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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辽沈大地如一幅水墨山
水画，清新素雅。

一座座拔地而起的绿色工厂，践行
着节能降耗、低碳发展的理念；一条条
数字化改造后的智能生产线让众多老
企业焕发新生机；一台台高端智能装备
填补行业空白……

在辽宁，老工业基地正发生新的变
化，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特征日益
鲜明。在奋力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征程
上，辽宁正以全新的姿态，展现出新的
发展图景。

向绿而行，擦亮发展新底色

走在大连长兴岛的恒力石化产业
园，就像穿行在一座座由储罐和管道组
成的巨型城堡，从炼油到化工，各种物
料通过管廊紧密连接，各流程环环相
扣，形成了“从一滴油到一匹布”的全产
业链模式。

穿过这些大型化工装置，记者来到
恒力石化（大连）化工有限公司的污水
处理展示馆，所见是另一番景象：小桥
流水、绿植环绕，成群的金鱼在水中游
弋，仿佛置身江南园林。

“ 这 是 经 过 处 理 后 循 环 利 用 的 废
水。”公司总经理许锦告诉记者，他们把
废油加工成为营养物，再用污水处理技
术完成水质的净化。处理后的污水化
学需氧量在 15 毫克/升以下，远远优于
国家标准。

辽宁省是化工产业大省，做好污染
处理，是推动产业绿色发展的必修课。
据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介绍，聚焦绿
色化，辽宁已累计培育省级绿色制造单
位 575 家、国 家 级 176 家 ，“十 四 五 ”以
来，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
10.1%。

绿色制造，还体现在“老字号”企业
的升级改造上。

新能源车运送物料、烟气排放脱硫
脱硝、环保设施在线监控全覆盖……在
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完成了钢
铁生产的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改变了
企业高污染、高消耗的传统生产过程，
实现经济与社会综合效益统一。

“这可是个精细活。”鞍钢股份鲅鱼
圈钢铁分公司安全环保部环保主管佟

鹏说，“我们对传送铁矿石物料的皮带
和落料点实现全封闭，实际上这些也是
污染产生的重要来源。”

在绿色能源利用上，辽宁企业也在
加快引入光伏、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着
力实现能源的多元化供应。

米其林沈阳工厂今年开始实施太
阳能发电改造，未来 20 年可享 10 亿千
瓦时清洁电力，减排二氧化碳 100 万吨；
宝马在沈阳的动力总成工厂及第六代
动力电池中心未来可实现 100%非化石
能源供热……省内一批重点企业都将
绿色能源作为自身发展的必选项，面向
未来擦亮发展的新底色。

向智转型，锚定未来促创新

向“数”出发，凭“智”转身，为辽宁
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带来新的动能。
近年来，辽宁省聚焦建设数字辽宁、智
造强省，强化顶层设计，深化融合应用，
加快技术创新，数字化智能化变革迈入
新阶段。

——智能制造助力传统企业提质
增效。在沈鼓集团透平公司转子车间，
一台台数字化工位机有条不紊地工作，
图纸、工艺流程、物料等信息在显示屏
幕上一目了然。“全面拥抱数字化让公
司生产成本更低，产品质量更优，使产
品有更强市场竞争力。”沈鼓集团董事
长戴继双说。

通过数字化车间建设，沈鼓实现叶
轮等核心零部件加工效率提升 28.2%；
每年节约 190 万张图纸投放；生产设备
网络化接入实现设备效率透明化，推动
核心设备的综合效率提升超 16%。

目前，辽宁省已建立了近 90 个省级
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造了 222 个数字化
车间和 115个智能工厂。

——智能产品加速释放新质生产
力。今年夏天，深中通道正式通车试运
营。很多人也许不知道，一群来自沈阳
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工
业机器人，作为特殊的工程师，为这项
超级工程贡献智慧和力量。

为精准、高效地推进制造，新松公
司创新性地将 3D 视觉、机器人智能焊
接等先进技术融入机器人焊接工作站，
有效解决钢壳焊接过程中工件种类多、

作业流程频繁更换等难题，相关技术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产品智能化创新正成为辽宁向智
转型过程中的新增长点。本溪工具股
份有限公司打造 5G+智慧工厂项目，部
署智能运营、智能物流仓储等 5G 智能
应用，利润率与运营效率大幅提升。沈
阳机床聚焦高端数控机床，2023 年以来
突破 43 项核心技术，数控机床收入占机
床总收入的 88.6%。

