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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岛篇

统筹实现灾后重建有序推进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葫芦岛：勇挑重担加速跑 攻坚夺胜气势旺
本报记者 姜 帆

灾后重建工作走完“第一步”

一片片沟壑纵横的洪灾损毁地恢复
成良田，一栋栋新建的大棚内已生发出
绿苗，重建住房内升起袅袅炊烟，百姓生
活恢复正常……洪灾肆虐过的痕迹渐渐
没了踪影，葫芦岛市受灾地区正快速恢
复如初。

8 月 20 日，葫芦岛市遭遇历史罕见的
特大暴雨洪涝灾害，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完
成后，葫芦岛全市上下铆足劲，以战斗姿态
与时间赛跑，全面打响了灾后重建的硬仗。

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及省委对葫芦
岛灾后重建提出的“今年入冬前建完住房，
保证群众温暖安全过冬；明年入汛前，水
利、交通等重要基础设施基本恢复灾前水
平；明年年底，或再用一两年时间，全面恢
复灾前水平并实现新的跃升”的“三步走”
要求，葫芦岛市以超常规举措全力推进住
房，道路、电力、通信“三通”，水利，农业农
村重建四项重点任务。

葫芦岛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
的灾后重建领导小组，带领 14 个工作专
班，8.5万名党员干部，围绕 19项具体重点
任务，全力投身灾后重建一线。

其中，聚焦灾后重建住房这一群众最
关心、最迫切的需求，市、县党政主要领导
每晚电话调度，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受灾地区县乡干部每日驻守在施工现场紧
盯施工进展。同时，葫芦岛市还组建了 70
人的督导队伍，每天到建房现场解决房屋
建设过程中的各种难题，通过“经纬”两条
线，全速推进重建房屋建设进度，确保每间
完工的房屋都实实在在达到入住标准。“建
昌有一户重建房已经完工，只差两块窗户
玻璃，由于在运输途中受损，需要联系厂家
重新制作。即便如此，也一直等到新玻璃
安装好之后才交付给村民使用。”葫芦岛市
委主要领导说。

以“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态度，葫
芦岛高标准、高速度、高质量推进灾后重建
的各项工作。

8月25日起，灾区道路、电力、通信“生
命线”基础设施迅速全面恢复；9月1日，全
市160所受灾学校全部如期安全开学；9月
底前，7250户维修住房全部竣工入住；11月
3 日，全市 5447 户重建住房全部完工具备
入住条件，保证群众温暖安全过冬，顺利走
完灾后重建“第一步”。

大涝大灾之后，务必大建大治。危房
修缮重建工作圆满完成，也标志着葫芦岛
灾后重建工作已由应急建设阶段进入系统
谋划建设新阶段。葫芦岛坚持化危为机，
带动受灾地区全力以赴抓重建、谋突破、促
振兴，充分用好政策红利，高质量、高标准
谋划了257个灾后重建项目、总投资近200
亿元，形成了灾后重建整体规划，通过项目
建设更好统筹灾后重建、高质量发展和高
水平安全。

截至 12月 23日，13.9公里国省干线和
583公里农村公路完成路基重建，完成道路
防护工程71.5万立方米；512处损毁农村供
水工程全部完成应急修复，37座水库完成
除险加固。全市 7971 栋棚体无损棚内水
浸大棚全部恢复生产，3134 栋部分损毁大
棚全部修复并全部定植；1046 栋倒塌大棚
完成重建，其中945栋已定植。

八大产业集群强势发力

12 月 23 日，寒风凛冽，在位于连山区
的大唐 25万千瓦风电项目的建设现场，却
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100米长、重
达 26 吨的巨大叶片被吊装机械设备送至
120米的高空，6名施工人员将叶片安装在
风电主机上。“受暴雨影响，工期延误了一
个多月，现在我们正抢抓一切时间施工。”
项目安全工程师刘忠峰说，项目计划建设
的50台风机已经有35台完成基础浇筑，11
台完成吊装，预计年底第一批风机可并网
发电。目前，葫芦岛有 25个项目正在克服
严寒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抢抓时间赶进
度抢工期。

今年，葫芦岛市锚定辽宁新时代“六
地”目标定位和葫芦岛打造“六个城市”部

署，践行“项目为王”理念，以高质量项目
支撑高质量发展，聚焦基础化工及精细化
工千亿级产业集群和清洁能源、有色金
属、船舶机械、战略性新兴产业、泳装服
饰、文旅康养等百亿级产业集群的“千百
亿”产业集群建设，规划实施重点项目 605
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220 个，总投资
2439.9亿元。

