制造强国、网
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支撑。沈
阳软件产业发展起步较早，始终保持健
康平稳的发展态势。2022 年，全市规

模以上软件企业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1087 亿元，同比增长 12.1%，占全省的
64%，高于全国平均增速，处于东北三
省领军地位。

沈阳软件产业重点企业不断壮大，
东软集团连续4年入选“全国软件百强
企业”，2022年度位列第 18位；新兴企
业快速成长，沈阳雅译自主研发的小牛
翻译系统支持388种语言互译，先后参
与承担 30 余个国家级科研项目；创新
能力不断增强，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
所、紫光中德等企业牵头承担 11 个国
家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项目；新兴
领域提速发展，华为、紫光、腾讯等云服

务商加快在沈阳布局，每年推动 1000
余家工业企业上云。经初步评估，沈阳
软件产业的产业实力、创新能力、应用
水平、发展环境等指标已达到“中国软
件名城”创建要求。

基础好，势头稳。此次沈阳再出重
磅政策，加码支持软件产业高质量发
展。据沈阳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若干政策》共包含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招引培育、品牌打造、创新发展等7个方
面共计13条政策。其中，全球软件500
强企业、中国软件百强企业在沈阳新设
立独立法人企业，给予最高100万元奖
励；沈阳软件企业建设的数字化转型促

进中心获国家级、省级认定的，给予最高
100万元奖励；对沈阳软件企业在人工智
能、虚拟现实、元宇宙等新兴领域自主研
发创新，打造引领产业发展的创新项目
择优给予奖励，最高奖励300万元。

目前，沈阳市正加紧制订操作性强
的实施细则，并以“直达快享”为原则，
通过进企入园及平台宣讲等方式，保障
政策兑现“及时办”，助力企业“加速
跑”，以“一城（软件名城）、一园（软件名
园）、一会（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一址
（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和产
业园区为主要载体，高质量打造“中国
软件名城”。

沈阳壮大软件产业提升硬实力
3年内每年斥资1.5亿元优环境、扩规模、育龙头、增活力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
道 记者 8 月 7 日获悉，日前，
作为鞍钢集团最大的区域子公
司，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簿记发行
该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的科技创新可续期公
司债券（第四期）（债券简称“23
鞍钢 KY04”）和 2023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的科技创新
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五期）（债
券简称“23 鞍钢 KY05”），发行
期限均为“3+N”年期，发行规
模分别为 20亿元和 30亿元，票
面利率分别为 3.55%和 3.6%，由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
任主承销商。

科技创新可续期公司债券
是指由科技创新领域相关企业

发行的公司债券。鞍山钢铁 50
亿元科技创新可续期公司债券
为东北地区发行的首单科技创
新公司债券、我国钢铁行业企
业发行的首单公募科技创新公
司债券，充分体现了鞍山钢铁

“坚持创新驱动，增强创新活
力”的企业核心价值观，不仅有
助于鞍山钢铁拓宽直接融资渠
道、持续优化融资结构，更是鞍
山钢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科技创新和“碳达峰”

“碳中和”重要决策部署，以金
融力量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的重
要举措。其中，发行规模为 30
亿元的“23鞍钢KY05”，是今年
以来我国同期限可续期公司债
券最大发行规模，也是今年以
来东北三省非金融企业信用债
最大发行规模。

鞍山钢铁发行50亿元
科技创新可续期公司债券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眼下，
在大连重工装备集团瓦房店基地大型
高端风电核心零部件智能制造项目建
设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工人正在
有序施工。该项目年底建成后，将具备
3兆瓦至 25兆瓦风机核心铸件批量供
货能力。

8月 7日，记者从大连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了解到，上半年，大连市工业
经济呈现较快增长态势，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分别高
于全国、全省 9.2 和 7.7 个百分点，增
速在全省及 15 个副省级城市中均排
名第一。

工业是大连的命脉，大连振兴首先
要工业振兴。大连市把推进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重中之重，扎实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
文章”，通过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
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构建

