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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到中流浪更急，奋楫者总
是率先争渡；

人到半山路更陡，奋力者终
能傲视群山。

攻坚之年，攻坚之战，全面振
兴新突破三年行动的关键之年关
键之役。

接续首战告捷的激奋坚持不
懈，坚守锲而不舍的精神百折不
挠，沈阳的攻坚之战激扬而激越：

更加呈现向上向好的态势：
主要经济指标快速增长，地区生
产总值连续 8 个季度高于全国；

“三驾马车”协调拉动，质量效益
总体提升。“稳”的基础得到夯实，

“进”的力量加速积聚。
更加彰显厚积薄发的趋势：

坚实的产业基础释放新能量，丰
富的科教资源激发新动力，独特
的城市魅力迸发新活力……东
北振兴、辽宁振兴的“排头兵”

“跳高队”正在持续展现全面振
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攻坚之战的
沈阳担当。

用坚韧不拔争做排头，以坚
定不移诠释担当。打好攻坚战，
当好排头兵，是省委赋予沈阳的
光荣使命，也是沈阳必须扛起的
责任担当。纵横攻坚之战，沈阳
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
届二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全
面振兴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
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
省政府要求，牢牢把握维护国家

“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
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
展格局战略任务，锚定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强化产业发展与转型、
城市发展与转型、社会发展与转
型，围绕 10 个方面攻坚突破，纵
深推进“12+1”赛道任务，以蓬勃
向上的朝气砥砺向前，以敢为人
先的锐气冲锋在前，以无畏无惧
的勇气一往无前。

聚力“八大攻坚”重点任务，

聚焦“十个攻坚突破”，沈阳将
71 项重点任务细化为 1259 项工
作举措，制定了全年可量化、可考
核的年度指标，明确牵头部门、责
任单位及责任人，压实各方责任，
推动任务落地见效。

全力“拼上去”。沈阳四大班
子领导围绕分包地区、重大项目、
重大事项、重点产业集群等靠前
指挥、一线攻坚，各地区各部门强
化担当、勇挑重担，打破认知障
碍、心理障碍、政策障碍，将“不可
能”变为“可能”，将“可能”变为

“一定能”。坚决“抢下来”。把握
机遇“窗口”和产业“风口”，加快
布局新赛道、抢占制高点，在抢前
抓早中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
未来。矢志“争一流”。强化争先
竞进的志气骨气底气，沈阳提高
标准、拉高标杆，敢于向最好者
学习、与最强者比拼、跟最快者
赛跑，对标一流、追赶一流、成为
一流。坚持“实打实”。各地区
各部门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健
全领导包保、专班推进、跟踪调
度、督导督查等工作机制，清单
化、项目化、工程化推进工作，一
件一件破题，一项一项攻坚，一
个一个落实。

在善始善终中善作善成，在
持续用力中久久为功。始终葆有
必胜的信念和信心，沈阳再接再
厉，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企
业、大抓园区、大抓创新，全力抓
项目拼经济，全力抓创新兴产业，
全力抓改革促开放……全力完成
攻坚之年各项目标任务，在三年
行动攻坚之战中挑大梁担大任、
当先锋作表率，当好辽宁打造新
时代“六地”排头兵。

恒心加坚持，没有攀登不了
的高峰；恒力加坚定，没有抵达不
了的彼岸。

越是艰险越向前，不破楼兰
终不还。

攻坚之年攻坚之战，沈阳终
将用行动交出一份不辱使命的高
分答卷。

扛起“排头兵”的使命担当
张艾阳

SHENYANG
P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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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新质生产力
集聚发展新动能
前5个月沈阳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17.9%
本报记者 陶 阳

首次利用无人机投放赤眼蜂防
控玉米螟，实现“以虫治虫”；推广应
用无人机可见光和红外光对比、天空
灵嗅等技术，助力治理生态环境问
题；借助无人机运输虾苗、蟹苗，缩短
运输时间、提升成活率……盛夏的沈
阳，无人机格外“忙碌”，低空经济正
走进百姓的生产生活。

“单日单机作业面积达 5000 亩
左右，而且投放更加精准、均匀，防控
作业效率和质量全面提升！”在无人
机防控玉米螟各作业点位间，沈阳金
丰春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程光
远穿梭奔忙，他说，“公司已开发出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无人机及配
套产品100余种，我们有信心以产品
创新和低空服务双轮驱动，抢占低空
经济发展先机。”