——能源管理智能化为老工业基
地转型赋能。在辽宁能源集团铁法能
源公司小青煤矿调度室，随着操作人员
按下总控台启动按钮，井下 500 米深处
沉寂的工作面被缓缓启动的机器轰鸣
声打破，远端的采煤机稳步前行，割煤、
推溜、移架，滚滚“乌金”通过传输皮带
流水般涌向地面……

“ 实 现 智 能 化 后 ，工 作 面 作 业 人
员由 12 人减至 3 人，并改善了员工的
工 作 环 境 。”小 青 煤 矿 生 产 办 主 任 申
玉玺说。

近年来，辽宁不断提升能源管理智
能化水平，全面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
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在辽宁营口，华能
18 兆瓦超大风电机组顺利启动发电，每
年可输出 7400 万千瓦时清洁电能；在辽
宁大连，全省首个平价海上风电项目实
现全容量并网发电……

向新发力，培育“新苗”生力军

从 新 一 代 信 息 技 术 到 高 端 装 备
制 造 ，从 生 物 医 药 到 新 能 源 ，一 段 时
间以来，辽宁省大力培育多支柱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体系，为振兴发展注入
新动能。

发展壮大低空经济等特色产业，带
动地方经济“起飞”。在沈阳法库通用
航空产业基地，伴随着机器轰鸣声，一
架架飞机陆续起飞。

2012 年投入运营的这一航空产业
基地，是东北地区首个批复使用的通用
航空机场。以此为依托，法库县突出低
空旅游产业特色，推出飞行营地品牌，
开设越野飞机、水上电动飞机等体验项
目，推动水、陆、空旅游资源有机融合，
打造全国低空旅游示范区。

不久前，2024 东北亚（沈阳）人才交

流大会暨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发展大
会在沈阳召开，全国百余家独角兽企业
和潜在独角兽企业共商未来。

“我们研究制定沈阳市加快独角兽
企业培育行动计划，围绕科技赋能、金
融支撑、市场拓展、人才引育等独角兽
企业成长发展重点环节，推出 5 个方面
20 项举措，开展全生命周期服务。”沈
阳市科技局副局长王勃说，沈阳市已
先后培育独角兽和潜在、种子独角兽
企业 9 家。

走进沈阳微控飞轮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的生产车间，密闭的真空容器内，
由航天级合金钢材制成的转子以每分
钟最高 4.1 万转的超音速飞驰旋转，实
现动能与电能的高效转换……今年以
来，这家辽宁省首家制造业独角兽企业
的业绩大幅增长。

“新苗”的快速成长带动科技创新
成果不断涌现。寒风中，盘锦三力中科
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吨新材料生
产项目主体建设已全部完成。几年前，
在辽宁盘锦精细化工中试基地，公司成
功完成用乙烯三步法制取出甲基丙烯
酸甲酯。“经过中试，这项科技成果实现
了产业化。”公司董事长于春健说。

近年来辽宁众多“新苗”在新赛道
上加速奔跑，不断释放带动效应。一组
数据尤为直观：2023 年，全省新增“雏
鹰”“瞪羚”企业 1029 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41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同
比增长 55.6%。

这些“新苗”生力军为辽宁省的经
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1 至 10 月份，辽
宁 省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3.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0%。

经 过 蓄 势 与 沉 淀 ，辽 宁 正 向 着 高
端、智能、绿色的产业发展方向迈进，在
构建具有东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
体系中推动高质量发展，书写“新新”向
荣的未来篇章。

新华社记者 孙仁斌 邹明仲 白涌泉

绿色发展绘底色 逐智向新谋振兴
—来自老工业基地辽宁的高质量发展报告

11月 25日，在昆明金才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基地，工作人员在查看大花蕙兰生长情况。
近日，我国花卉主产区云南迎来年宵花备货生产的旺季。在昆明市晋宁区、呈贡区的多个花卉企业和种植基地里，工人们忙着采摘、整理、打包、运输鲜切花，到处

一派繁忙景象。据了解，这些年宵花除销往国内多地外，还将出口至越南、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在被誉为“亚洲花都”的昆明斗南花卉市场，年宵花已开始上架
销售。冬日里的“美丽经济”展现出良好势头。 新华社记者 彭奕凯摄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犹如中华民族
的璀璨明珠，吸引着众多游客走进历史
的长河，感受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近
年来，民族文化“活”起来，带动了全国
各地的旅游“火”起来。

