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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朝阳市是生态脆弱地区，荒山面积占全

省的 1/3。又好又快地改善朝阳的生态环境，不仅是

建设“生态朝阳”的希望所在，更是辽宁“生态立省”

的关键所在。为此，2009 年，省委、省政府高屋建瓴

地做出了在朝阳实施 500 万亩荒山绿化工程的重大

战略决策。这个决策为朝阳的快速崛起和可持续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项工程是建国以来朝阳最

大的生态建设工程，是朝阳实施“突破辽西北”战略

的先导性工程，也是辽宁省实施大规模荒山绿化的

标志性工程，在朝阳荒山绿化乃至辽宁省林业发展

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3 年来，在辽宁省委、省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在省

林业厅等省直相关部门的大力帮助下，朝阳市委、市

政府团结和带领全市人民，发扬“厚德重信、务实创

新、坚毅自强、和谐奋进”的朝阳精神，集全民之智、

举全市之力，开展了气势恢弘、前所未有的荒山绿化

攻坚战。截至 2011 年 7 月末，朝阳市取得了建设 500

万亩荒山绿化工程的全面胜利，实现了省委、省政府

提出的既鼓舞人心又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目标。目

前，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40.38%，林木绿化率达到

46.98%，预计到 2016 年，新植林成林后，森林覆盖率

将达到 50%以上，朝阳的林业发展基础将得到巨大

改善，朝阳的生态面貌将得到根本改变，朝阳的外在

形象将得到显著改观。

按照省规划，这一工程建设总任务为 500 万亩，

建设期为 3 年。其中：人工造林 260 万亩，封山育林

170 万亩，飞播造林 70 万亩。确保“一二三四五”工

作措施落实到位的明确要求：突出“一个特色”：即

封、飞、造相结合，构建生态经济型防护林体系，这一

朝阳林业发展的自身特色；坚持“两个咬住”：即咬住

目标不放松、咬住工程时限不放松；实现“ 三个效

益”：即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

必保“四个到位”：即组织领导到位、宣传发动到位、

指导服务到位、检查督导到位；做到“五个结合”：即

荒山绿化与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相结合、荒山绿化与

朝阳改善投资环境相结合、荒山绿化与科技创新相

结合、荒山绿化与加强森林资源管护相结合、荒山绿

化与林业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截至 2011 年 7 月

末，全市共完成荒山绿化工程作业面积 528.2 万亩，

为计划的 105.6%。其中：人工造林 268.8 万亩，为计

划的 103.4%；封山育林 174 万亩，为计划的 102.4%；

飞播造林 85.4 万亩，为计划的 122%。

就林业发展来说，政策是先导，资金是保障。没

有好的政策，就没有发展方向；没有资金支持，就没

有发展能力。为此，朝阳加强了政策引导，加大了资

金投入，确保了工程的顺利实施。就林业发展来看，

创新才有魅力，管理才出实绩。只有追求工作创新，

才能展示发展魅力；只有坚持科学管理，才能彰显发

展业绩。就林业发展而言，加强领导是关键，落实责

任是保证。只有加大领导力度，才能确保如期完成

任务，只有明确责任，才能确保工程进度。

随着森林资源总量的增加，管理管护工作将面

临新的挑战；由于林分质量不高，补植改造工作任务

将十分繁重；林业建设体制机制还不完善，改革任务

将更加艰巨。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朝阳人民将与时

俱进，不断调整工作思路，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努

力把生态建设、林业发展再推向一个新阶段。

辽宁省朝阳市因多年的干旱少雨的恶劣气候实

行了一项“百万亩设施农业建设”的富民工程，用一

年时间完成 100 万亩设施农业建设任务，广大干部群

众集中一切力量，团结奋进，攻坚克难，高效率推进，

高质量完成，使新增 100 万亩设施农业建设取得了全

面胜利，给辽西这座贫瘠之城带来了希望。

据介绍，在推动 100 万亩设施农业建设中，朝阳

市实现了 3 个“前所未有”：即一年内市委、市政府共

召开四次市、县、乡三级干部大会进行安排部署，领

导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省委、省政府及省直相关部门

全力以赴支持朝阳设施农业建设，投入资金支持力

度前所未有；三是通过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引入干部

激励机制推动集中连片开发建设，机制创新和规模

之大前所未有。

在这项利在当今、功在千秋的惠民工程中，全市

上下以决战的姿态，按照“打赢百万亩设施农业建设

攻坚战”的目标要求，将其作为阶段性中心工作来

抓，形成了高度共识和一致行动的良好局面。2011

年一季度，全市设施蔬菜产量实现 142.19 万吨，同比

增长 56%；产值实现 43.53 亿元，同比增长 61%，使全

市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实现 2539 元，增长 21.3%，增幅