为推动这些项目快速从“施工图”变成
“实景图”，2023 年 12 月中旬，葫芦岛市提
前半个月时间启动 2024 年重点项目推进
工作“百日攻坚”行动，全市建立市委主要
领导每月一调，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包片市
领导两周一调，各地区党政主要领导和市
直有关部门主要领导一周两调，各级发改
部门一日一调的高频调度机制。

全市上下瞄准项目前期，狠抓环评、能
评、用地、资金等要素保障，各地区倒排工
期、挂图作战、强力攻坚，加快项目手续及
时办理；市直各部门采取并联审批、限时
审批、集中审批、容缺受理等有效方式，优
化审批流程、缩短审批时限、提升审批效
率，助力项目手续提速办结；各级主要领
导冲在一线，深入项目现场调研，及时解
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保
障项目顺利建设。

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建设。徐大堡核
电站项目，2 号机组核岛于 7 月 17 日开
工，1、3、4 号机组按计划顺利推进；扬农
大型精细化工项目，一期一阶段顺利投
产，一期二阶段总体进度 70%；兴城抽水
蓄能电站项目，交通洞和通风洞已贯通，
开始交通洞支洞洞身石方开挖及下水库
泄洪放空洞洞身石方开挖；渤海油田岸
电绥中 220kV 输变电项目 11 月 19 日正式
迈入运营阶段，我国最大规模海上油田
群——渤海油田岸电应用工程项目全面
建成；10 月 9 日，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葫芦岛基地启动建设，作为我国核科技
事业发展的重大里程碑式项目，该项目
将成为设施共建、人才共用、成果共享的
协同创新科研示范区，助力葫芦岛全链
条核产业勃兴，对促进我国核科技创新

发展，加快实现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具
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心连心百万吨
生态肥项目，大唐葫芦岛连山、南票两个
25 万千瓦风发项目，中船风电兴城 2 号项
目，建昌县脱硫石膏纤维投资建设项目、
20-2 天然气分离厂迁建等一批重点项目
也在加快推进中。

截至 12 月 17 日，全市共有 563 个重点
项目实现开复工，开复工率 93.1%，总投资
2153.7亿元。1月至10月，全市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速超过 10%，在全省名列前茅。
1 月至 11 月，全市新签约项目 312 个，签约
总额824.67亿元，呈现出大项目有序接替、
好项目梯次跟进、新项目投产达效的良好
态势。

做优“软环境”提升发展“硬实力”

这边项目建设热火朝天，那头生产线
开足马力。

东戴河新区，富利铜业（绥中）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内，滚烫的铜水在高炉内翻滚，
熔解后的铜水进入铸机，经过“千锤百炼”，
轧成8毫米的无氧铜杆。今年2月，该项目
刚刚竣工投产就“火力全开”，不到一年产
值就达到近30亿元，远超企业预期。“明年
准备追加投资，再上两个新项目。”公司总
经理曹佳满怀信心地说。

企业之所以信心十足，既有市场“硬”
环境的因素，也有营商“软”环境的加持。

“去年项目落地后，3个月就办理完全部前
期手续，为我们赶上市场旺季打下基础。
投产后，政府积极帮助我们对接上游企业
解决原料和用工问题，让我们能心无旁骛
抓生产。”曹佳说。

今年，葫芦岛市进一步完善精准涉企
服务体系，建设“福企通”企业服务平台，构
建四大管理模块、一套全流程监管、一套领
导移动端、一套数据可视化、一套统一门户
的“41111”总体架构，为企业提供精准服
务。同时，葫芦岛市聚焦企业发展需求，实
施“领导干部进园区进企业，服务振兴新突
破”专项行动，进一步壮大“项目管家”队

伍，并将“全生命周期”这一理念引入重点
项目服务中，聚焦企业发展需求，从招商引
资落地到基础设施配套，从手续办理到调
试生产，紧扣项目谋划、审批、开工、建设、
投产全流程，为企业量身定制专项服务内
容，通过“一对一”精准、高效服务，助力企
业按下发展的“快捷键”。

葫芦岛市发挥综治网格员、社区（村、
镇）基层工作人员的优势，组建一批分布
广、经验多的公共管家队伍，为中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提供点对点精准服务。如
今在葫芦岛，无论是大项目，还是小企业，
都能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热情服务。

良好的“软环境”也是人才集聚的“新
高地”。今年，葫芦岛市出台了 2024版“兴
葫英才计划”，设立就业人才服务专员，重
点围着人才转、服务跟着需求办，将人才政
策落实作为促进人才集聚、保障项目落地
的重要举措，把人才政策送进企事业单位，
切实把各类人才的“关键小事”解决到位。
今年以来，先后赴省内外 26所高校开展宣
讲 30余人次。同时，葫芦岛市积极兑现各
项人才奖补，持续优化服务保障，主动对接
企事业单位，当好人才服务的“店小二”，让
人才留得住，加速了青年人才在葫芦岛的
集聚。截至目前，葫芦岛市已为 500 余人
发放各类人才补贴、奖励 510 万元。全市
引进应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人才留葫来葫
就业创业11369人。

