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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之滨，辽东湾畔，新风浩
荡，千帆竞渡。

作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全国
创新驱动示范市，营口这座因河
而生、向海而兴的百年港城，何以
革故鼎新？何以行稳致远？营口
市的答案是：向“新”而行，以“质”
谋远，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
描绘攻坚之年攻坚之战新图景。

在营口华能仙人岛热电厂，
大功率海上风电机组创造风轮直
径260米、单机功率18兆瓦“两项
全球第一”纪录。在营口金辰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687项核心技术
专利成就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
企业殊荣。在辽宁星浩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物联网和区块链技术
让600余农户“云端”上从事特色
种植。在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
限公司，43项科技成果转化让企
业脱胎换骨，生产工艺和产品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营口大地
上，从广袤原野到繁华都市，从生
产车间到研发中心，从辽阔海洋
到飘香果园，科技创新的魅力随
处可见。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号角已然吹响，奋斗正当其时！

今年以来，营口市全面打响攻
坚之年攻坚之战，锚定“三地四市”
目标定位，着力构建高品质钢铁、
清洁能源、黄金、铜4个千亿级产
业集群和精细化工、铝、镁、粮油食
品4个三百亿级产业集群。跃迁
之道，要在创新。创新一子落，发
展满盘活。营口在推进产业集群
优化升级上下功夫，补短板、拉长
板、锻新板，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同时，统筹
推进创新生态、创新平台、创新人
才“三位一体”建设，壮大新产业，
催生新模式，激发新动能，让“雏
鹰”展翅，让“瞪羚”腾跃。

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
也。营口市以推进国家创新型城
市和创新驱动示范市建设为契
机，聚焦重点、聚力关键，扭住创
新“牛鼻子”，厚植发展“绿底色”，
下好改革“先手棋”，打造人才“强
引擎”，扎实做好政策落实、环境

营造、要素保障，加快科技创新主
体培育，统筹各类创新平台建设，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强化创新人
才引育，让创新创业的“千里马”
竞相奔腾，原创性、颠覆性的创新
成果竞相涌现。

创新成果不只是“实验室”里
的样品，更应是“生产线”上的产
品、大市场里的商品。加强科技
创新，必须打通创新与应用的“任
督”二脉，让更多科研成果从“书
架”走上“货架”、从论文转化为产
品和服务。辽宁金天马专用车制
造有限公司与首钢技术研究院、
北京科技大学开展汽车特种钢轻
量化研发设计，斩获 54 项专利。
康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国
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在聚酯
新材料赛道上成为领跑者。鞍钢
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
把绿色低碳转型作为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引擎，吨钢污染物排放水
平直降 50%以上。大石桥市黄
土岭镇先锋村采用“雾培技术”
栽植番茄，“空气”里栽蔬菜成为
现实……营口不断开辟新赛道、
增强新动能、塑造新优势、拓展
新空间，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不
断迈上新台阶。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长期
任务、系统工程。展望前路，仍然
任重道远，还有不少难关险隘需
要攻克。营口将以咬定青山不放
松的韧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
心，在提升区域创新、优化创新生
态、打造创新平台、关键技术攻
关、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主体培
育、创新科技服务、创新人才引育
等方面攻坚发力，打造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创新高地、创业热土。

营口是东北地区首个开埠
地，在西风东渐中，坐拥河海通衢
之利的营口站在那个时代的潮
头，素有“关外上海”“渤海明珠”
美誉。领风气之先，与时代同行，
开放创新、进取包容的基因在营
口人的血脉中澎湃流淌。今天，
营口将以“再领风气之先”的气
魄，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航程
上，踏歌行，逐浪高。

向“新”而行 以“质”谋远
侯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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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攻坚奋战中的营口市生机勃勃活力四射。
营口市委宣传部供图

②营口港集装箱码头公司创新优化装卸作业工艺，使
作业效率不断提升。 本报特约记者 宁 勇 摄

③营口市建设130个口袋公园成为市民休闲娱乐好去
处，提高市民生活品质。本报特约记者 唐晓红 摄

④生产光伏电池装备的“小巨人”企业营口金辰公司
车间里，工人正加工物料。 本报记者 韩宇浩 摄

抓好项目建设 壮大民营经济 做优河海文章

营口：扬帆竞渡冲在攻坚前列
本报记者 佟利德

攻坚之年攻坚之战，营口市谋全局、抓
重点，找准突破口，牵住“牛鼻子”，从项目
建设、民营经济、河海文章三方面发力，跑出高
质量发展加速度，交出一份沉甸甸的年中答
卷。今年前5个月，营口市开复工项目591个，完成投
资203.1亿元，同比增长7.5%，增速列全省第五；新增经营主
体 4300 户，全市经营主体总数达 30.72 万户，同比增长
4.35%。