起步早、基础好、潜力大，作为国
家重点布局的民用航空高技术产业
基地，沈阳市凭借低空经济发展先发
优势，加速布局“空天之城”。建设

“万亩方×极飞”超级农场、启动沈阳
市低空飞行管理服务中心、发布《沈
阳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2024-2026 年）》……随着新场景、
新项目、新平台不断呈现，沈阳市的
低空经济已呈集群之势。

从“新”出发，向“新”而行。推动低
空经济发展只是沈阳市积极培育发展
新质生产力、抢占产业发展新赛道、打
造经济增长新引擎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沈阳市坚持把创新作
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
重大创新平台布局，深化关键核心技
术协同攻关，加快建设重大技术创新
策源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

同时，培育壮大先进材料、智能制造、
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健康等新兴产
业，布局建设基因工程、人工智能、人
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升级。

辽宁中化沈化院化工新材料中
试基地“锂电池铝塑膜黏合剂产品中
试开发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东
软医疗利用自主研发的光子计数CT
技术成功获取首张人体图像，取得突
破性进展；沈阳精锐数控机床有限公
司加大研发投入，积极与清华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合作，系列高端数
控机床产品可全面替代进口……

新技术、新成果、新产品持续涌
出，如何加速其转化和应用成为“必答
题”。在完善成果转化机制、制定成果
转化支持政策的同时，沈阳市打造人
工智能、智慧教育、工业互联网、城市
治理等在内的应用场景体系，这也成
为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一环。

“我们自主研发的多模态医疗人
工智能平台与辅助诊断系统，率先在
沈阳市数十家医疗科研及服务机构
示范应用。”在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
限公司，智能影像云平台总诊断量等
数据不断刷新，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
姚庆说，“这是结合互联网、人工智能
和大数据等技术而构建的开放式智
能服务平台，在沈阳市的应用引领
下，平台业务得以迅速铺开。截至6
月19日，已经为全国近5000家用户
提供了超过549万次服务。”

乘势而起、产业竞进。今年沈阳
市新质生产力发展动能持续积聚，新
兴工业产业快速发展。前5个月，高
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9%，
连续4个月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

①攻坚奋战中的沈阳市，展现出蓬勃发展之势。
本报记者 查金辉 摄

②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正在进行
点焊机器人作业测试。 本报记者 查金辉 摄

③沈阳市举办2024“博士沈阳行”活动，广聚英才。
本报记者 赵敬东 摄

④沈阳将口袋公园打造成“金边银角”，构建“沈水
之阳三千园”景观格局。 沈阳市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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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十方面攻坚突破 纵深推进“12+1”赛道

沈阳：厚积成势 勠力攻坚
本报记者 金晓玲

攻坚必胜，连战连胜；不获全胜，决不
收兵。

三年行动攻坚之战打响以来，沈阳市围绕当
好辽宁打造新时代“六地”排头兵，聚力“八大攻
坚”重点任务，锚定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总体目标，强化产业
发展与转型、城市发展与转型、社会发展与转型，结合全市实际
进一步细化明确了十个方面攻坚突破任务，纵深推进“12+1”赛
道任务，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企业、大抓园区、大抓创新，聚
力聚智，重点突破。

向上向好的态势、趋势清晰呈现——
沈阳夺取首季“开门红”，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连续8个季度超

过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位列15个副省级城市第三位；1月至4
月，工业投资同比增长76.7%，位列15个副省级城市首位；截至
5月底，全市实有经营主体132.6万户，同比增长12.2%。

攻坚之战“下半场”已然开启。数字背后，支撑是否稳固？
气势之外，活力能否涌流？变趋势为胜势，潜力后劲又何在？

到项目现场、到发展一线，看沈阳如何咬定目标、再接再厉,
奋力夺取新的更大胜利。

●抓好消费升级。以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为契机，拉动大宗商

品消费。打造好“2024爱沈阳”24个重点场景，叫响“沈水之

阳 我心向往”文旅品牌。

●文体旅加速融合。央视春晚分会场演出好评如潮，足球世界杯

预选赛落户，上榜外国游客热衷的国内目的地前10名，入选全

国游客满意度十佳城市，开展“春天花正开”“夏日享清凉”等系

列活动。

●重大创新平台建设提质增效。辽宁材料实验室6个颠覆性技

术研究所启动实质性科研工作，格莱特国际研究中心正式揭牌

运行。前5个月，全市各级各类科技创新平台总数达 1690
个；科技型企业总数达 24021 家；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

158.32亿元，同比增长73.48%。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前5个月，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20.4%、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 1.7%、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