“5+4+3+1”现代化产业体系。
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不断加快。今

年，大连市建立重点工业项目库，纳入
项目 340 项，总投资 2524 亿元。上半
年，全市完成工业投资257.8亿元，同比
增长 11.3%，工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比重达 32.3%，向上拉动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2.8个百分点。

狠抓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
展。全市上报重大技术装备攻关项目
11项，推动重点技术改造项目71项；推
荐 114 家企业申报省级数字化车间和
智能工厂、37 家企业（园区）申报省级
绿色工厂（工业园区）。

大连市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恒
力聚酯科技产业园、华一锂电及一批
国内领先的精细化工项目加快建设，
助推产业向下游发展。推进高端装备
制造产业集群发展，着力发挥头部企
业的引领作用。大连中远海运川崎首
制 2.4万标箱集装箱船成功下水，大船
集团建造的全球最大级别穿梭油轮正

式交付。华锐重工大型高端风电核心
零部件智能制造项目开工建设，SK海
力士等一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
重点项目加快推进，奇瑞汽车大连工
厂生产线改造项目等新一代汽车产业
集群加快建设。

加强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今年以
来，大连新增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59家；举办“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融资
和公共服务对接活动，195 家“专精特
新”企业参加。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435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73 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产品）17家。

大连工业经济快速增长重点产业势头强劲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在全省及15个副省级城市中均排名第一

8月7日，沈阳市法库县包家屯镇腰达房村村民
贡建华在自家庭院里晾晒刚刚收获的架豆。他家的
房前屋后还种了十几亩寒富苹果和朝天椒。马上要
立秋了，作物长势喜人，贡建华喜上眉梢，单靠庭院
种植一项，他家今年纯收入就达10万元以上。

据腰达房村党支部书记毛旭峰介绍，该村位置
比较偏僻，曾经是贫困村。近年来，村党支部带领

村民充分利用房前屋后的土地搞庭院经济，种植架
豆、花生、朝天椒、苹果等效益较高的经济作物。同
时，发展养殖业，全村有近100户村民参与养殖。今
年，全村肉牛存栏600余头，养羊1000余只。

村民收入逐年增加，腰达房村的基础设施也随
之改善。村里新建了广场，新修了水泥路，村容村
貌和村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村民幸福感大幅提

升。2022年，村民人均收入超过1.6万元。这个曾
经的贫困村，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美丽宜居乡村。

图①为贡建华家庭院种植的架豆喜获丰收。
图②为村民刘长伟每天 4 点就起来到牛圈中打
理。图③为腰达房村这个曾经的贫困村如今成了
远近闻名的美丽宜居乡村。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贫困村走上致富路

本报讯 科技体制机制不
断创新、创新主体不断壮大、创
新人才引育不断加强……8 月
7 日，记者从营口市获悉，营口
市坚持推进“三位一体”创新模
式，为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实
现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打下了
良好基础。今年上半年，全市
新注册登记科技型中小企业
254家。

上半年，营口市科技局持续
推进“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
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梯度培
育体系建设，全市申报高新技术
企业49家、雏鹰瞪羚企业44家；
推荐 42 个项目申报省“揭榜挂

帅”科技攻关项目，其中 6 个项
目进入省“揭榜挂帅”项目评审
环节；实现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35项，完成技术合同登记额 5.9
亿元。

营口市加强科技型企业群
体培育，推荐申报省级创新平台
10家；建立科技型企业培育库，
入 库 企 业 达 1300 余 家 ；征 集
2023 年“企业·博士”双创计划
技术创新需求20项。从16家高
校院所遴选 159 名专家学者认
定为营口市企业科技特派员，引
进国外高精尖人才2人，引进服
务科技创新团队39个。

于小淳 本报记者 佟利德

营口上半年新增254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

走基层 在一线 ZAIYIXIAN

本报讯 记者李波报道 8
月7日，记者从铁岭市委统战部
了解到，在全国知名民企助力辽
宁全面振兴新突破高端峰会期
间，铁岭市共签约12个项目，签
约总金额达46.9亿元。

铁岭市高度重视此次峰
会，将其作为展示铁岭良好发
展环境、良好发展态势、良好发
展底蕴的重大机遇，围绕粮食
生产、畜牧养殖、特色农产品全
力整合资源，主动对接国内知
名民营企业。