拢聚人气。今年，葫芦岛市充分利用
辽西走廊的独特区位优势，深挖城、泉、
山、海、岛文旅资源，构建了“六大文旅综
合区”。牢牢抓住电视剧《乘风踏浪》和央
视美食文旅节目《三餐四季》带来的人气
和热度，葫芦岛不断解锁“文旅+”新密码，
全年举办文体旅活动 420 场次，累计吸引
178万人次参与，变“爆红”为“长红”，充分
释放文体旅消费潜力，将“流量”转化为经
济“增量”。

“软环境”不断优化，城市IP破圈而出，
乘数效应加速释放，长期的引商、引才、引
客“强磁场”不断得到构筑夯实，葫芦岛的
高质量发展，指日可待。

图片说明

② 葫芦古镇打造关东民俗雪乡。
葫芦岛市委宣传部供图

③ 扬农大型精细化工项目一期一阶段顺利投产。
本报特约记者 田 嘉 摄

④ 新落成的海绵城市“爱心”主题公园成为葫芦岛新
地标。 本报特约记者 田 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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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

营商
环境

28 个部门795 个
事项实现无差别受理，市县两
级政务服务中心和全市1397
个乡（街）、村（社区）便民服务
中心（站）全面实现“无差别综
合窗口”试运行。建立企业服
务专区，为企业提供营商增值
服务。完善“政企直通车”平台

建设，新增“项目管家”604
人，为企业服务8854次。

灾后重建

灾后重建工作走完“第

一步”，13.9公里国省干

线和583公里农村公路
完 成 路 基 重 建 、全 市

1046栋倒塌大棚完成

重建，其中，945栋已定

植。512处损毁农村供
水工程全部完成应急修复，

37 座水库完成除险加

固。建昌440公顷灾毁
耕地完成复垦。

7250户维修住房全部竣工入住；全市5447户重建住房
全部完工具备入住条件，保证群众温暖安全过冬。出台《“8·20”洪灾
重建住房家庭家电捐赠实施方案》，对重建住房、异地购置住房的D类

危房家庭赠送价值3500元的冰箱、电视、洗衣机、燃气灶、电饭煲

“家电五件套大礼包”。

温暖过冬

总投资超千亿元的中核徐大堡项
目1-4号机组正在加速建设；中国原子
能科学研究院葫芦岛基地启动建设。
聚焦核能及核关联产业，招大引强，开

辟“核”赛道，打造集核科研、核装

备制造、核技术应用于一体的全链
条核产业。

核产业
赛道

选优配强科技招商队伍，推进招商成果落地
转化。为雏鹰企业、盟主企业等5类创新主体发

放奖励资金共400万元，全市新注册科技型

中小企业95 家，新备案实质性产学研联盟

33个。辽宁葫芦岛能源电力新能效变压器中
试平台被认定为2024年度省级中试平台，实现

零的突破。

科技
创新

全年实施项目605个，

为历年最多，其中，13 个项
目列入省级189个央地合作重
点 项 目 清 单 ，总 投 资

2668.36亿元，全省排

名第5位；19个项目列入省
重点项目库即300个省级重
大工程重点项目清单，总投资

1267.3 亿元，全省排名

第8位。563个重点项目
实现开复工，1月至10月固定
资 产 投 资 同 比 增 速 超 过

10%，在全省名列前茅。

文体旅融合

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推进30余个老旧小区海绵

化改造，完成6个示范海绵社区建设，建设海绵型绿地公园30
处，“推窗见景、出门入园”，提升百姓幸福指数。“爱心”主题公园完

工开放使用，成为葫芦岛新地标。

海绵城市

出台2024版“兴葫英才计
划”，开展以“兴葫英才·智引未来”

为主题的26项人才活动，发放

各类人才补贴、奖励510 万
元。全市引进应届高校毕业生等
青年人才留葫来葫就业创业

11369人。

兴葫
英才

绿色发展

深入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治
理、扬尘治理、二氧化硫高值问
题整治，大气环境综合指数改

善排名全省第2位，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率同比改善排名全

省第4位，细颗粒物同比改善

全省第3位。全市近岸海域
水质在全省沿海六市中排名第

2位，春、夏季水质分别同比

改 善 为 24.5% 和

27%，是全省唯一一个春、
夏两季水质都达标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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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战场”上书写攻坚答卷
翟新群