目标已定，其志必坚。攻坚之年攻坚之战打响以来，营口
市聚焦八个新突破，全力打好八大战役，锚定建设“三地四市”
目标定位，细化十方面重点任务，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企
业、大抓园区、大抓创新，打出招商引资、项目建设、营商环境
组合拳，统筹下好经济建设、城市发展、民生福祉一盘棋。

凝心聚力，重点突破。营口市立足自身优势，坚持项目为
王，推动一大批重点项目落地开工；坚持高质量发展民营经
济，扶持民企做大做强；坚持做好河海大文章，深入实施辽河
文化产业带建设和港产城融合发展两大战略，重拳出击，捷报
频传。

⑤中交营口LNG接收站项目已完成地基处理、储
罐桩基及承台施工。 本报记者 佟利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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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项目建设
为高质量发展蓄积动能

6 月 30 日，18 兆瓦中速全集成海上风
电机组在营口华能仙人岛热电厂完成吊
装，标志着创造风轮直径260米、单机功率
18 兆瓦“两个全球第一”纪录的风电机组
在营口市投入商业化应用。

这台“巨无霸”机组整机重量近 800
吨，叶轮扫风面积约 5.3万平方米，相当于
7 个标准足球场面积。在满发风速下，机
组每转动一圈可发44度电。

仙人岛令人振奋的场景，是营口各地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的一个代表。为了打好
主动仗，做足提前量，营口市印发了《营口
市2023-2024年项目建设“冬季行动”实施
方案》，加快推进各类前期工作。3 月 18
日，作为全省一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动
员大会主会场之一，营口市组织77个重大
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 301 亿元，项目规
模、结构、总投资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今
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5.9%，
增速为全省第三，圆满实现“开门红”。

为帮扶项目尽快落地开工，营口市选取
总投资2035亿元的33个重大项目，由31位
副市级以上领导担任市级“项目管家”，实行

“一个项目、一位领导、一个团队、一张图
表、一抓到底”的全程服务。31位市级“项
目管家”累计现场调研 49 次，电话调研 44
次。市级帮扶团队现场调研37次，县区管
家团队现场调研152次，共解决难题38个。

为增强各县区、园区竞争意识，营口市
实行“赛马”机制，倒逼项目落实。建立“月
通报、季总结、年结账”考核制度，对各地区
项目建设和投资完成情况进行排名，并以

《营口市固定资产投资与项目管理工作通
报》的形式向四大班子领导通报。市政府
定期约谈排名末位地区的主要负责同志，

努力营造“比开工、拼进度、晒成果、亮特
色”的良好氛围。

营口市建立“建设项目库”“储备项目
库”和“重点项目库”3个项目库，全力做好
调度在建项目、谋划储备项目、清单式推进
重点项目。截至目前，“建设项目库”已落
实开复工项目 833 个，总投资 3205 亿元；

“储备项目库”现有储备项目1321个，总投
资7251亿元；“重点项目库”中纳入省级十
五项重大工程项目 21个，总投资1161.7亿
元。营口市2024年列入全省重大央地合作
项目清单项目15个，总投资约1400亿元。

壮大民营经济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活水

自动上料、自动称量、自动打砖、自动
入窑、自动包装，在营口光阳耐火材料有限
公司自动化生产车间，“5G+工业互联网技
术”将人、机、物数字联通，混料-生产-成
型-发运，全程实现信息化操控，仅此一项
企业每年就能节省成本800万元。在厂房
屋顶架设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板，一年最低
可节省电费50万元。

曾经在人们心目中“重口味”的镁产
业，如今开启绿色转型、智慧发展新征程，
这也成为营口市加速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布局新赛道，
挖掘新潜能的生动写照。

在营口，民营经济占主体。营口市锚
定全省民营经济标杆城市的目标定位，多
措并举倾力为民企搭桥铺路，让民企敢投
敢试敢闯。

营口市着力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先后出台《营口市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条例》

《营口市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条例实施细
则》，全力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公平的市场
环境、良好的法治环境、优越的营商环境。

强化“项目管家”精准帮扶机制，开通“政企
直通车”，截至 4 月底，累计服务企业 24.8
万户，解决各类重点问题175个。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培
育新质生产力。营口市培育壮大科技型企
业，实施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升级工
程。1月至5月，实现技术合同成交额6.6亿
元，同比增长 50%。新增专精特新企业 10
家，新增注册登记科技型中小企业237家。

