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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
SHENYANG

产业转型升级

新增高新技术企业850个，科技型企业突破
2.5万家。

连续4年入围全球科技集群百强榜。

实施智能升级项目 105个，新培育23个智
能工厂、30个数字化车间，工业企业数字化
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
别达到82.8%和71.5%。

千亿产业集群达到5个，新能源、集成电路产
业产值分别增长130%和45.9%。

高端装备制造业比重达到40%以上。

深化改革开放

“高效办成一件事”达到 116项，“只提交一
次材料”改革入选数字政府创新案例。

文体旅、陆港、外贸等6个企业集团组建运
营，市属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增长23.8%、营
业收入增长48.1%。

新签约32个央地合作项目，国家管网东北区
域总部及23家央企子公司在沈落户。

出台支持民营经济“17条”，全市经营主体突
破134万户。

政务服务“都市圈通办”达到210项。

城乡融合发展

267个老旧小区、132条背街小巷等改造加
快实施，5条快速路建成通车，地铁3号线一
期工程西段开通运营。

稻米、肉鸡等百亿级产业不断壮大，康平小米
等18个农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名录。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18天，国考断面优
良水体比例达到60%。

强链主 聚集群
蓄势提升城市发展能级
隆冬冷冽，万物静藏。沈阳经济技术

开发区汉京半导体产业基地项目建设现
场却“热度不减”。

“冬季能正常施工，靠的就是将建筑
外墙围挡起来的蓝色保温膜。”在 3 号厂
房内，辽宁汉京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行政
副总经理赵阳边查看设备安装进度边介
绍，土建工程进度比原计划提前了 50 多
天，投产时间预计能提前两个月，今年 8
月安装调试设备，10月就能投产达效。

辽宁汉京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是一
家集半导体用陶瓷制品研发、生产及销售
为一体的企业，是国内首家碳化硅耗材生
产商。公司自主研发的半导体设备用碳
化硅制品在技术上实现了国产化突破，填
补了国内行业空白。

冬蓄力，春迸发。
项目建设“满弓紧弦”，施工掀起“冬

季攻势”。在沈阳，不只有汉京半导体产
业基地项目，亿纬锂能储能与动力电池项
目一期工程——圆柱电池项目封顶，进入
围护结构、装饰装修阶段，建成后将填补
沈阳新能源动力电池产业的空白；作为第
十五届全国冬季运动会重点比赛场馆，沈
阳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5836根桩基施工
全部完成……沈阳各重点项目建设无冬
闲，奏响了一首项目建设的“迎春曲”。

开工！去年四季度，华晨宝马地热
能、沈鼓核主泵、米其林产能转换、沈阳方
城印象东华里文产项目、金风科技新民风
电产业制造基地等项目相继开工建设。

上新！通用技术（沈阳）机床装备服
务有限责任公司揭牌，沈鼓研制的国内首
台八级整体齿轮式压缩机组下线，新松机
器人批量进驻海外新能源市场。

项目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也是打
好打赢三年行动决胜之年决胜之战的“主
战场”。今年，沈阳将深入实施“四个一批”
专项行动，全年谋划项目总投资5.5万亿元
以上，推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二跑道等项
目尽早开工、“十五冬”场馆等项目加速建
设、汉京半导体等项目竣工投产。全年开
复工重点项目 3000 个以上，新落地项目
1100个以上。

抓 好 在 建 项 目 ，亦 能 提 升 发 展 能

级。围绕建设东北亚开放合作新高地、
国际化现代综合枢纽、国家先进制造中
心、国际性科技创新中心、国际化现代服
务业中心和区域性文化创意中心，打造

“一高地、一枢纽、四中心”，加快建设东
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不断提升城市核
心竞争力和发展能级。

抢赛道 育新机
千帆竞逐新质生产力

“科研繁花”绽放，“新质硕果”满枝。
新年伊始，东软医疗再次交出一份惊

艳的“成绩单”：全球总装机量突破 5 万
台。在 AI 技术的加持下，东软医疗的产
品性能得到最大限度地挖掘和释放。

2024年12月3日，第101台新松港口
移动机器人暨全球首台空集装箱堆码机
器人在新加坡港交付，新松公司结合信息
化技术，深度融入全球港口业务，成功开
发出全球首台空集装箱堆码机器人。

“它的成功研制和下线，填补了我国
在该领域的空白，将为我国实现‘双碳’目
标贡献重要力量。”2024年 11月 15日，沈
鼓集团总装车间里，沈鼓研制的国内首台
八级整体齿轮式压缩机组顺利下线。

“为沈阳打造‘北方氢都’和‘储能之
都’聚势赋能。”12月16日，2024沈阳新能
源大会召开，搭建东北地区具有影响力的
新能源领域合作交流与经贸洽谈重要平
台，17个新能源领域投资合作项目签约。

