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3月1日，
辽宁省与央企深化合作
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
议以“央地融合谋发展
携手共赢促振兴”为主
题。会上完成项目计划
投资总额 3732 亿元，
其中央企计划投资总额
超过2900亿元。

2023 年 6 月 25
日，国资央企助力东北
全面振兴座谈会在沈阳
举行。会上，中央企业
与东北三省一区进行合
作项目签约，共签约项
目 111个，总投资超过
5000亿元，涵盖工业、
农业、能源、基础设施等
多个领域。

2024 年 3 月 1 日
至3月 2日，我省在北
京召开两场与中央企业
深化合作恳谈会。会议
以“优势产业锻长板 转
型升级促振兴”和“新兴
产业补短板 拓展赛道
共焕新”为主题。52家
中央企业主要负责同志
及相关负责同志参会。

重要会议

陈台沟铁矿陈台沟铁矿

在辽宁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尤其是
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辽宁与中央企业始终
同呼吸共命运，央地双方共同为新中国建
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
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20世纪50年代辽宁部分工厂北迁，六
七十年代辽宁大批技术干部、工人和管理
干部支援“三线”建设……创造过历史性辉
煌的辽宁，对全国多个地区、多个工业行业
进行过无私援建，许多央企是从东北、辽宁
走出去的；曾几何时，辽宁遭遇阶段性困
顿，爬坡过坎、攻坚克难。关键时刻，与辽
宁血脉相连的央企，对辽宁再展雄风心心
念念，期待携手，共创未来。

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既需要辽宁上
下自力更生拼搏奋斗，也需要外部力量全
程参与，全力支持。央企是国民经济的重
要骨干和中坚力量，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的生力军。作为辽宁不可多得的战略资
源，不可比拟的后发优势，央企与辽宁的双
向奔赴，实成必然。

“创新央地合作模式，促进央地融合发
展，更好带动地方经济发展。”近年来，尤其
是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央企深入学习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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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负起维护国
家战略安全的重大使命，“回到辽宁、反哺
辽宁”，投资参建我省重点项目，续写央地
合作新篇。

去年，辽宁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
行动，3月 1日，辽宁省与央企深化合作座
谈会在北京举行。如今，仅一年多的时间
里，我省落地重大央地合作项目超过 200
个、累计完成投资超1400亿元。特别是今
年 1 月至 8 月，120 个项目已开工，完成投
资 636.4亿元，已接近去年全年水平，32个

新开工项目，已完成投资43.3亿元。
去年至今，我省与央企会商、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数量皆为全国之最，项目签约数、
落地率、开工速度领先全国，其中，2023年
89 个签约项目中，45 个项目当年实现开
工，签约项目当年开工率超过50%，签约项
目开工率目前已超过60%。

与过往纾困解难、强弱结合的央地合
作模式不同，近 2 年来，我省与央企的合
作，紧扣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重要任务，聚焦产需对接拓宽合作领域，聚
焦多种经济主体拓展合作空间，聚焦重点
央企落实生产保障，促进驻辽央企提升产
值……多种合作模式，使央地合作双方呈
现出强强联合、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态
势，为辽宁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首
战告捷提供了坚强支撑。

去年，辽宁省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
长 5.3%，高于全国 0.1 个百分点，增速自
2014年以来首次高于全国。全省固定资产
投资比上年增长4%，高于全国1个百分点，
位居全国第14位，是近十年来最高水平。

今年上半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 长 2.5% 。 其 中 ，中 央 项 目 投 资 增 长
18.8%。从各市看，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增
速位于全省前列的，央地合作项目数量排
名也全省靠前。今年，我省新签约近 200
个央地合作项目，项目投资完成金额排名
靠前的城市，与今年前 8 个月财政收入居
全省前列的城市几近重合。不难看出，央
地合作的推进情况，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呈相关态势。

在努力打造央地合作试验区和示范区
上，我省已迈出坚实步伐。强劲的央地合
作发展势头，正在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出
澎湃的力量。

鞍山地区铁矿资源丰富，由于其独特
的矿床特征和成因，以致地质学上有个名
词，叫“鞍山式铁矿”。这样的命名也反映出
鞍山在我国铁矿资源方面占据的独特地位。

新中国成立初期，鞍山的钢材产量一
度占据全国 2/3 左右，为国家的经济建设
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为切实改变我国
铁矿资源来源构成，从根本上解决钢铁产
业链资源短板问题，鞍山的铁矿，又在国家

“基石计划”中挺身而出。我省重大央地合
作项目之一，位于鞍山高新区，于2023年6
月开工建设的中国五矿陈台沟铁矿，正是
被寄予厚望的一员大将。

“这是国内首个超深井、超大规模开采
的‘双超’矿山。”开工仪式上，项目方公开
的一组数据，直观解释了大将之“大”。“双
超”，指的是超大规模和超深井。陈台沟铁
矿是特大型沉积变质型铁矿，保有资源量
12.16 亿吨，属于国内储量规模较大、资源
禀赋好的优质地下铁矿山。项目总投资超
百亿元人民币，一期设计生产规模为1100
万吨/年，建设期为36个月。建成后，矿井
深度近1200米。

“大块头”必有大担当。作为我国“基
石计划”首批开工的重大项目，中国五矿践
行“矿业报国、矿业强国”职责使命的重要
支撑性项目，陈台沟铁矿项目一期的铁精
矿产量就将达 470 万吨/年。该项目对我
国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
链，保障我国产业安全和国家资源安全意
义重大，在支持国内钢铁产业企业协同发
展方面将发挥积极作用。

