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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的 14 个城市，如同 14 艘护卫舰，紧

紧跟随“振兴辽宁”这艘航母进发。

作为辽宁省的省会城市，沈阳市理应成为

首艘护卫舰。恰逢“三大机遇”叠加期，沈阳市

为完成“十二五”规划创造了难得条件，这让我

们对“沈阳经济区”这幅宏伟蓝图拭目以待。而

大连市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使国有企业各项经

济指标飞速上扬，继续位居东北各城市首位。

营口市是辽宁沿海经济带上的重要节

点，面积占全省的 3.7%、人口占 5.4%，经济总

量连续多年稳居全省第四，增长速度全省第

一。从辽宁沿海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之

后，营口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化布局，全力建

设“百里沿海产业带”、“百里滨海生态城”、

“百里临海景观带”，沿海发展战略新格局从

而全面拉开。

值得关注的还有鞍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包括达道湾工业区、宁远工业区和灵山工业

区，它是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沈阳经济区的十大重点产业区之一，是沈

阳经济区与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连接枢纽。

本溪市在未来 10 年力图达到“中国药都”

的目标，将着力打造医药之城、创新之城、开

放之城、健康之城，在国际上医疗领域中打造

影响力。本溪市“水洞、温泉和枫叶”这三位

一体的发展思路，使本溪旅游更有声有色。

铁岭市在“十一五”期间取得的最大成

就是建立了沈铁走廊，形成了新型的产业基

地，这对于长时间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是非常

大的成就。铁岭完成了由传统向新型工业

化的亮丽转型。

大气秀美的丹东市，将建设成为辽宁沿

海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辽宁对外开放的新

高地、国际化港口城市和文明、生态、繁荣、

富裕的宜居佳地。

朝阳市要借丰厚的历史文化乘势崛起，

深入实施突破辽西北战略，加快振兴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朝阳市将建设成为东

北地区重要交通枢纽城市，辽冀蒙交汇区域

最具发展活力的中心城市，我国重要的冶

金、新型能源和绿色优质农产品基地，北方

生态城市和文化旅游胜地。

从 丹 东 市 委 的 工 作 报 告 可 以 得

知，丹东市未来发展新的战略定位是，

“把丹东建设成为辽宁沿海地区新的

经济增长极、辽宁对外开放的新高地、

国际化港口城市和文明、生态、繁荣、

富裕的宜居佳地，构建大气秀美的新

丹东。”这是对丹东未来城市发展远景

的科学概括，符合丹东目前经济社会

发 展 的 实 际，又 体 现 了 对 丹 东“ 十 二

五”发展方向的总体把握，这说明丹东

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丹东的

发展必将实现跨越前进。

首先，丹东市的发展定位是抢抓

机遇，把区位优势与发展战略科学整

合。其次，在全局统筹协调发展上，丹

东市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社

会文明建设的和谐统一。最后，在产

业布局上，丹东市实现了做好沿江和

沿海一线与全域大开发、大发展的统

一，在产业规划发展上实现了做大经

济总量和打造主导产业的统一。

在产业发展布局方面，在进一步

做好沿江一线的基础上，全力做大沿

海一线，并以此带动全域的大开发、大

发展。沿海地区发展空间大，潜质大，

能够支撑的产业规模大，需要的投入

也大，因此沿海一线的发展是丹东未

来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 在产业规

划发展上，要把全力做大经济总量和

倾力打造主导产业作为落脚点。

此外，特别应该注意的是，丹东在

发展指标的确定上，实现了经济发展

与民生建设的统一，实现了富民与强

市的统一 。丹东在“十二五”期间，不

仅要实现经济的大发展、大振兴，而且

要使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大改善、大

提高，这充分体现了经济发展与改善

民生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关系。经

济 发 展 是 民 生 建 设 的 物 质 保 障 和 基

础，没有经济发展，何谈改善民生？丹

东 市 委 首 先 确 定 了“ 十 二 五”发 展 目

标，即全市总体发展水平进入全省先

进行列。国以民立，政以民兴，关注民

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一直是丹东市

委 不 遗 余 力、为 之 努 力 的 奋 斗 目 标。

未来 5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农民人均收入达

到全省先进水平。这样的目标让百姓

真正体会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深

刻内涵。

解读丹东 大气秀美之城

编者按：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指引下，辽宁

扬起振兴之帆，激流勇进，展开了“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

阳经济区”的发展蓝图。在“十一五”完美收官和“十二五”

开篇布局之际，本报特别推出“辽宁魅力”专题，以飨读者。

“十一五”完美收官

辽宁谋篇布局“十二五”

据记者在辽宁省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一五”以来，辽

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把生态建设作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

观、加快推进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和构建和谐辽宁的重要工作来抓，辽

河及凌河流域治理、改善辽西北生态环境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其

中，辽河干流全部消灭劣五类水体。

辽宁省环保厅副厅长王治江介绍，“十一五”以来，辽宁省把辽河治

理作为生态省建设的重中之重，实施了重污染企业关停整治、污水处理

厂建设、河道生态治理“三大工程”，2009 年辽河干流考核断面全部消灭

劣五类水体，提前一年完成省政府提出的治理目标。

另据介绍，“十一五”以来，辽宁省积极推进辽西北边界防护林体系

工程建设，已完成造林 110.58 万亩，是规划任务的 1.1 倍。

经济实力提升最快 人民得到实惠最多

辽宁省农委副主任孙秩介绍，过去 5 年，辽宁省农村经济快速发

展，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县域经济异军突起，县域经济实力明显增强；

现代农业建设成效显著，跨入了全国农业大省行列。

辽宁省经信委副主任吴超异介绍，截至 2009 年年底，辽宁省年收入

10 亿元以上的工业产业集群有 120 个，企业数量 2.7 万个，从业人数

140.6 万，实现销售收入 8634 亿元，年缴税金 221 亿元。

辽宁省服务业委副主任杨军生介绍，“十一五”以来的 4 年间，辽宁

省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2.8%，超出“十五”年均增幅 1.3%。“十一五”