通过研制微型半导体温控器件，帮助
半导体芯片快速“退烧”降温，解决电子产
品电池发热过量、运行速度越来越慢的难
题。辽宁冷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研发
的微型半导体温控器件填补了我国高端
温控芯片的空白，破解了关键性问题。

辽宁材料实验室二期主体工程封顶，
郭可信材料表征中心开放共享，格莱特国
际研究中心揭牌运行……2024年的浑南
科技城惊艳亮相，布局新质生产力项目达
到70%以上。

向高而攀、向新而行、向绿而进，沈阳
积蓄发展新动能。

如何培育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
沈阳思路明晰：向“新”求变，以“质”

谋远。
推进传统产业焕新提质，沈阳强化数

字赋能，大力推进企业设备换芯、生产换
线、机器换人，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智改数
转”，推广工业互联网的规模化应用，建设
数字车间、智能工厂；强化绿色转型，推动
传统制造业向高端跃升、向智能升级、向
绿色迈进。

既要推动传统产业“稳得住”，又要确
保新兴产业“立得住”。目前，沈阳 10 个
重点产业集群规模达到 1 万亿元，“千亿
级”产业集群达到 5 个，航空、工业母机、
机器人及智能制造集群被工信部评选为
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沈阳还加快推进
航空航天、机器人及智能制造、半导体装
备、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及医
疗装备、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建立了 10 个重点产业集群的行动
计划，构筑“头部企业配套园区+专业园
区”的产业集群发展格局，着力打造有国
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新高地。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重要领域。沈阳超前布局未来产
业，瞄准人形机器人、先进储能储热、基
因与细胞治疗、人工智能等 12 个重点领
域，通过“现有优势产业未来化”和“前沿
颠覆技术产业化”，打造具有沈阳特色的

“4+8”未来产业梯度培育发展体系，加快
形成新质生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优环境 激活力
厚植高质量发展沃土

时下，周末到沈阳旅游正成为新时

尚。去年沈阳接待游客首次突破 2 亿人
次，进入中国城市文旅竞争力十强，沈阳
成为兼具烟火气、人情味、时尚风、国际
范儿的网红旅游城市。今冬，沈阳推出六
大板块300余项系列活动，以丰富多彩的
特色场景、形式多样的文体旅活动、暖心
贴心的周到服务，打造“听劝”“宠且儿”服
务品牌，让国内外游客来沈阳体验“不太
冷、不太远、不太贵、不太难”的特色冬季
旅游。

文旅市场的火热离不开良好营商环
境的加持。今年，沈阳将实施营商环境质
量提升行动，擦亮“找茬”“听劝”品牌，深
化“只提交一次材料”改革，新建24个“高
效办成一件事”场景，推动 12345 热线诉
求办理提质增效，持续建设国家营商环境
标杆城市。

“用脚投票”的不仅有游客，还有四面
八方奔赴而来的人才。

阳光明媚、家具齐全、三室两厅，毕业
于厦门大学的博士潘思同是沈阳市皇姑
区引进入职的博士人才，正布置刚分到的
博士人才住房，准备在新居度过首个安家
沈阳的春节。潘思同说，“前一周刚报到，
第二周就分到了新房，为我们提供这样好
的生活环境，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安心
在沈阳发展。”

早在2022年9月起，皇姑区在沈阳市
率先开展“引博工程”，面向海内外成功引
进大批博士人才。截至目前，已有157名
博士成功签约，101名博士顺利入职，“双
一流”等重点高校博士占比 92%，营造出

“孔雀向北飞”的生动局面。
办好人才的“关键小事”，解决人才的

“心头大事”，才能让人才安心、安身、安
业。今年，沈阳将继续举办东北亚人才交
流大会、“博士沈阳行”等招才引智活动，精
准引进高层次、高精尖人才，计划吸引高端
创新团队 35个，引育高层次人才 600人。
深化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为广大青年搭
建更好的舞台、提供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

城市品质也为营商环境优化提供
“硬支撑”。今年，沈阳将加快建设宜居
韧性智慧城市，100 个旧住宅区将换新
颜，100 条背街小巷变身“网红打卡地”，
提升蒲河景观路，构筑“水城相融、人水
相依”的生态格局。开通运营地铁 1 号
线东延线，更新 15条街路、贯通 5条以上
断头路，新扩容 2 万个停车泊位，让交通
更畅通。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服务
品质、生态品质、文化品质，打造现代化
生态化国际化大都市。

干字当头，锐意进取。决战决胜，沈
阳必胜。

促进经济发展

出台推动经济稳中求进“26条”、稳中向上稳
中向好“25条”等系列措施，“三直一快”兑现
惠企资金126亿元。

新落地亿元以上项目 1109个，开复工重点
项目3072个。

开展“2024爱沈阳”等文体旅活动1500余场，
打造夜经济场景 151个，以旧换新政策拉动
消费278亿元。

全市接待游客首次突破2亿人次，沈阳进入
中国城市文旅竞争力十强。

新增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4户、国家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0户，全市“四上”企
业达到9576户。

