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
提示

2024年，鞍山市立山区在锚定目标中砥砺前行，在爬
坡过坎中攻坚克难，在抢抓机遇中乘势而上，各项工作均走
在鞍山市前列。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增长6%，跑赢全国全省
全市平均水平；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完成33.2亿元，增长

11%，高于全市平均水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预计增长18%，连续3
个月排名全市第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增长9%，9个月蝉联全
市第一……

2025年，立山区以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为总牵引，聚焦
高端磁材、金属丝绳、循环经济、新能源、现代物流、检验检测、高新科
技、养老文旅、高端地产“九大产业”，强化人才、技术、资金、服务“四个
链条”，集中打造知识产权、金属丝绳、新能源、电商经济、循环经济、高
端养老“六个集聚区”，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引领全面振兴，高质量完
成“十四五”规划和三年行动目标任务，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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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山区交出
温暖民生答卷

实施居民就业服务项目
组织线上线下各类招聘

会20多场，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不低于4000人、失业人员再就
业1000多人，确保离校未就业
高 校 毕 业 生 跟 踪 回 访 率
100%、就业服务率100%，通过

不断夯实抓实技能培训、援岗稳企等重点工
作，倾力为立山群众搭建就业创业服务平台。

实施教育综合提升项目
投入资金2800万元，推

进 51 中学分校加固装修和
消防改造工程，实施中华小
学、27 中学等 3 所学校操场
维修改造，完成晨光小学等

多所学校音美教室建设及部分学校基础设
施维修工作，为全区23所中小学校装备智
慧黑板等电子教学设备，实现教育装备提
档升级。

打牢教育强区基础，全年拟招聘教师
50 人，实现立山教育全面、优质、均衡、特
色发展。

实施城市建设提标项目
配合鞍山市政府实施

“绿电点亮鞍山”，投入资金
8200 万元，开展农村电力提
升改造工程，建设25个口袋
公园、2 条花卉路、1 条景观
路，助推新建樱山体育公园，

打造新兴产业孵化园特色街道，提标改造孟
泰公园园区景观，修复91条区管道路及护
坡，实施河北路等4条道路节日亮化升级。

实施优化便民服务项目
投入资金50万元，全面

升级改造政务大厅智能化设
施，持续提升“一网通办”效
能，打造100项“办事不找关
系”“不见面审批”“全程网
办”高频政务服务，实现平均

办理时限再压缩20%，不断推动政务服务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提升服务智慧化、便
利化水平。

实施老者颐养生活项目
投入资金3000万元，基

本建成鞍山市规模最大、功能
最全的特困供养人员养老服
务中心，有效补齐立山区特困
供养人员社会救助体系短板，
依托投资2000万元的鞍山知

津康养中心项目，打造鞍山市首家花园式养
老服务机构，进一步完善社区养老服务布
局，跨步提升养老服务需求供给能力。

实施评选餐饮示范店项目
深化“规范小餐饮、守住

大安全”主题，组织评选规
范、卫生、特色的立山餐饮示
范店 10 家，打造具有“立山

味道”的文旅餐饮品牌，以“示范创建”为引
领，以点带面、连点成线、由线成片，持续提
升餐饮质量安全。

实施文化体育活动项目
举办凉亭山音乐周等系

列文化惠民演出15场，组织
各类文化培训、展览、体育赛
事等活动10场；将立山城市
书房打造成鞍山市图书馆分
馆，领先全市实现图书通借
通还。

全面开放占地5万平方米的市青少年
活动中心和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匠心打造
集音乐厅、运动场、奥运冠军之家、体育博
物馆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高品质文体旅融
合发展示范地。

实施法援为民解难项目
完成全年法律援助、法

律咨询 300 多件，开展法律
援助专项宣传活动 5 次，持
续用力确保法律援助惠及民
生，助力鳏寡孤独等特殊困

难群体，通过一系列举措推进立山区全民
懂法守法意识全面提升。

实施退役军人就业服务项目
联合职业培训学校为当

年退役军人举办适应性培训
班，为全区优抚对象免费体
检，举办两场以上退役军人
专场招聘会，以高度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持续扶持退役军人自主创业，
不断拓展新兴就业岗位。

实施残疾人托养帮扶项目
投入资金近80万元，为

100多名就业年龄段（16周岁
至59周岁）智力、精神、重度
肢体残疾人群提供托养服
务，为200多户困难残疾人家
庭实施无障碍改造，为300多
名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