峰会期间，辽宁西丰智慧农

业健康食品综合体项目、山东树
芽农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年产
60 万吨饲料项目、开原现代农
业示范区项目、调兵山市小王子
食品扩建生产线项目、昌图县肉
牛屠宰深加工项目等 12个农业
产业项目顺利签约。此外，铁岭
市与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签
订了《农产品产销供应链建设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了农产
品产销对接、标准化供应基地建
立、农业品牌化建设等具体任
务，将极大地推动铁岭全域国家
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工作。

铁岭借峰会平台
签下12个农业产业项目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
道 8 月 4 日，沈阳市市级公物
仓正式开仓。全市市直机关、单
位等尚有使用价值的办公家具、
电子设备乃至车辆、房屋等资产
均可入仓流转，既可盘活存量资
产、减少流通损耗，又可充分发
挥资产使用效益、节约财政资
金，实现国有资产共享共用和各
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沈阳市市级公物仓位于沈
阳市沈北新区，占地面积 1.2
万平方米。据公物仓的管理

部门——沈阳市机关事务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沈阳市
以“勤俭办一切事业”为引领，
积极推进公物仓国家创新试
点单位建设，2022 年市级公物
仓应用信息化手段开始试运
行。截至目前，市级公物仓采
取“实体+虚拟”“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模式，为沈阳市市直
单位、临时机构、工作专班、乡
村振兴和支教队伍等调剂办
公设备和家具约 4600 件，节约
资金 1340万元。

沈阳市市级公物仓
开仓运行

昔日杂草丛生、荆棘遍布的荒山，
短短几个月后就蝶变为满眼青绿、风
景秀美的海棠园。8月 7日，站在阜新
蒙古族自治县十家子镇八宝海村水库
西山举目远眺，漫山的海棠树绿意盎
然，与山下碧波荡漾的水库遥相呼应，
云雾缭绕的水汽中，炎炎夏日也变得
凉爽宜人。

十家子镇是国家级玛瑙特色小镇
和省特色产业镇。作为国家AAA级景
区，每年前来游玩、淘宝的游客络绎不
绝。在产业带动文旅发展的同时，如何
留住客人、让顾客变游客，是该镇一直

以来探索的目标。十家子镇党委书记
齐金海说：“‘十四五’期间，我镇确定了

‘乡村振兴+玛瑙产业+文旅产业’的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格局，将域内的旅游
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全力推动玛瑙特色
小镇文旅产业发展。”

这处海棠园地处八宝海村水库西
侧，是典型的低山丘陵地貌，遍地是石
块，无法种植农作物，一直处于闲置状
态。它蝶变的契机源自“三资三变”改
革。去年 10 月，十家子镇以资源变资
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为载体，规
划千亩海棠园精品绿化美化工程。海

棠园预计 3年内实现收益，其中 50%归
村集体所有。在增加村集体收入的同
时，还能通过产业带动更多村民吃上

“文旅饭”。
今年春季，海棠园开始栽植树苗，

选取锦绣海棠、光辉海棠和富贵王子海
棠，3种海棠 3种花色 3种果实，加上油
松常绿树种，栽植的各类苗木达 5.3万
棵，达到春季赏花、秋季观果、冬夏常绿
的观光旅游效果。

为什么选择建设海棠园？齐金海
告诉记者，海棠园可以实现经济效益和
生态效益双丰收。海棠的花、叶、果、枝

等均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每个季节都
有独特的观赏特征，海棠果还可以食
用，做成果酒、果酱等产品。

“玛瑙小镇”是十家子镇发展的“金
名片”，而绿水青山能让这张“金名片”
更加闪耀。据齐金海介绍，十家子镇将
以八宝海棠园产业模式进行深度开发，
建设八宝海棠休闲度假区，建造卡丁车
赛道和房车宿营地，配合文旅小镇发
展，形成环游八宝海景观，让废弃的荒
山真正成为流金淌银的金山银山。山
风吹拂，看着一株株随风摆动的海棠
树，齐金海满怀希望。