用“金融活水”助力民营经济发展。营
口市组织银行保险机构扎实开展“普惠金
融推进月”活动，推动政、银、保、企对接，

“真金白银”的注入为企业送来“及时雨”。
民企强则营口强。截至 5 月末，营口

市经营主体达到30.72万户，民营经济主体
29.8 万户，占比 97%。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 114.4亿元，同比增长 2.2%，占全市固
定资产投资56.3%。民营经济税收收入72
亿元，占全市税收收入 80%以上。全市有
专精特新企业 125 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
业6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695家，高新技术
企业 431家，雏鹰瞪羚企业 199家，民营经
济显露勃勃生机。

做优河海文章
为高质量发展铸强引擎

营口因河而生，向海而兴。“港产城”融
合发展和辽河文化产业带建设是营口市重
点实施的两大城市发展战略，不仅能有效
推动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提高群众生活
品质，更有力推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营口市制定《营口市“港产城”融合发
展规划》和《“辽河文化产业带”国土空间专
项规划——营口市大辽河沿岸地区综合规
划设计总体规划方案及行动计划》，成立工作
专班，以两大战略发展规划为纲领，综合施
策、靶向发力，加快“港产城”融合发展步伐。

以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全力推进“港
产城”融合发展快速实施。谋划总投资
1555 亿元的 172 个“港产城”融合发展项
目，其中，港口基础设施重点推进总投资
214 亿元的鲅鱼圈港区钢杂泊位改造等 7
个项目；临港产业重点推进总投资 916 亿
元的建发盛海搬迁扩建等 109 个项目；城
市发展重点推进总投资425亿元的沿海产
业基地冶金化工重装备区市政基础设施配
套等56个项目。

发展临港经济，着力培育发展新动
能。营口市全面参与全省石化和精细化工
产业基地建设，加快推进仙人岛能源化工
区和沿海产业基地精细化工产业园发展，
总投资 116 亿元的中交营口 LNG 接收站
等项目有序实施，重点推动总投资 112 亿
元的陆上风电等项目建设，加快港口型物
流枢纽和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

营口市加强顶层设计，合理布局，加快
辽河文化产业带建设。辽河文化产业带北
起原造纸厂水库西侧，南至咸水河，岸线总
长度约42公里，总面积约55平方公里。

按照“充分挖掘、利用、保护好工业遗
产，统筹产业和空间布局，拓展城市发展空
间”的要求，以及“整体规划、分步实施、重
点推进”的原则，首批辽河文化产业带筹划
及建设3个项目，即营口大辽河城市段成福
里至大辽河入海口（以下简称“西段工程”）
和造纸厂东路至成福里（以下简称“东段工
程”）2个整治工程建设项目，以及建设营口
老港3号码头城市更新项目。

目前，西段工程已完工并投入使用。
该工程腾迁辽河沿岸渔业和石油等污染企
业，拓宽大辽河河堤路、新建和改造排水泵
站、新建城市休闲区，提升和完善城市功
能，改造辽河沿岸环境，推进老城区城市更
新，同时促进了周边文体旅目的地衍生发
展，逐步成为营口新的休闲娱乐打卡地。

东段工程包括5公里大辽河沿岸防洪
堤提升、6公里滨河街（造纸厂东路至成福
里段）道路及配套管网，以及 32 万平方米
辽河沿岸城市绿道、城市休闲区工程。目
前，成福里至联盟路防洪堤工程和滨河街
道路及配套管网工程已开建，配套管网施
工已基本完成，城市休闲区正在有序施工。

年中回眸，聚焦营口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生动实践，近距离观察营口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路径，城市发展生机勃勃、活力四
射，折射的是营口市委、市政府攻坚克难的
信心决心，凝聚的是全市上下一心一意谋
发展的强大合力，彰显的是这
座河海之城开放包容、创新进
取的魅力风采。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取得新成效
前5个月实施工业技术创新项目152项

本报讯 记者佟利德报道 日
前，第十七届国际太阳能光伏与智
慧能源（上海）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
国家会展中心举行。营口金辰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展示的新能源装备，
让人眼前一亮，吸引了大批参展者
驻足。

“我们旗下的高效光伏组件自动
化产线、三合一高效叠焊机与接线盒
无序上料机等新型光伏装备科技含
量十足，TOPCon与HJT高效电池智
造产线更展示了我们在电池设备领
域的新突破。”金辰机械常务副总裁
祁海珅说。