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以下简称“运动会”）民族大联
欢活动 11 月 26 日在三亚举行，在这个
闪亮舞台上，各族同胞展示了多姿多彩
的民族文化，为三亚冬季旅游添彩。

走进天涯海角游览区，黎族演员们
唱起黎歌，跳起竹竿舞迎接八方来客。
来自新疆、香港和澳门等地的运动员们
手拉着手“跳竹竿”，竹竿一开一合，中华
民族齐心齐步，奏响了民族团结的乐章。

三 亚 位 于 海 南 岛 的 最 南 端 ，是 汉
族、黎族、苗族、回族等多个民族的聚居

地 ，这 片 土 地 历 史 悠 久 ，文 化 源 远 流
长。本届运动会上，不少运动员在比赛
之余体验了当地民族文化。浙江代表
团运动员吴嵩山表示，在黎村苗寨中，穿
着传统服饰的村民热情好客，游客们可
以亲身参与编织黎锦、学习民族舞蹈的
活动，品味少数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

如果民族文化是诗，那么旅游就是
远方，文化“出彩”和旅游“出圈”双向奔
赴，民族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为
文旅活动增添了独特的魅力，赋能各地
旅游业的发展。

2024 年年初，在哈尔滨中央大街，
一个身穿鄂伦春族服饰、手牵驯鹿的人

“溜达”的短视频，在海内外各大社交平
台“火爆出圈”。从原始狩猎转型旅游，
从离群索居到文化交流，在融入现代社

会的过程中，鄂伦春族人传承创新着自
己民族的文化，让古老的文化焕发出新
活力。

本届运动会的秋千项目，已经从小
众运动走向“网红”项目。在吉林省延
边朝鲜族自治州的中国朝鲜族民俗园
传统体育运动区，每逢节假日，身着朝
鲜族服饰的表演人员都会进行荡秋千
表演。暑假期间，这里成为游客们来东
北旅游的“网红打卡地”，随处可见身穿
朝鲜族服饰拍照的游客。

“村超”持续火爆的背后，依靠的也
是民族文化的吸引力。在贵州省黔东
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村超”比赛
现场，村民们在开赛前和中场休息期间
以绿茵场为中心，轮番上场表演侗族琵
琶歌、侗族多耶舞、苗族芦笙舞等民族

文化节目，展示当地多姿多彩的民族文
化，这成为“村超”现场的一大特色。

天山、草原、骏马……在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昭苏县，本届运动会马上项目
在这里举行，当地的哈萨克族人从小练
习骑马、学习马术文化。昭苏每年还会
开展“天马节”，进行民间赛马、姑娘追、
刁羊、马术表演等比赛和民俗表演，为
游客呈现一场马文化嘉年华。如今，

“天马节”已成为当地发展全域旅游的
名片。

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依赖于
文旅活动的开展，通过吸引游客的关
注和参与，推动各民族文化在传承中
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为民族文化的传
承注入新活力。

新华社记者 刘博 夏天

小雪节气过后，在黄昏时分的江
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善人桥村藏
书羊肉美食街上，羊肉馆里人头攒动。

始创于 1898 年的中华老字号老庆
泰羊肉馆内，上海食客陈建新品着热
气腾腾的羊汤，赞不绝口：“老味道，汤
口 鲜 美 ，羊 肉 酥 嫩 ，一 口 热 汤 直 抵 胃
肠，全身都暖和了。”

在另一家传承30多年的老店三星羊
肉馆，至今依然采用木桶烹制现杀山羊。
常来光顾的本地食客李思明说：“店里的
白烧羊肉没有腥膻味，吃过后唇齿留香。”

藏 书 羊 肉 是 苏 南 地 区 的 传 统 美
食，发源于苏州一个叫“藏书”的地方

（现吴中区木渎镇藏书片区），从最初的
一碗农家羊汤发展出数十种烹饪方法、
近 200 道菜。羊肉烹制技艺（藏书羊肉
制作技艺）2016 年被列入江苏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藏书羊肉制作技艺师
入选2023年江苏省省级劳务品牌。