务，无偿为残疾人适配辅助器具400件，切
实为残疾人家庭减轻生活负担。

本报见习记者 蒋 霏 整理

聚焦九大产业 强化四个链条 打造六个集聚区

鞍山立山区：聚势“立”新攀“山”巅
本报记者 关 雪

工业强基
抓好存量招引增量

1 月 13 日，记者在鞍山市立山区的
鞍钢绿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鞍山基地看
到，抓钢机将钢材废料抓取过来，专用打
包机将废钢原料打包成整齐的包块，每
个包块上都贴有唯一的二维码，实现质
量可追溯。“在立山区包保领导的帮助
下，公司的难题逐个得到解决，发展前
景很好。今年，公司邻钢而建的核心基
地将达到 6 个至 8 个，邻废而建的卫星
基地将达到 40 个至 50 个，产业规模有
望达到 800 万吨。”公司总经理张凯对记
者说。

“做大做强存量也是增长，踏踏实实
谋发展，挖掘辖区内每一户的潜力，有时
比招商还有效果。”立山区区长张晨子
说。鞍钢绿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鞍山基
地是立山区抓好存量企业的一个缩影。
那么，如何才能把存量资源做大做强？

立山区的实践是：一手抓存量企业
服务，一手抓存量企业扩能。针对企业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立
山区相关部门积极作为，通过与企业的
反复沟通协调，了解企业所需，从而对症
下药，帮助企业解决困难。

2024 年，立山区帮助中国三冶等十
余家企业解决了生产、经营配套和市场
销路等要素供应难题；帮助科德硅钢完
成了磨辊间改造、铸钢真空泵等4个项目
的前期手续办理工作。这些为存量企业
服务的具体举措，有效带动了投资和工
业增加值的增长。其中，科德硅钢项目
形成投资增量 6591 万元，布顿达到年产
8 万吨钢绳产量，提升全区工业增加值 6
个百分点。

鞍山因钢而兴，因钢而立，作为“工
业明珠”的立山区，辖区内分布着众多鞍
钢企业。立山区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把
进一步深化“双鞍”融合作为抓好存量的
重要突破口。为此，立山区通过常态化
对接域内十余家鞍钢企业及 3 家域外供
应链企业，通过为鞍钢及其供应链企业
送政策，进一步挖掘其产能潜力。2024
年，鞍钢重机、鞍钢铸钢、鞍钢矿机等区
内大型工业企业完成产值 59.4 亿元，占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57.92%，同
比增长4%。

在深度挖掘存量企业扩产能的过程
中，立山区积极布局推进新型工业化。
2024年，辽宁能源高端装备项目、鞍钢电
气搬改等项目在立山区分别开工、投产，
实现了存量企业扩产能与培育和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融合。做大做强存量的意义
不仅在于推动现有项目的高质量发展，
同时在这一进程中，一批制约项目发展
的历史遗留问题得以有效解决。

“由于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的制约，一
批项目的潜力未能得到充分释放，通过
新官理旧账，我们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
不仅让项目的潜力得到了充分释放，而
且还改善了营商环境，从而实现了 1 加 1
大于 2 的效果。”立山区区长张晨子深有
感触地说。

在盘活存量的同时，立山区积极推
动招商引资抓增量工作。2024 年，以总
投资10亿元的江西中天双挂汽车改装基
地项目、总投资4亿元的天洋发高端丝绳
生产基地项目为代表的72个项目落地立
山，投资总额达125.33亿元。

2025 年，立山区将继续做大做强存
量，全要素破解项目建设难题，积极推进
布顿生产基地二期、天洋发特种钢丝等
12 个重点项目实现开工建设，推进江西
中天物流园等8个拟摘地项目尽快落地，
佳和机电、鞍山压力容器升规入统。同
时，立山区还将继续用好国家政策“组合
拳”招引增量，全面谋划包装项目25个以
上，做到建设一批、申报一批、论证一批、
储备一批。

优化环境
充分激发市场活力

1月16日晚，立山区快手电商直播基
地里各个直播间热闹非凡，知名主播鞍
山经开区宠物猫利哥正在镜头前介绍自
己家的小猫。

“作为快手平台全国宠物类目服务
商，目前，鞍山的宠物交易市场对接全国
20多个省份及多个国家。”工作人员王一
卉介绍，基地入驻的主播除了直播带货宠
物外，还有紫砂壶、服饰、母婴用品等。采
访中，主播们纷纷表示，是立山区好的营
商环境和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他们来此落
户的。“基地不但给我们提供场地和设备，
还有专业的策划团队全方位帮助主播，这
些贴心的服务让我们在此扎根共谋发
展。”宠物猫利哥对记者说。

优化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活力、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2024年，立
山区坚持优化服务、降低成本、破解难题、
规范执法，变被动需要为主动服务，压实

“保姆式”“项目管家”帮办代办机制，持续
降低制度性经营成本。

针对企业和群众对公证业务的需求，
东北首个司法区块链数字公证系统“立山
云证”正式上线，使公证业务办理更加便
捷。为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和
企业少跑腿，立山区开启了“去柜化”一窗
收件、分类办理、统一出件等政务服务创
新模式，严格落实线下办事“只进一门”、
线上办事“一网通办”，765项政务服务事
项实现网上办理。“全程网办”事项占比达
95%，平均办理时限压减82％。