作为生产光伏电池装备的“小
巨人”企业，金辰机械自主研发的高
端智能装备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新
材料行业，在光伏高效电池等领域
具有先发优势，产品备受国内外市
场青睐。

如今，金辰机械共拥有核心技
术专利 687 项，其中发明专利 272
项，已为全球 210 余家客户提供超
过 400 吉瓦光伏制造设备，成为国
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有力践
行者。

在位于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
区内的康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是恒力集团旗下恒力石化股份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全省生产
化工高端新材料产品的代表性企
业 。 目 前 ，他 们 生 产 的 一 种 超 薄

“薄膜”新材料产品厚度只有 4.5 微
米，还不到头发丝直径的 1/10。产
品具备厚度均匀性好、平整度高、

强 度 大 ，以 及 热 转 印 效 果 好 等 特
点，广泛应用于电子、包装、医疗、
建筑等领域，远销到欧洲、日韩和
东南亚等地区。

依托金辰机械、康辉新材料等
龙头企业，营口市追“新”逐“绿”的
脚步不断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
产业，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
陆上风电项目、新能源装备产业园、
冬季清洁取暖项目……一批超百亿
元的新能源项目加紧建设，为营口
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从新能源到新材料，从新兴技术
到新兴产业，营口市积极布局、倾力
扶持，奋力抢占高质量发展新赛道。
目前，营口市正着力构建高品质钢
铁、清洁能源、黄金、铜4个千亿级产
业集群和精细化工、铝、镁、粮油食品
4个三百亿级产业集群，以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
得新成效。

截至今年 5 月末，营口市建立
绿色制造示范培育库，推动实施工
业技术创新项目 152 项，推荐 12 家
企业申报省级“绿色工厂”、1家园区
申报省级“绿色园区”。全市共有专
精特新企业 125 家，制造业单项冠
军企业 6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695
家，高新技术企业 431 家，雏鹰瞪羚
企业199家。

布局新赛道、挖掘新潜能，提升
含“新”量、含“金”量、含“绿”量，营
口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道路上步履
铿锵。

●扶持工业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实施工业技术

创新项目152项。组织15家企业的16个产品申报省工业企

业创新产品目录。择优推荐 13 个项目申报2024年辽宁省

5G工厂试点，5 个项目申报2024年辽宁省“5G+工业互联

网”融合应用先导区试点，2个平台参评2024年省级工业互联

网平台。推荐12家企业申报省级“绿色工厂”、1家园区申报省

级“绿色园区”。新增17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荐12家

企业申报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家企业申报辽宁省

质量标杆、2家企业申报省级工业设计中心。

●深化科技创新，推动技术落地。新增注册科技型中小企业237
家；征集省级技术需求62项、市级技术攻关需求33项、软课

题需求17项；技术合同成交额完成8亿元，转化落地科技成果

30项；推荐19个项目申报辽宁省科学技术奖，推荐数量同比

增长30%；规模以上、规模以下科技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

增长21%，科技服务业企业工资总额同比增长8%。

●农业生产稳中有升，肉蛋奶、果菜渔产品量足质优。粮食播种

面积完成 139.37 万亩，蔬菜及食用菌产量 18.4 万吨，同比

增长3%；水果产量18.27 万吨，同比增长2.5%。畜牧业大

幅增长，猪肉产量 1.63 万吨，同比增长 15.28%；禽肉产量

11.77万吨，同比增长1.36%；生猪出栏18.24万头，同比增

长 7.1%。渔业平稳增长，水产品产量 19.37 万吨，同比增长

2.96%。

●推动消费升级。开展200多场主题促销活动，以汽车、家电、

家居等商品“以旧换新”为增长点，释放消费潜力，拉动消费升

级，以 12个消费主题活动为抓手，打造好“2024营口消费年”

活动品牌。

●促进文体旅深度融合。举办文体旅活动 700 余场。今年“五

一”期间，全市接待游客 334.3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6.39%，旅游收入29.04亿元，同比增长180.85%，实

现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倍增。

●打造营商环境“升级版”。推动上线27项免申即享政策，累计

兑付超过4900 万元，28967 件业务“一件事高效办成”。

12345 热线平台诉求直接答复率 74.45%，有效办结率

97.53%，满意率85.4%，位居全省前列。“12345+网格”建

设全市域覆盖，推动更多诉求接诉即办，未诉先办。

●扩大城镇就业。城镇新增就业10452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

业 11290 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2473 人，零就业家庭

保持动态为零；全市青年就业见习实现募集岗位数383个。

本报记者 佟利德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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