以来，辽宁省服务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33.9%，比“十五”期间

加快 10.6%。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由 2005 年的 13.9 亿美元提高到

2009 年的 79 亿美元。

辽宁省三大产业发展迅速

据记者在辽宁省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一五”以来，辽

宁省的科技发展呈现出全新的形势，进入跃升期，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同时，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开放开发战略、沈

阳经济区战略、突破辽西北战略促使辽宁全面开放整体格局基本形成，

并取得明显成效。

辽宁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赵景海介绍，“十一五”期间，通过大力加

强自主创新，在工业领域攻克了大型铸锻件可视化铸造、低成本多晶硅

制备等 600 余项重大关键技术，开发出盾构机、重型燃气轮机、90 型船用

曲轴、五轴联动高档数控机床、百万吨乙烯装置等 200 余项重大装备和新

产品，申请专利 400 余项，有力地提升了辽宁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的核心

竞争力。

据介绍，2009 年 7 月，辽宁沿海经济带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10 年

4 月，国家正式批复沈阳经济区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辽宁科技自主创新、对外开放成果重大

辽宁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显著

据记者了解，“十一五”以来辽宁省居民收入规划指标如期超额实

现，为城乡居民生活向全面小康社会迈出了扎实的一步。

2010 年，辽宁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达到 17713 元，年均

递增 11.4%，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超过 "十一五"规划的预期目标

3713 元，增速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的 1.5%以上。

据了解，“十一五”以来，辽宁省连年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

金，调高社会保障标准等惠民增收举措，使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得到

较快增长,养老金、离退休金及社会救济收入成为拉动转移性收入增长

的主要因素。

此外，“十一五”以来，随着辽宁省城乡居民民收入的持续、普遍增

长，辽宁省的居民消费结构也不断转型升级。5 年来，全省城乡居民住

房、家用轿车、旅游、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交通通信等消费热点持续升

温，过去一些看似奢侈的消费，正走进寻常百姓家。

辽宁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记者从辽宁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十

二五”期间，辽宁省将继续深化医疗体制改革，实现城乡居民病有

所医。

辽宁省卫生厅厅长姜潮介绍，“ 十一五”期间，辽宁省深化医

改各项措施取得巨大成效，新农合制度的建设为农民看病提供了

可靠保障，参合率保持在 90% 以上。同时，在开展的公立医院改

革试点工作中，辽宁省进行了临床路径管理试点，不断规范诊疗

行为，在预约诊疗、检查结果互认、医院志愿者服务等几个方面加

强工作。

预计，到 2015 年，辽宁省将初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

卫生制度。2015 年，辽宁省人均期望寿命将达到 76.6 岁，并通过为

全省 4300 万居民建立健康档案，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据记者了解，按照“十二五”规划的总体目标，未来 5 年，辽宁省

将基本建立和完善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限价商

品房等面向不同收入群体的、多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

针对“十二五”期间辽宁省保障性住房建设，辽宁省住房建设厅副

厅长胡刚表示，将新增政策性住房 5.15万套，城市棚户区改造 5.9万户，

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 3.43万户。到规划期末，再解决 18.37万户低收入

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通过各类棚户区改造，再改善 18.8 万户住房条

件，新增居民住房改善户数达到37.17万户，受益人口再增加110万人。

此外，通过积极探索住房保障新模式，辽宁省将采取以发放租

赁补贴和货币补贴为主，以实物配租和建设(筹集)实物房源租赁为

辅的方式实施保障，鼓励保障对象自行租住社会房源，全省每个市

至少集中建设一个成规模的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项目。

“十二五”辽宁省将建立
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

辽宁将为4300万居民
建立健康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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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辽宁省发改委关于“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通报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一五”期间，是辽宁省自改革开放以来经

济实力提升最快、社会建设成效最好、城乡面貌变化最大、人民得到实

惠最多的 5 年。

“十一五”期间，预计辽宁省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超过 13%，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超过 6000 美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长 24%以

上；5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超过 5 万亿元，年均增长超过

30%。同时，辽宁省三大区域发展战略不断取得新突破，三大区域协调互

动、优势互补、互为支撑、竞相发展的新格局已经形成。其中，辽宁沿海经

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沈阳经济区被确定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区，实施突破辽西北战略取得明显成效。此外，“十一五”期间，人

民生活明显改善。2010 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可达到

1.76万元，实际增长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670元，实际增长8%。

据悉，截止到 2010 年 12 月底，辽宁省列入整治范围的 43 条辽河支

流河全部达到五类水质标准要求，这是辽河治理工作取得又一个历史

性突破。

据辽宁省环保厅副厅长朱京海介绍，为进一步巩固辽河流域水污

染防治成效，优化辽河干流入水水质，减轻干流污染治理压力，2010 年

6 月，辽宁省政府决定开展辽河支流河污染整治专项行动，这是继 2008

年关停造纸厂、2009 年大规模建设污水处理厂之后，辽宁省为治理辽

河打出的第三记“重拳”。

此外，辽宁省环保厅按照省政府的部署，组织开展了支流河污

染整治专项行动。到 2010 年 12 月份，圆满完成了支流河污染整治

任务。

辽河43条支流达五类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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