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也是立山区优
化营商环境的法宝之一。对此，立山区创
新工作思路，啃下了一批长期未能解决的

“硬骨头”：投入1800万元解决盛景丽苑、
友谊家园94户居民长达8年的“不能办证”
问题；投入1100万元妥善化解曙光277甲
27户居民长达4年的危房安置问题；创新
思路，投入4.2亿元解决鞍容公司长达22年
的产权证办理问题；投入3500万元解决世
鑫都市御府7户保交房问题；投入1200万
元解决大德瑞府配套费问题，助力大德纳
入“白名单”实现融资7500万元。

一个个历史遗留问题的“清零”，让企
业群众解决“急难愁盼”有了希望，一大批
企业“来了不想走”“投了还想投”，人民群

众更是对政府投下了一张张信任票，立山
区当之无愧地成为投资沃土、宜居宝地。

2025年，立山区将深化区级领导包保
重点企业工作机制，帮助企业跑订单、拓
市场，解决融资、招工等实际问题，提振市
场主体信心。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
力，以“抓项目、进企业、解难题”专项行动
为抓手，常态化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开展
上门送政策活动，打通政策落实兑现“最
后一公里”。开展餐饮质量安全店铺评选
活动，示范带动企业提升质量。持续跟踪
督办营商环境“万件清理”问题，加大惠企
政策兑现力度，打造重商亲商、安商稳商、
富商兴商的营商环境。

聚焦民生
擦亮居民幸福底色

1月15日，记者来到花园式养老服务
机构——鞍山市立山区知津康养中心，20
多位老人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唱红歌，洪亮
的嗓音不输年轻人。养老院占地1.3万平
方米，共128个房间200多张床位，一楼的
房间还带有小院，供老人们闲时种花弄草，
康养中心配备了专业的护理团队，24小时
照顾老人们的生活。

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让
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2024年，立山区的
发展成果不仅体现在一路飘红的经济统
计数据中，更体现在一件件民生实事上。

“一老一小”是民生问题的缩影。立山区
把解决这两个群众高度关注的问题作为
民生工作的突破口，取得了一批批实实在
在的成果。其中，鞍山市规模最大、功能
最全的特困供养人员养老服务中心正在
立山区全力建设，为特困人员兜住生活的
底线，让他们不再为晚年生活而发愁；投
资1700万元的花园式养老服务机构鞍山
知津康养中心投入运营；针对老年人群体
对医疗服务的需求，爱巢中医综合医院落
户立山区。

2024 年，立山区 17 家养老机构被评
为星级养老机构，位居鞍山市之首。目
前，立山区已经建立起多层次、全方位的
养老服务体系，可以满足群众多元化的养
老服务需求。

在为群众解决养老需求的同时，立山
区着力推动教育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历史性通过省级
验收；义务教育集团化办学经验在鞍山市
推广；普惠性幼儿园占比提高至90.12%；投
资512万元的鞍山八中改善办学项目开工
建设。从幼儿园到中学，立山区正在为少
年儿童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条件。

对于居住在立山区陈家台村一带的居
民来说，过去，每年的汛期令大家提心吊
胆，暴雨带来的内涝严重影响着大家的正
常生活。2024年，鞍山市立山区投入4.2亿
元，启动了陈家台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为
540户居民解决了汛期内涝问题。据了解，
立山区连续三年投入400万元，对胜利路、
建国大道、鞍千路等10条道路进行亮化改
造。投入500万元整治街道“十乱”顽疾，拆
除违建67处，实施道路更新13.2万平方米，
施划停车泊位3000个。投入197万元完成
樱山路2.1万平方米推挡见绿，建成口袋公
园25个，整治裸地2.5万平方米。启动宜立
山“城市管理”模块，录入数据65万条，城市
精细化管理迈入数字化阶段。

“新的一年，立山区将继续坚持民生
为大、民生为要，紧盯群众关切，办好老百
姓身边大事小情，让群众享有更多实惠，
让群众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2024年12月28日，在立山区两会现场，张
晨子代表立山区政府做的报告，得到了代
表委员们的热烈掌声。

心怀鸿鹄之志、情满乾坤之间。新的
一年，立山区将锚定全年攻坚目标不放松，
坚定发展信心不动摇，牢固实干担当不松
劲，冲出气势、干出精彩，挺膺负责、破障闯
关，打好打赢决胜之年决胜之战！

穿城而过的万水河为立山区带来勃勃生机。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沈瑞摄

位于立山区的冶金集团车间里，工人正在操控机器人加工产品。 本报记者 崔 治 摄

立山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通过省级验收。图为东方学校学生在课堂上踊跃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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