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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
次到辽宁考察、两次在全国两会期间参
加辽宁代表团审议，为辽宁振兴发展把
脉定向，擘画未来。

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辽宁滚石
上山、爬坡过坎，谱写全面振兴、全方位
振兴的新篇章。

“要把国有企业作为辽宁振兴
的‘龙头’”

2017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辽宁代表
团审议时指出，要把国有企业作为辽宁
振兴的“龙头”。

有“共和国工业长子”之称的辽宁，
集聚着一批关乎国家产业安全、国民经
济命脉的大型国企。由于体制机制僵
化、历史包袱沉重等因素，不少国企一度
步履维艰。

国企改革事关东北振兴大计，是辽
宁必须回答好的时代课题。

2013年 8月、2018年 9月，习近平
总书记两次到辽宁，深入国企考察调研，
围绕国企改革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沿
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辽宁国企改革驶
入“快车道”、挺进“深水区”。

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公司是20世纪
70年代国家建设的四大化纤基地之一，

“织出”了中国第一块“的确良”。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辽

阳石化考察。得知企业通过调结构、抓
创新，结束了连续12年的亏损，总书记
高兴地说：“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一以贯
之，砥砺前行，作为共和国的‘种子队’，
打出更好的成绩！”

“几年来，我们一手抓技术创新，一
手抓三项制度改革，产品结构不断优化，
干部职工积极性大为提高，经营效益持
续向好。”辽阳石化党委书记李贵合说，
今年4月，企业实现利润4.16亿元，单月
盈利创历史最好成绩。

改革才有活路，改革才有出路。
近年来，辽宁力推三项制度改革，

475家省属各级企业与1406名经理层成

员全部签订任期制合同和契约，省属企业
2910名管理人员实现竞争上岗……

改革不能只是小修小补，要敢于在
体制机制上动刀子。

2021年，“央地混改”模式蹚出新
路，鞍钢、本钢两大钢企成功重组；2019
年，招商局集团入主大连港、营口港，推
进辽宁省港口资源整合；2017年，东北
特钢引入战略投资者沙钢集团，企业重
新焕发生机活力……

改革，让许多老国企重生。
一度因连续亏损陷入司法重整的沈

阳机床，今年一季度实现扭亏为盈。公司
副董事长李文华说：“中国通用技术集团
重组企业后，体制机制焕然一新。我们正
在经历从‘止血’到‘造血’的根本性转变。”

改革一子落，发展满盘活。
2021年，辽宁国企交上一份这样的

答卷：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4.6%，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
增长8.7%。

“尽快形成多点支撑、多业并
举、多元发展的产业发展格局”

“工业一柱擎天，结构单一”，曾是制
约辽宁振兴发展的痼疾。如何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 9月在沈阳
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明
确要求，依靠创新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
做优，坚持凤凰涅槃、腾笼换鸟，积极扶持
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尽快形成多点支撑、
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产业发展格局。

牢记总书记重要指示，辽宁以“三篇
大文章”为抓手，打出一套结构调整的

“组合拳”。
——改造升级“老字号”。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沈

阳鼓风机集团等企业时指出，要发展集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于一身的
高端装备制造业，培育新兴装备制造产
业集群。

“不迈向高端，就没有出路。”沈鼓集
团董事长戴继双说，我们把技术创新作
为头等大事，攻克900多项科研攻关课
题，一批拳头产品相继问世。

向改革要动力、向创新要活力、向市
场要潜力，辽宁一大批“老字号”企业如
今活力满满。全省推进智能制造重点项
目，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升21.2%，运营
成本平均降低15.6%。

——深度开发“原字号”。
走进鞍钢，炉火正旺，车流不息。今

年一季度，集团利润总额、净利润同比分
别增长13.2%、13.29%，均创历史同期最
高水平。

效益向好的背后是产业结构的优化
升级。川藏铁路极寒条件钢轨、超大型
集装箱船止裂钢、深海高应变管线钢
……近年来，鞍钢集团一系列高端产品
广泛应用在高铁、海洋装备、核电等领
域，真正叫响了“国字号”品牌。

在供给端不断发力，辽宁“原字号”
向中高端稳步迈进：

淘汰落后，全省持续取缔“地条钢”
企业，清理劣质煤矿；迈向“精细”，全力
推进11类45个精细化工产品产业化，
2021年化工精细化率同比提高2.1个百
分点；求新求变，异戊橡胶等一批新材料
实现产业化……

——培育壮大“新字号”。
作为我国软件行业领先企业，东软

集团2021年自主软件、产品及服务新签
合同额首次跨越百亿元大关。

“创新是企业抵御风险挑战的最好
防护服。”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说，搞
创新、做研发，不能打快拳、赚快钱，要顶
得住诱惑，十年磨一剑。

“老字号”是基础，“原字号”是优势，
“新字号”则是未来。

近年来，为培育壮大“新字号”企业，
辽宁创新省本级财政科技资金使用，以
1∶1的比例吸引社会资本；设立“科技成
果转化天使投资基金”，为创新型企业发
展助力。截至目前，全省高新技术企业
突破 8000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
14000家。

“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
面深化改革”

营商环境之弊，曾是辽宁振兴发展

之痛。“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
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为辽宁把脉
开方。