数百年来，藏书羊肉为何能始终
“俘获”人们的味蕾？

在老庆泰羊肉馆第五代传承人傅
晓明看来，是一代代从业人员的辛勤
付出、创新传承，让藏书羊肉制作技艺
推陈出新、品牌效应经久不衰。

“在羊肉店工作非常辛苦，师傅们
凌晨 4点多就开始将现杀的新鲜羊肉分
割、浸泡，6点熬汤，7点拌馅，8点红烧，9
点备菜，11 点迎客……”记者见到和顺
羊肉馆负责人府朝红时，她正忙着切割
羊腿肉。羊腿肉被放上案板时，师傅们
已在后厨忙碌了 5个多钟头。

藏书羊肉不仅是一项产业，更是一
种文化、一缕乡愁。傅晓明的女儿、“90
后”傅俐吉几年前辞去工作，回到父亲身
边继承藏书羊肉制作技艺。经市场调
研、分析后，傅俐吉2020年创立苏州老庆
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藏书羊肉系
列熟肉制品及卤菜，产品畅销长三角地
区，近3年来年均营收超过1500万元。

眼下，藏书羊肉制作已成为当地支
柱产业。苏州市吴中区藏书羊肉产业协
会会长、善人桥村党委副书记邹建明介
绍，全村1116户家庭中，约三成村民从事
与羊肉相关工作，覆盖养殖、加工、销售
等完整产业链。“每年用于制作藏书羊肉
的山羊数量超过60万头，带动了河北、安
徽、山东等地农户的养羊积极性。”

一道美食，赋能乡村振兴。苏州
市 吴 中 区 藏 书 羊 肉 产 业 协 会 数 据 显
示，当前，在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分
布着约 1700 家藏书羊肉店。其中，苏
州 地 区 约 600 家 ，这 些 门 店 带 动 约
15000 人就业，年营业额超过 20亿元。

为 保 护 和 推 广 藏 书 羊 肉 特 色 产
业，早在 2005 年，善人桥村便兴建了山
羊交易市场，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大
中型屠宰自动化生产流水线，破解标
准食材供应难题。

邹建明表示，未来，本地龙头企业将
深度合作，建设藏书羊肉产业园，打造集
品牌宣传、中央厨房、冷链物流、科普教
育、餐饮购物、互动体验、电商销售于一
体的农文商旅综合体，助力产业增效和
品牌升级。 新华社记者 刘巍巍

苏州吴中：

一碗羊汤里的乡村致富经

民族文化“活”了 各地旅游“火”了

彩林斑斓、芙蓉花开，兴隆湖畔拥
红叠翠。从空中俯瞰，占地 1578 平方
公里的天府新区由成都、眉山两大片
区组成，形似一匹骏马，从成都平原东
南腹地昂首腾跃向前飞驰。150 余个
大小公园如明珠般璀璨跃动，540 公里
的绿道似绸带嵌入繁华都市，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天府新区着力打造公园
城市“样板”。

公园城市，不止于公园。10 年间
地区生产总值跨越 3 个千亿级台阶，以
四川省 0.3%的面积创造全省 7.7%的经
济总量，35 个国家级平台齐聚，陆上丝
绸之路畅行东盟、中亚……作为我国第
11个国家级新区，自 2014年获批设立以
来，天府新区逐步汇聚起高质量发展的
强大合力，努力打造新的增长极。

创新策源：攻“尖”攀“新”动
能澎湃

从龙泉山蜿蜒而来的鹿溪河，壅
水形成水域面积达 4500 亩的兴隆湖，
水天一色、碧波潋滟。如今，兴隆湖畔
周边 100 平方公里，已是成都含“科”量
最高的区域。

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院长王嘉图
是第一批“拓荒牛”。与新区 10 年共成
长，如今的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已经
拉起一支 5000 余人的人才队伍，建成
占地 3700 亩的一流科技园区。

“这里不仅拥有公园城市的环境，
还和众多科研机构比邻而居，现在我
们只有一个念头：全力以赴干工作，一
心一意搞科研。”王嘉图说。

大院所蓬勃生长的背后，是天府新
区“从 0 到 1”发力核心技术攻关的缩
影。随着成渝（兴隆湖）综合性科学中
心、西部（成都）科学城等国家重大部署
的落地，战略科技力量在此加快集聚。

勇攀科技高峰，“硬核”科幻逐步照
进现实。高约三层楼、全身布满零件，
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甜甜圈”……位
于天府新区的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
流三号”近年来频频“出圈”。2023 年 8
月，“中国环流三号”首次实现 100 万安
培等离子体电流下的高约束模式运行，
标志着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可控核聚
变大科学装置，再次刷新中国磁约束聚
变装置运行纪录。