57.8%、电子元件产量增长16.6%。

●推进重点产业集群提升工程，发布10个重点集群2024年行

动计划和沈阳工业产业地图。推进制造业“数字赋能”工程，推

荐李尔汽车等28户企业共计110个场景申报2024年辽宁

省制造业数字化优秀场景；推荐沈鼓集团等25 家单位共计

30个项目申报2024年度辽宁省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实训

基地（创新体验中心）。实施重点工业园区满园扩园工程，新谋

划3个头部企业配套园区和6个特色园区，园区数量由“12+
24”增加到“15+30”。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预计达到815万亩。全力打造稻米等4个

百亿级优势特色产业，培育壮大肉鸡、奶牛等潜力特色产业，创

建5个省级特色产业优势区。

●加快打造营商环境“升级版”，2447项申请材料实现只提交一

次或免于提交，102项“跨部门一件事”上线运行，7类智能化

场景总数达到1129个。168个事项实现“都市圈”通办，99
个事项列入“全市通办”事项清单。

●围绕舒心就业、幸福教育、健康沈阳、品质养老、平安沈阳等民生

工程以及重大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谋划民生项目。一季

度，城镇新增就业3.74万人，新增普惠性学前教育学位1350
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人数达到32.5万人，牡丹社区等7个社

区被评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推进地铁1号线东延

线、3号线、6号线等项目建设。深入推进城市更新“五大行

动”，精细化管理模式全国推广。 本报记者 刘 桐 整理

⑤坐落于沈阳市大东区的华晨宝马厂区。
沈阳市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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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

激战“主战场”

【锚定实体经济，抓项目，促升级，加快
构建具有沈阳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
系，为打赢攻坚之战奠定基础】

“今天是新征程的开始，我相信，未来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才、项目、优质资源不断
涌入。云程发轫，万里可期！”

7月1日，沈阳浑南科技城核心启动区
正式开园，智慧之云、科学家工作坊等一批
科创空间交付运营，50个重点科技项目揭
牌入驻。这标志着，经过3年时间的规划
建设，浑南科技城已由建设阶段转至运行
启动阶段。在启动现场，院士专家难掩激
动，发出如上深情寄语。

规划建设浑南科技城，是省委、省政府
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沈阳市打造综合性国
家科学中心的重大载体。目前，华为辽宁
区域总部等82个项目已提前竣工，沈阳航
空动力产业园等79个项目正式投产。

攻坚之战怎么打？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根基在实体经济，关键在科技创新，方向是
产业升级。沈阳市聚焦实体经济，抓项目
拼经济，调结构促升级，全力推动传统产业
向高端化迈进，加快构建具有沈阳特色优
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聚焦集群化，提速发展。沈阳市发布
10个重点产业集群2024年行动计划和沈
阳工业产业地图，按照产业链逐级明确责
任分工，逐一形成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重
点园区、招商、专家人才、工作专班6个清
单。头部企业配套园区和重点特色工业园
区提档升级，10个重点产业集群规模突破
9000亿元，今年将向万亿目标迈进。

聚焦智能化，主动出击。推进制造业
“数字赋能”工程，目前已建成45个智能工
厂、200个绿色工厂，高端装备占装备制造

业比重达到35%，沈阳成为东北唯一国家
服务型制造示范城市，在“国家先进制造业
百强市”评比中蝉联东北首位。

1月至4月，沈阳市工业投资完成174
亿元，同比增长76.7%，增速居15个副省级
城市首位；工业投资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比 重 达 到 35.7% ，拉 动 全 市 投 资 增 长
16.4%。

沈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工业投资在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
比重在两年前还不到20%，如今这一数据
大幅增长，并且其中高技术产业投资还占
了“大头”，体现出的是沈阳工业转型升级
正在提速，产业实力更加雄厚。

打好“关键仗”

【人人都是环境，事事关乎发展。沈阳
向改革要红利，以服务塑环境，人气、商气
不断提升，外界预期持续向好】

沈阳的“火”，堪称“现象级”。
“听劝”服务让沈阳“待客之道”广受赞

誉。“五一”假期，沈阳累计接待国内游客同
比增长35.01%，实现国内旅游收入同比增
长74.61%。

5月30日，6860名海内外博士齐聚沈
阳，参加连续第二年举办的“博士沈阳行”
活动。这一人数，达到上年的5倍多！经
过几天的接触和了解，4657人次达成意向
签约，将与沈阳“双向奔赴、携手同行”。