位居全省第一，是上年同期增幅的 3 倍。

100 万亩设施农业建设的胜利，已给朝阳经济

社会发展、尤其是广大农业农村带来了深刻变革，

使 朝 阳 设 施 农 业 产 生 了 历 史 性 飞 跃，实 现 了 3 个

“革命”。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作出重大战略决

策，直接下达了 100 万亩设施农业建设任务；农委、

财政、国土、水利、电业、交通、科技、金融等省直各

个部门给予密切配合、组合推进；市县乡党委、政

府思想高度统一，行动坚定不移，始终如一、不折

不扣地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全

省 上 下 形 成 了 强 大 的 推 进 合 力，使 百 万 亩 设 施 农

业 建 设 工 程 在 一 年 内 得 以 顺 利 实 现，这 在 组 织 领

导和推进战略上实现了一场革命。在百万亩设施

农业建设中，各项配套设施全面跟进，水、电、路、

农机等投入超过以往 10 年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大跨越；改变了过去玉米、高

粱 等 单 一 作 物 的 种 植 方 式，单 位 经 济 效 益 比 过 去

增加了十几倍，土地产出率和利用率大幅度提升，

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方式上实现了一场革

命。在发展建设中，企业建基地、大户带农民，改

变 了 以 往 一 家 一 户 的 生 产 经 营 方 式，组 织 化 程 度

大幅提高，逐步形成了区域化布局、机械化建设、

标准化栽培、专业化管理、产业化经营的格局，在

树立现代农业发展理念上实现了一场革命。

同过去相比，朝阳市的设施农业产业在 7 个方

面 发 生 了 深 刻 的 变 化 ：一 、由 过 去 的 单 一 农 民 建

棚 ，转 变 为 企 业 、合 作 社 、大 户 、农 民 共 同 参 与 建

设，设施农业建设主体发生了深刻变化；二、长季

节品种得到大力推广，已形成了周年生产、四季不

闲的局面，在科学安排茬口、新品种应用上发生了

深 刻 变 化 ；三 、基 层 技 术 服 务 队 伍 得 到 巩 固 和 加

强，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市、县、乡三级技术服务体

系，服务方式和服务质量发生了深刻变化；四、随

着 蔬 菜 生 产 质 量 安 全 工 作 的 加 强，高 效 低 毒 农 药

的逐步替代，生物、物理方法防治病虫害的大力推

广，设施产品的质量发生了深刻变化；五、由于新

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的广泛应用，单体棚经济效

益 发 生 了 深 刻 变 化 ；六 、由 过 去 农 民 自 己 调 地 建

棚，转变为由乡、村帮助调地，村集体统一协调各

户 签 定 出 租 土 地 协 议，土 地 流 转 方 式 发 生 了 深 刻

变化；七、100 万亩设施农业为菜篮子工程建设、稳

定 农 产 品 市 场 价 格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朝 阳 农 业 的

土 地 产 出 率、农 产 品 的 商 品 供 应 率 发 生 了 深 刻 变

化 。 此 项 工 程 为 解 决 朝 阳 地 区 农 业 落 后、农 民 贫

穷问题写下辉煌的一页。

近 日 ，中 共 辽 宁 省 新 民 市 市 委 召 开 了 第 四 届 三 次 全

体（扩大）会议。

据悉，会议重点指出要以“进入全国百强，建设幸福新

民”为主要工作目标。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顺应全国建设

幸福县域发展方向，结合全面贯彻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

神，市委组织专门力量，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同时

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历经多次修改完善，形成了《建设幸福

新民行动纲要（2012 年至 2014 年）》（以下简称：《纲要》）。经

新民市委常委会讨论决定，提交全会审议。《纲要》经本次全

会审议通过后，将作为未来 3 年幸福新民建设的指导性文

件。《纲要》重点提出了未来 3 年的主要工作任务，并要求全市

各级组织务必按照《纲要》要求，抓紧部署本部门、本单位工

作，切实把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进一步转变工作职能，提高服务水平，以此凝聚人心，

形成合力，开创新民市经济发展与人民幸福同步提升的良好

局面。

沈阳兴隆温泉城的建立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兴隆温

泉城建立于 2011 年，兴隆堡镇党委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以提升兴隆镇在省百强镇位次，打造沈阳兴隆温泉城

和新市镇建设为总体目标，紧密结合工作实际，抢抓机遇，积

极探索，攻坚克难。紧紧围绕温泉产业发展这一主题，强力

推进沈阳兴隆温泉城建设，积极融入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发

展，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目前，已落实以房地产和旅游服务业为主的亿元项目 19