从“书架”到“货架”，从实验室进
入生产线，多维度的产学研合作持续
深化，也为科技成果转化按下加速键。

目前，天府新区校院地合作项目
已开展重大科技项目攻关 399 项、突破
关键核心技术 31 项、推出创新产品 63
件，孵化专精特新企业超 110家。

作为西北工业大学先进动力研究
院在地孵化的首家公司，飞秒创芯（成
都）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乙
芮说，得益于科研团队对飞秒技术的
前期积累，公司近期将落地中试产线，
拓展更多产品应用场景。

畅通科技成果转化之路，天府新区
已谋划布局中试熟化平台 20个，培育高
新技术企业 1200 余家。转化生态加快
构建，越来越多科技成果落地生金。

内畅外联：开放格局立体成势

昔有孔雀东南飞，今朝筑巢引凤来。
西邻兴隆湖，东靠龙泉山，高铁天

府站主体俯瞰如振翅欲飞的凤凰。天
府站以“筑巢引凤”为设计理念，2025
年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打通出川大
通道，为西部发展注入新活力。

新通道不断拓宽，西部货物加速
“出海”。走进位于天府新区成都片区
保税物流中心（B 型）的成都澳云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忙着拣货、
打包、发货……来自全球的物流包裹
有序进出仓。作为首批入驻的企业之
一，成都澳云在短短几年之内，累计跨
境贸易交易总额已超过 10亿元。

“高峰期订单量平均每天能达到 1
万单左右。”成都澳云物流总监王亚军
说，“公司发展这么快，与天府新区国
际新通道建设不断加快、开放纽带作
用不断增强密不可分。”

开放平台日益丰富，国际“朋友圈”
越来越大。兴隆湖畔东岸，天府国际技
术转移中心的展厅里，一张世界地图标
注出通向全球的技术转移通道。该中心
项目总监欧阳双说：“从没想过，2年时间
天府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就能链接5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资源，与全球200多家科研
机构、高校和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厚植开放坚实
土壤。天府新区已建成全国首个省级层
面主导建设的中央法务区，吸引近400家
涉法服务机构入驻。“推动成都国际商事
法庭落地，落户‘一带一路’商事调解中
心等特色法律服务项目 10余个，天府新
区着力打造西部法律服务高地。”天府中
央法务区工作处处长李玲说。

城园相融：公园城市为人民

近年来，天府新区持续以新发展
理念之“魂”，塑公园城市之“形”，坚持
人民至上、成果共享，不断增进公园城
市的民生福祉。

高规格举办四届公园城市论坛，
首设公园城市建设局、公园城市研究
院，制定公园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标系
统，发布公园城市指数框架体系，开展
公园城市标准化综合试点……公园城
市 从 试 点 探 索 ，逐 步 向 标 准 化 、体 系
化、系统化、规范化转变。

在这里，“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
火里的幸福成都”特质愈加鲜明。姜
莹是天府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的一名
规划师，见证了这里 10 余年的发展，她
不禁感慨：“公园城市，人人受益。”

扔飞盘、划皮划艇、露营……每到
周末、节假日，兴隆湖畔人头攒动、游
人如织。丰富多元的玩法让这里成为
热门打卡点。

聚焦构建高品质公共服务体系，10
余 年 新 开 办 学 校 100 余 个 ，新 增 学 位
10.6 万个；规划布局 118 个“15 分钟生
活圈”，一批家门口医院投用……高品
质宜居宜业，成为天府新区的代名词。

随着城市格局优化提升，基层共
建共治共享治理体系也在加快塑造。

麓湖公园社区地处天府新区核心
区，面积达 9.34 平方公里，规划人口 15
万，是一个园区、住区、景区“三区”融合
的开放社区。近年来，该社区通过搭建
志愿服务积分兑换平台，引导 100 多家
社区商家加入，支持志愿服务积分兑换
商品，撬动起居民、社区商家共同参与
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参与社区志愿活
动，不仅能认识朋友，还有‘小奖励’，快
乐又充实。”社区居民邓陵说。

“我们将在服务保障民生上下足
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让市
井烟火有味又有序，努力建设人民至
上、成果共享的公园城市先行区。”四
川天府新区相关负责人说。

新华社记者 董小红 李力可

努力打造新的增长极
——四川天府新区高质量发展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