截至 5 月底，沈阳市实有经营主体
132.6万户,同比增长12.2%；企业总数突破
40万户，数量位居全省首位。

可以说，无论对游客、人才还是企业的
竞争，归根结底要看一个地区打造环境的
能力和综合生态的实力。

沈阳市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打好打赢

攻坚之年攻坚之战的“先手棋”“关键仗”，
持续打造营商环境“升级版”。向改革要红
利，深化“只提交一次材料”改革，“只提交
一次”或免于提交事项占比达到90.2%，改
革经验入选全国政务服务效能提升典型案
例；创新“惠帮企@链上沈阳”“舒心就业”
进社区等助企制度，获评中国改革2023年
度市域改革案例。

以环境稳信心，把降低企业成本作为
出发点，全国首创投标保证金“信用保函”
制度，全省首推对政府采购项目免收投标、
履约保证金，为企业减负2.3亿元；把优化
法治环境、信用环境作为重点，浑南高新中
央法务区即将挂牌，知识产权、金融法庭和
检察室相继成立，政法机关入驻头部企业
配套园区开展法律服务；把惠企利民作为
落脚点，12345热线与社区网格深度融合。

用服务增活力，深入开展“领导干部进
企业、服务振兴新突破”专项行动、“解民
忧、纾民困、暖民心”和“你找茬、我听劝”等
行动，设立87个“找茬”窗口，多渠道解决
企业诉求困难2.38万件。同时，在东北地
区率先成立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实现外国
人来沈学习、工作、居留等“一窗”受理、“一
网”通办、“一次”办结，积极构建高质量的
涉外公共服务体系，目前已建成3个国际
社区、6所国际学校、10所涉外定点医院，
外籍人士在沈工作、生活、学习、创业的便
利化水平不断提升。

人气更旺了、热度更高了、吸引力更强
了，社会各界对沈阳全面振兴充满信心，
越来越多人才、企业与沈阳携手同行、协
力并进。

抢占“新高地”

【以创新创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强
筋壮骨”，未来产业“生肌长骨”，为沈阳攻

坚必胜积聚新生力量】

如果说，沈阳以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
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以营商环境“升级版”
的打造提升城市吸引力，汇聚更多优质资
源；那么，将来之不易的向上向好态势趋势
转化为攻坚胜势，潜力和后劲来源于什么？

沈阳市认为，雄厚的产业基础、日臻完
备的产业体系，将为企业抢占发展新高地、
制胜前沿赛道提供强力支撑，随着科教兴
市、人才强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
施，沈阳一定能带动更多企业向“新”进军、
向“高”攀升，以创新创未来。

事实上，这样的构想正在走进现实。
4月17日，东大和泰超材料研究院及航

空新材料生产基地、中德园交能融合零碳产
业园暨沈阳微控磁悬浮应用产业基地项目
同日开工。前者将打造先进材料制备及成
型研发基地；后者一期建设飞轮储能设备制
造工厂及磁悬浮技术应用研发中心，将形成
1.1万台飞轮储能设备生产能力。

看好沈阳、投资沈阳的，还有全球领先
的智能风电、储能系统、绿氢技术领域“链
主”企业远景科技集团。5 月 23 日，远景
（沈阳）零碳新能源产业装备基地项目开
工，远景国际绿氢工程和装备技术研发中
心揭牌。以这两个项目为牵动，远景科技
集团将加快推进绿氢装备制造基地、动态
绿能氢氨工厂、国际氢能源装备产业基地
等项目建设，助力沈阳乃至辽宁壮大新能
源产业集群。

在沈阳，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强筋壮
骨”。以华晨宝马等为代表，汽车及零部件
产业加速电动化转型；以黎明、沈飞集团等
为骨干，航空航天产业能级日益提升，临空
经济区、航空航天城、航空产业基地“双核
一基地”加快建设；以新松机器人为“链
主”，形成国内产品线最全的制造基地，机

器人及智能制造集群入选国家级先进制造
业集群；以拓荆、芯源微等为龙头，集成电
路装备产业形成北京、上海之外第三大集
聚区；以东北首家制造业“独角兽”微控飞
轮、远景零碳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等为标
志，新能源产业加速崛起。

未来产业“生肌长骨”。围绕未来制
造、未来信息、未来能源等方面，沈阳聚焦
人形机器人、量子技术、氢能等12个细分领
域，推动现有优势产业未来化、颠覆性技术
产业化，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筑基垒台。

稳的格局持续夯实，进的力量加速积
聚。带着事不避难、真抓实干
的决心与智慧，沈阳攻坚挺进，
必将连战连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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