个，占地 4.5 平方公里，总投资额 300 亿元。以沈阳世界温泉

部美国郡、加拿大郡、修正一品汤城、御泉名邸、巴厘泉乡、世

纪温泉城、格林温泉城等 7 个重点项目已相继开工建设，年内

开工面积 80 万平方米，竣工面积 50 万平方米。两个五星级

温泉度假宾馆及配套设施已开工建设；房地产市场异常火

爆，温泉主题地产项目得到了辽沈乃至东北地区消费者的广

泛关注。未来 5 年，全部项目建成后，总建筑面积将达到 500

万平方米，实现在沈阳西部再造一个新民新城的目标。

辽宁省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位于长白、华北、内蒙古植

物区系交织地带。近年来，辽宁省各级领导高度重视造林绿

化工作，发起了为实现“大干四年·绿化辽宁”目标而努力奋

斗的口号。

2008 年以来，辽宁省全社会造林绿化投入高达 600 亿元，

相当于过去 20 年投入的总和，年均完成造林 700 万亩以上。

其中：2011 年投入 332 亿元，完成造林 783 万亩，创历史之最；

全省森林覆盖率和林木绿化率分别达到 38.2%和 43.2%，4 年

间分别增长 3.07%和 4.09%。根据最新评估结果显示，辽宁全

省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达到 3723 亿元，比 2006 年增长

43.7%，相当于 2010 年全省财政收入的 2 倍多，是全省活立木

价值的 8 倍多。

坚持科学发展 建设幸福新民

辽宁年均造林 700万亩

“生态朝阳”荒山绿化工程惠及民生

朝阳市百万亩设施农业建设凝聚民心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沈阳市委十二届二次全

会暨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辽宁省沈阳市沈北

新区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三

大目标”，抓实“五大任务”，大力解放思想，深

化改革创新，抢抓发展机遇，转变发展方式，

奋力实现沈北新区科学发展的新突破。

2011 年年初以来，沈北新区区委团结带

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以“环境项目年”活动为主线，抢抓机

遇，攻坚克难，使新区继续保持又好又快发展

的喜人局面，实现了“十二五”首战告捷。继

续保持了高速发展、迅猛发展的强劲势头。

各项经济指标继续保持高速增长，项目建设

继续强力拉动经济增长。全面呈现了统筹发

展、协调发展的喜人态势，迅速形成了创新发

展、绿色发展的全新格局，有力巩固了和谐发

展、共享发展的良好局面。全面提升了党的

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据沈北新区区委书记张景辉介绍，今年

沈北新区发展的重点是坚持以党的十七届

六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市委十二届

二次全会暨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以科

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

主线，坚定“三大目标”，抓实“五大任务”，大

力解放思想、抢抓机遇，深入开展“改革创新

年”活动，强力推进综合配套改革先行先试，

以改革创新促进经济发展、促进项目建设、

促进环境提升、促进民生改善，全面提高党

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奋力实现沈北新区科学

发展的新突破。按照这一总体思路，综合考

虑 各 方 面 因 素 ，今 年 经 济 工 作 的 总 体 目 标

是：地 区 生 产 总 值 要 突 破 500 亿 元，固 定 资

产投资要突破 500 亿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要 突 破 50 亿 元，努 力 实 现 新 区 经 济 发 展 的

新突破。

重点在五个方面：

1.大力解放思想，彻底打破思想束缚。越

是形势紧迫，越要解放思想；越是困难重重，

越要求新图变。要突出重围、创新超越，首先

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切实打破经验主义、惯

性思维的思想束缚，坚决摒弃小富即安、稍进

则满的松劲情绪，扫清思想障碍，树立昂扬斗

志，以创新的思维、开放的视野、饱满的激情

努力开创新区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2.深化改革创新，全面突破制约瓶颈。改

革创新是新区永葆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以

往的发展成果得益于改革创新，今后的突破

超越更有赖于改革创新。

3.转变发展方式，进一步壮大经济实力。

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当前最核心、最

紧迫的任务，坚持速度与质量并重、规模与效

益并重、外延扩张与内生增长并重，加快转变

经济管理方式，变粗放式管理为精细化管理，

变项目主导抓经济为产业引导抓经济，切实

增强产业的集聚度和竞争力，不断夯实基础、

增强实力。

4.加强环境建设，不断提升城市竞争力。

以打造“生态田园新都市”为目标，抓住“十二

五”有利契机，以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创建活

动为载体，以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和

文化建设为重点，全面改善城乡环境面貌，着

力提升城市文明水平，加快形成全省乃至东

北独具特色的城市服务功能，促进新区城市

竞争力加速跃升。

5.着力改善民生，构建和谐幸福新沈北。

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贯穿于新区改革发展

的全过程，积极创新社会管理，大力发展社会

事业，深入实施民生工程，努力实现社会建设

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把改革发展成果更多

地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构建和谐幸福

新沈北。

深化改革创新 转变发展方式

沈北新区奋力实现科学发展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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