担当，还体现在建设者们为业内贡献

的创新经验方面。“比如，项目建设的胶带
斜井承担矿石运输任务，开创了国内冶金
矿山垂深千米以上胶带运输的先河，解决
千米深井大运量矿石提升难题，大大提高
矿石提升能耗利用率。同时，易产生粉尘
及噪声污染的矿石粗碎和中碎均在井下完
成，从根源上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仲秋时
节，在项目3号斜井井口，陈台沟矿业负责
人于洪军介绍。

在辽宁省和鞍山市两级央地合作专班
的支持下，截至2024年8月，7个井巷工程标
段全部开工，累计完成井巷工程量26万立方
米；1100万吨/年选矿厂工程启动建设。项
目开工以来，累计完成投资约11.2亿元。

国内首个“双超矿山”

大连市旅顺经济开发区兴发路上，有
一处占地面积 235 万平方米的厂区，这就
是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所在地。9
月 18 日，走进机车分厂调试厂房，一批身
披大红花的“1000kW内燃发动机+动力电
池”机车正式下线，业界再一次将目光投向
有“机车摇篮”之称的中车大连公司。

与大连市同龄、始建于1899年的中车
大连公司，是以机车和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研发制造为核心业务的高端轨道交通装备
综合服务供应商，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机车
工业和铁路事业的中坚力量。

从早期的内燃机车到后来的电力机
车，再到复兴号系列车型，直至本次的新能
源机车，新中国成立 75年来，有 70多种型
号的内燃机车和 13 种型号的电力机车在

“摇篮”诞生，超过 1.28万台机车从这里驶
向全国，走向世界。目前，在全路范围内，
中车大连公司内燃机车的市场占有率近一
半 ，交 流 传 动 电 力 机 车 市 场 占 有 率 近
40%。中国机车装备实现由“东风”到“和
谐”，再到“复兴”的重大跨越，离不开中车
大连公司的推动。

“作为中车集团在辽的唯一一家整机
企业，也是唯一承担两个轨道交通装备现
代产业链链长的企业，近年来，我们不断深
化央地合作。”谈起企业成长与地方经济发
展难以割舍的关系，中车大连公司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张乐介绍，企业围绕企地共
链、产业共链、全要素共链，开展应用场景
和产业链重点环节供需对接，推动构建产
业融通良好生态，“坚决落实新时代推动东
北全面振兴战略部署，我们全力拉动省内
轨道交通产业链相关企业协同、联动发展，
不断带动中小企业共同搭建现代化产业体
系，构建新发展格局。”

据介绍，中车大连公司在供应链采购

方面，对辽宁属地企业的年均采购额近30
亿元，供应商数量近 400 家，相关占比均
接近企业总量的 50%。同时，积极与大
连市政府、旅顺口区政府有关部门通力
合作，配合开展招商引资，大力推动轨道
交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大连集聚发
展，先后与百余家行业优势企业协商交
流，加快相关优势企业落户大连，目前南
京、上海、天津、深圳等地的多家公司，先
后在大连建立子公司，为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贡献力量。

另一方面，城市轨道交通装备在城市
优势塑造、整体面貌提升、城市经济发展中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大连机车累计为沈
阳市、大连市提供超过270列、1400辆城市
轨道交通车辆，获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超1.28万台机车走向世界
在葫芦岛市兴城市徐大堡镇外的渤海

湾畔，我省“十四五”期间投资建设的最大
清洁能源项目、有我国“最北端核电基地”
之称的徐大堡核电站，正在紧张建设中。

徐大堡核电项目按6台百万千瓦级机
组一次规划，分期建设，6台机组总装机容
量超过760万千瓦，总投资超千亿元，在国
家能源战略规划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发
展进程中的每一个变化，备受各界关注。

2021年 5月 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
同见证两国核能合作项目——田湾核电站
和徐大堡核电站开工仪式。同年，3 号机
组开始建设。

2023年7月25日，3号机组完成穹顶吊
装；2023年11月15日，1号机组开工；2024
年 6月 19日，4号机组完成穹顶吊装；2024
年7月17日，2号机组开工；目前，5号、6号
机组正在开展项目建议书的修编工作。

不难看出，近几年，是徐大堡核电项目
建设积极稳妥推进的时期。成立于 2009
年 3 月的中核辽宁核电有限公司，负责项
目的前期开发、建设和运营。谈起近年来
项目建设稳步推进的要素时，公司董事长
陈劲再三感慨“恰逢其时”，“在企业发展的
关键时刻，赶上辽宁全面振兴、央地合作向
纵深推进的好时候，大家向着一个目标努
力，形成了推动发展的合力。”

推动发展的合力，可作用在多方面。
数据显示，建设期间每两台机组平均

每年税费缴纳 1.5 亿元、用工 5000 人至
8000 人，其中半数以上为本地用工。1 至
4 号机组目前的设备供货中，辽宁省当地
企业的订单额就达 27.5亿元；建筑材料方
面，60亿元左右的采购需求都是在本地完
成。根据对标杆电价和上网电量的预测，
徐大堡核电站每两台机组建成后，年发电

量约180亿千瓦时，每年产值约60亿元、税
费贡献约10亿元。

除了将满足我国日益增长的能源需
求、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
外，对地区经济发展所起到的拉动作用，也
不言而喻。

按计划，徐大堡核电1至4号机组将于
2027年开始陆续投产发电。届时，企业发
展将与地区规划相契合，为地区提供低碳
清洁可靠的电力、热源。徐大堡核电厂 6
台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提供 540 亿千
瓦时以上的清洁电力，年节约燃煤约1920
万吨，年减排二氧化碳约 5670 万吨，相当
于36万公顷森林1年的吸收量。

未来，辽宁全面振兴将获得更多“绿
色”推动，更大“核”动力。

我国最北端的核电基地

陈台沟铁矿。

徐大堡核电施工中。“1000kW内燃发动机+动力电池”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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