玛瑙小镇再升级 荒山建起海棠园
本报记者 田 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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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蔡晓华报道 “只叫
一次号，一个窗口办，一步不用走，前后
20 分钟，就集中办好了涉及多个部门
的多项业务，省时又省力，真是太方便
了！”近日，在丹东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购买新房的市民杨荣生在税务部门专
业窗口办完纳税相关手续后高兴地说。

税务局房产交易专业窗口是丹东
市税务局创建“清风窗口”的一个缩
影。年初以来，丹东市税务局围绕纳
税人、缴费人的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提
升窗口服务质量，推出“智慧办问服务

中心”“丹税便民工作室”“便民码上
办”“安税解忧窗口”“码上找局长”等
一系列“清风窗口”服务品牌，大力推
进“办事不找关系”和“一件事一次
办”，解决群众办理税费“不会办”“办
事繁”的问题，使纳税人实实在在地体
会到办事的便利。

凤城市爱阳镇凤煤小区由于历史
原因导致房产证办理困难，小区 450
户居民整体年龄偏大，到市内办事多
有不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小区居
民选出代表，通过扫描二维码小程序

“码上找局长”，向凤城市税务局提出
诉求，希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群众事无小事。“码上找局长”工作
团队收到诉求后，凤城市税务局党委立
即召开专题会议，决定由有关部门联合
不动产部门共同下到乡镇开展房产登
记和契税缴纳工作，送服务到基层。工
作人员连续加班进行前期准备工作，将
小区房产税费信息全部录入完毕。同
时，第一时间协调沟通多部门联合办
公，摸清问题梗阻，反复研究论证，制定
妥善的解决方案。针对特殊情况，在相

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采取容缺办理
等举措，使困扰群众多年的“老大难”问
题得到圆满解决。

充分发挥“清风辽宁政务窗口”的
示范引领作用，丹东市税务局着力提升
全地区窗口服务软实力和硬要件，以

“小窗口”推动作风“大转变”，群众和经
营主体的满意率不断提升。上半年，全
地区税务服务窗口回复群众咨询5.7万
次，受理并解决疑难问题1100个，为特
殊群体开设绿色通道273次，延时服务
2400余次。

丹东税务“小窗口”改善群众办事“大环境”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记者8月7日获悉，大连市强化
政策引领，坚持数量质量并重、
内培外引并举，“培多、促活、做
大、育强”经营主体。截至 7 月
末，全市实有经营主体93.17万
户，同比增长6.83%。

大连市出台促进经营主体
发展壮大 22 条扶持政策，包括
开展“提质强企”三年专项行
动，在全市范围内对经营主体
登记和食品、工业产品、特种
设备、检验检测等行政许可事
项推行“证照联办”，实现“一
照”查信息、“一照”办事情；完
成 440 件现行有效涉及经营主
体存量政策措施清理审查；开
展入企服务，加强“点对点”帮
扶，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提供一揽子的“一站式”服
务；鼓励药品零售连锁经营，
支持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兼并
重组；开展知识产权惠企助企
行动等内容。

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
大，大力引进高质量外资企业

和项目，大连市建立企业“小升
规”培育库，组织“专精特新”企
业与国内知名企业对接，达成
合作意向 1.59 亿元；创新推出

“链链通”再贴现业务，上半年
累计办理再贴现31.65亿元，同
比增长 54.92%；推动金融机构
加大为全市普惠型小微企业贷
款力度，贷款余额达 757.17 亿
元；在“拿地即开工”方面先行
先试，实现土地摘牌后 1 小时
内核发“四证六文”十项手续；
加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上
半年全市新设外资企业 82 家，
实际到位外资7.8亿美元，同比
增长54.8%，其中高技术产业实
际利用外资6.3亿美元，约占利
用外资总额的81%。

在深化中央企业与我省合
作共赢发展、做强做优做大国有
企业方面，大连市建章立制，围
绕重点产业和重大基础设施等
领域开展合作项目的谋划储备
及签约，上半年共推进与中央企
业合作重大投资项目120个，总
投资6292.3亿元。

大连实有经营主体
达93.17万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