葫芦岛攻坚2024

提要

⑤ 徐大堡核电站1号机组CA03模块吊装就位。
本报特约记者 田 嘉 摄

西望山海雄
关，潮涌渤海湾畔。

今年以来，葫
芦岛全市上下全
面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及省委工
作要求，一手抓经
济发展，聚焦打造
“一通道六基地”
和“千百亿”产业
集群建设，咬定项
目建设不动摇，以
“百日攻坚”行动
推进重点项目提
速建设；一手抓灾
后重建，聚焦灾后
重建7个方面 19
项具体重点任务
开展攻坚，清单化
管理、项目化落实、
工程化推进。以超
常规举措应对极
限情况，以战斗姿
态与时间赛跑，肩
挑双担，负重前
行，向着实现全年
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全力冲刺，跑出
攻坚之年连战连
捷的破竹之势。

① 西门子能源工业透平机械（葫芦岛）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本报特约记者 田 嘉 摄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
2024年，对于葫芦岛来说是充满了困

难和挑战的一年，面对经济高质量发展、
抢险救灾、灾后重建这一场场硬仗，葫芦
岛拿出了“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攻坚气势，
一手抓灾后重建，一手抓经济发展，交出
了攻坚之年的“高分答卷”。

回首一年来的成绩单，葫芦岛闪光点
频现。

看发展。去年葫芦岛在徐大堡核电、
中化扬农大型精细化工、兴城抽水蓄能电
站三大新建项目的有力支撑下，一跃位居
全省前列。葫芦岛市没有躺在功劳簿上
吃老本，早在2023年12月中旬就提前半个
月启动2024年重点项目推进工作“百日攻
坚”行动，规划实施重点项目605个，再创

历史新高。在遭遇洪涝灾害后，葫芦岛依
旧狠抓高质量发展不松劲，推动563个项
目实现开复工，超预期实现目标。10月9
日，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葫芦岛基地启动
建设，加速布局核能及核关联产业链条；10
月22日，西门子能源高端智能装备制造项目
开工，从启动论证到开工建设仅用时10个
月，书写了新的“葫芦岛速度”。

看担当。面对“8·20”洪灾降雨强度
前所未有，损失之大前所未有，抢险救灾
之难前所未有，灾后重建任务之重前所未

有这个大考，葫芦岛以超常规举措应对极
限情况，以战斗姿态与时间赛跑，全面打
响防汛抢险救灾及灾后重建的硬仗。大
江大河的“中流砥柱”，越是面对惊涛骇
浪，就越能展现劈波斩浪的力量。小台子
村原党支部书记李清学不惧危险，在洪水
中托举3个生命而牺牲；8.5万名党员干部
勇冲抢险救灾一线，夜以继日坚守灾后重
建一线；同样在洪水中失去家园，村干部
喊着“先给百姓盖房”……这一幕幕诠释
着党员干部的担当。

看作风。灾后重建是民生工程也是

民心工程，百姓不光听“怎么说”，更看“怎
么做”。有这样几幅画面深深地印在百姓
的心中：重建住房期间，县、乡领导随时可
见，在每天的施工现场，与村干部一起熬
夜、吃盒饭；交房标准，差一块玻璃都不
行；百姓习惯住火炕，市里开“培训班”为
施工队突击补课盘炕技术；百姓想要琉璃
瓦屋顶，工期再紧，也加班加点昼夜不停
地施工，满足群众需求。新房入住后，“家
电厨具五件套”、棉衣棉服、烧的煤和柴
禾，甚至锅盖、笤帚……各式各样的“大礼
包”陆续送到家。无微不至的“宠”，让百
姓感到发自内心的“暖”，也激发起他们再

创美好新生活的澎湃动力。
“这几天的采访让我看到了辽宁人的

韧性，也感受到辽宁干部的扎实作风和
群众蓬勃向上的精气神。”这是前不
久几名省外媒体记者在建昌采
访后的感受。

“五加二”“白加黑”的
背后，是心气。上下同欲
者胜，同舟共济者兴。这
种一往无前的势头，是
葫芦岛攻坚之年的制
胜法宝，也将成为明
年决战决胜坚不可
摧的力量。

本报记者 姜 帆 整理

打造“东戴河+长城”、宁远古城、龙兴黄金海岸、觉华岛、葫芦古镇、西

部生态山水“六大文旅综合区”，规划建设文体旅项目18个，包

装重点文体旅项目24个，探索建立“文体旅+康养+餐饮+住宿”异业联
盟，丰富发展“文体旅+音乐、演出、赛事、展会、媒体视频”等新模式，叫响
“北方黄金海岸、四季康养胜地”城市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