习近平总书记的明确要求，廓清了
广大干部群众的认识：振兴不是仅靠上
几个大项目就能实现的，重振雄风必须
重塑环境。

牢记总书记嘱托，辽宁牵住营商环
境这个“牛鼻子”，倒逼全面深化改革向
纵深推进，着力破除体制机制的痼疾。

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政务服务大厅
内，秩序井然。办理开办企业手续只需
两个小时，工程建设项目审批28个工作
日 办 结 ，所 有 事 项 审 批 效 率 提 升
94.2%……

“对该办能办的，我们不讲条件马上
办。对该办难办的，我们千方百计去
办。”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行政审批局局
长王鹤锦说。

“千方百计去办”，是辽宁营商环境
变化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一系列改革措施在辽宁渐
次推开——

用好“法”的力量，制定规范营商环
境省级法规，成立专门监督机构；做好

“简”的文章，省级政务办理全部实现“一
网通办”，多地开展不见面审批改革试
点；抓好“快”的服务，一般性企业开办手
续办理时间压缩至1个工作日以内……

大刀阔斧的制度性改革，增强着市
场对辽宁的投资信心。今年一季度，全
省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16.57万户，同比
增长27.73%。

良好的营商环境，离不开清朗的政
治生态和务实高效的干部作风。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
考察时强调，着力改进干部作风，是应对复
杂矛盾、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

“优化营商环境，政治生态是根本，
作风建设是保障。”辽宁省纪委监委党风
政风监督室主任胡哲说，近年来，全省纪
检监察部门以“硬约束”提升营商环境

“软实力”，为辽宁振兴发展提供了有力
保障，让新风正气不断充盈。

（新华社沈阳5月29日电）

5月，在津沽大地的记忆中总是最温
暖的。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考察
天津就是在这个生机勃发的时节。

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先试重
大改革措施、弘扬民族精神培养爱国情
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四次来津，擘画国家战略，指导改革发
展，赋予这片热土无限的力量。

国家战略的天津作为

“要志在万里，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
智慧港口、绿色港口，更好服务京津冀协
同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2019年1月
17日，习近平总书记冒着严寒考察天津
港。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
略。宏伟擘画，化为天津发挥好产业发
展比较优势，加快天津北方国际航运枢
纽建设的强大动力。

作为京津冀海上门户，天津港发挥
枢纽港优势，与河北港口共建世界级现
代化港口群，推动区域深度融入全球经

济格局。
津冀区位相近，两地港口是“近邻”，

却曾经是“对手”。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
为国家战略后，明确天津北方国际航运
核心区定位，与河北省的港口形成合作、
错位发展。

天津港是百年老港，通达世界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个港口。协同
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天津港惠及更多伙
伴。如今，两地港口互动越来越频繁，增
多的航线像一条条线，串起天津港、秦皇
岛港、唐山港、黄骅港等吞吐量过亿吨的
大港。

津冀港口群建设也有力地服务北京
经济发展。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业务部
副总经理任伟说，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
司遇到一个难题，北京到江浙地区的陆
路运输时间长、成本高。“我们第一时间
组织专题技术论证，很快开通了天津港
到宁波港的航线。”

“今后我们将加快构建功能完善、分
工合理、错位发展、高效协同的津冀世界
级港口群，织密环渤海航线网络，增强津
冀港口群在环渤海、内陆腹地的影响力和

辐射力，提高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能力
和水平。”天津港集团董事长褚斌说。

映照协同之变的，有“一座港”，还有
“一个园”。

这次考察，习近平总书记还来到天
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他强调，要深
化科技园区体制机制创新，优化营商环
境，吸引更多在京科技服务资源到园区
投资或业务延伸，促进京津两市真正实
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

3年来，这里打造全链条服务体系，
创新利益共享等机制，吸引逾3000家企
业注册，其中北京来津企业占比由2019
年的16%提升至30%。

北京原始创新、天津研发转化、河北
推广应用。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全国先
进制造研发基地是天津的重要定位之一。

“我们要充分发挥科技资源丰富、科
技人才众多的优势，建设科技创新高地，
不断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
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促进科技和经济深
度融合。”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
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的这番话语，给

予时任研究院副院长周泽奇巨大动力。
“我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聚焦核心关
键技术，要坚定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10个月后，这位“海归”创办丹娜
（天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如今这
家公司已成为侵袭性真菌感染疾病早期
检测的领头羊。“创新创业使人年轻，能
看出我今年70岁了吗？”周泽奇说。

融入大战略，是使命，也是机遇。
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区域

产业协作和创新协同等方面全面发力，
2021年，天津引进北京地区投资项目
1076个，到位资金1369.80亿元，增长
8.5%，占全市引进内资比重超过40%。

先行先试的天津试验

今年5月起，又一项改革举措在天津
自贸试验区落地——市场主体极简登记。

“申请、审核、电子签名、打印营业执
照，一气呵成。”天津信至嘉商务秘书有
限公司总经理王英春说，作为一家提供
商务代办服务的企业，他们是直接受益
者。

（下转07版）

谱写全面振兴新篇章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辽宁篇

渤海湾畔新潮涌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天津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