“改造后的小区真是大变样，设施越来越好，
生活越来越便利。”1月 13日一大早，沈阳市铁西
区滑翔六小区的李阿姨刚吃过早饭，便约邻居好
友下楼到家附近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活动。

老旧小区焕新仅是去年沈阳实施民生实事的
缩影。回望过去一年，沈阳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
改善民生，就业“饭碗”端得牢，居家乐享夕阳红，
织密快速交通网，城乡环境提品质……连续三年
获评“最具幸福感城市”，一个个民心工程的实施，
一项项惠民举措的落实，让沈阳市民的“幸福账
单”越来越长。

今年沈阳通过深入研究、反复论证、不断完
善，经沈阳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票决，确定10个项目为沈阳市2025年民生实事。

聚焦舒心就业、幸福教育、健康沈阳、品质养
老，沈阳重点开展街区创业中心建设、零工驿站服
务、就业权益维护等帮扶活动，全年提供 15 万个
就业岗位，帮扶1.5万名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创业。
实施家庭适老化改造不少于 2000户，提升 200个
幸福长者食堂服务能力。更新改造100所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选派专业技术人员下
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 万人次，全面提升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

聚焦市民“家门口”的幸福升级，沈阳继续实
施住宅区宜居改造及供热质量提升工程，改造住
宅区 100 个，更新老旧电梯 1086 部，配置电动自
行车充电端口 12.8 万个，改造供热管网 200 公
里，维修锅炉 300 台，修复 1000 栋居民楼内破损
供热设施。同时，新建改造城市供水管网 160 公
里，改造二次供水泵站 300 座，提升居民用水品
质及供水稳定性。实施城市供电设施改造升级
工程等 19 项，提升 29 个住宅小区约 8 万户居民
用电可靠性。

畅通城市“经脉”，新建及维修改造农村公路
800公里，实施国省干道养护工程 120公里，优化
调整公交线路20条，实现地铁1号线东延线通车
运营，推动沈白高铁竣工通车。新建、盘活、共享
等方式，全年扩容公共停车泊位2万个，建设公共
停车场10处，满足群众便利化出行需求。

把民生愿景变幸福实景
本报记者 刘 桐

攻坚之年攻坚之年，，连战连胜连战连胜；；决胜之年决胜之年，，乘势决战乘势决战。。
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决胜之年战鼓初鸣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决胜之年战鼓初鸣，，沈水之阳处沈水之阳处

处迸发出敢闯敢干处迸发出敢闯敢干、、锐意进取的朝气锐意进取的朝气，，涌动着奋勇争先涌动着奋勇争先、、唯旗是唯旗是
夺的战意夺的战意。。

看势头——攻坚画面历历在目。城市能级奋跃而上、发展态势向上
向好、“大国重器”频频上新、重大项目聚企成链、重点产业集群成势、营
商环境日臻优化、八方英才纷纷会聚、区域发展争先竞进……五城区挺
进全国“双百强”，沈阳金融商贸开发区晋升国家级，沈阳经济技术开发
区进位升级，获评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标杆城市、蝉联最具幸福感城市，
沈阳加压奋进、攻坚克难，全面振兴迈出新步伐。

展未来——决战决胜铿锵有力。以建设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推
进产业发展与转型、城市发展与转型、社会发展与转型为主要任务，以实
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实现十个方面新突破为总牵引，以实施“振
兴新突破、我要当先锋”专项行动及“12+1”赛道为主要路径，沈阳坚定信
心、全力冲锋。

势正盛，兴可待。沈阳聚力打好打赢三年行动决胜之年决胜之战，
当好辽宁打造新时代“六地”排头兵。

建设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当好辽宁打造新时代“六地”排头兵

沈阳：干字当头全力夺取决战决胜
本报记者 刘 桐

节假日里，沈阳中街商圈人潮如织，活力满满。 本报记者 查金辉 摄

沈阳首条“空中地铁”3号线一期西段开通运营。 沈阳市委宣传部供图

数说2024 SHUSHUO

保障改善民生

医疗惠民服务让160多万退休人员享受“健
康红利”，10件民生实事全面完成。

城镇新增就业 14.8万人，培育“嵌入式”养
老服务综合体200个。

城乡居民低保标准与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
提高3.5%。

本报记者 刘 桐 整理
忙碌的华晨宝马车身生产车间忙碌的华晨宝马车身生产车间。。 受访单位供图受访单位供图

沈阳浑河北岸高楼鳞次栉比，尽显城市繁荣发展景象。 沈阳市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