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A 2013年12月10日 星期二 首席编辑／李喆 校对／庆栋 组版／潘潇

延伸阅读

问彼篇

□记者 赵志伟 潘郁

位于沈阳市西南的铁西区，集中了沈阳
六成以上的工业资产和七成以上的国有大中
型企业，是国内最大最密集的城市工业集聚
区，被称为“东方鲁尔”。

20世纪90年代末期，铁西区90%的国
有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30万名产业
工人中有13万人下岗。从2002年至今，铁
西区干部群众凝心聚力，不懈奋斗，取得了老
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振兴发展的巨大成就，
创造了“铁西神话”。

新铁西·新跨越

从老铁西区乘车向西南方向行驶30分
钟，就到了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在开发区主干道——开发大道两侧，成
片的崭新现代化厂房雄伟壮观，北方重工集
团有限公司、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一个个“大
国重器”就“安家”在这里。

12月4日，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副主任李景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的沈
阳铁西区，由老铁西区、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国家级开发区）和细河经济区组成，人口
114万，总面积488平方公里，是老铁西区面
积的10倍还多。

李景祥介绍，目前，全区已聚集规模以上
装备制造企业297家，世界500强投资企业
达到52家，营业收入超百亿元的企业达到6
家，44个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居国内同行业首
位，51个产品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在转型升级中构筑现代产业体系

2002年6月18日，沈阳市委、市政府做
出重大决定：铁西区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合署办公，并赋予其市级经济管理权限，构建
一体化管理框架。

通过存量盘活、增量带动，铁西对各类生
产要素进行重新规划整合配置，大企业实现
强强联合，中小企业向优势行业企业靠拢，形
成了沈阳机床、沈鼓、北方重工等一批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

在调整改造过程中，铁西按照新型工业
化的要求和高端化、集群化、生态化方向，依
托原有基础，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尤其是先
进装备制造业，推动全区产业产品和技术装
备竞争力提升到新水平。

在优质服务中打造投资兴业热土

铁西区不仅以“华丽转身”打动了世人，
更依靠优美环境、优惠政策、优质服务深深吸
引着海内外投资者。

该区设立扶持资金，大力支持和鼓励“引
进来”“走出去”。到2011年，该区累计为企
业提供工业发展支持资金10亿元、贷款贴息
3500万元、研发支持资金3.1亿元，345家国
内外优势企业先后进驻，其中世界500强企
业28家。

眼下，“环境也是生产力”的观念已经深
入铁西区全体干部的骨髓。他们的目标是：
全力打造服务环境第一区，努力做到审批办
事最快、服务风气最正、服务质量最好。

“东方鲁尔”的嬗变（上）

鲁尔工业区位于德国西部、莱茵河下游
支流鲁尔河与利珀河之间，是德国乃至世界
重要的工业区。 （据新华网）

鲁尔工业区

□洛平

（一）无工不强。工业强，则
洛阳强。

工业是洛阳的金招牌。从
“一五”时期的七大厂矿，到“二
五”时期的洛玻、洛耐和洛棉，一
大批国企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
创造着新中国工业的辉煌。

工业是洛阳的命根子。工
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达
53.6%，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更是高达74%。没有洛阳工业
经济几十年来的持续发展，哪有
今天中原经济区副中心城市的
地位！

（二）和着时代的节拍，伴着
改革的大潮，洛阳工业一直砥砺
奋进、铿锵前行。

“工业强市”“项目引资双带
动”“经济转型及项目建设攻坚
战”“老工业基地振兴转型”……
这些年来，一系列耳熟能详的大
战略不断实施，让洛阳工业“强
了筋骨、壮了体魄”。

强力推进国企改革，积极引
进战略投资者，推动实施“新园
区、新基地、新企业”三新工程、

“十大园区、四大搬迁工程”、“龙
头 企 业 及 小 巨 人 企 业 培 育 工
程”……则让洛阳工业“抽出了
新枝，萌发了新芽”。

（三）然而，在洛阳工业经济
不断成长的同时，一些深层次问
题也逐渐暴露和显现出来。

——洛阳的传统工业多数
居于产业链的前端和价值链的
低端，不少产品“粗、低、重、耗”，
转型升级任重道远；

——洛阳的新兴工业“小荷
才露尖尖角”，虽然前景无限广
阔，却依然稚嫩，远未长成参天
大树；

——洛阳诸多产业集聚区
的建设，拉大了洛阳工业发展空
间，但是产业集聚的质量和水平
亟待提升……

（四）与沿海发达地区比，洛
阳已少了骄傲的底气；与周边兄
弟城市比，洛阳更多了迫在眉睫
的压力，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爆
发后，世界经济步入调整期，在
外部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
剩的交互影响下，在产业结构失
衡、竞争优势式微的重叠作用

下，洛阳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
大。那么，面对复杂多变的发展
形势，作为洛阳经济的基石，洛
阳工业经济——

如何加快走出一条科技含
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
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
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如何加快实现产业层次由
低向高转变、产业链条由短到长
转变、产业形态由散到聚转变，
构建起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

如何加快工业化与信息化
深度融合，把“洛阳制造”升级为

“洛阳制造+洛阳创造”？
…………
（五）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

目前仍然是洛阳工业经济的主
体。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有的企
业已经“化蛹成蝶”、“脱胎换
骨”，但有的企业仍然举步维艰、
坐困愁城。那么，洛阳的国有大
中型工业企业——

如何让自己的体制更活、机
制更灵、效率更高、转型更稳？

如何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
增强自身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
竞争力？

如何放大自身优势，完善产
品结构，延伸产业链条，实现整
合发展？

…………
（六）洛阳民营经济已占洛

阳经济“半壁江山”，但洛阳的民
营工业经济“只是一棵小小草”，
盘子不大、骨干企业较少，结构
不优、产业层次偏低。那么，洛
阳的民营工业企业——

如何紧紧抓住国家扶持民
营经济发展、产业转移、扩大内
需、新型城镇化建设等重大机
遇，在推动全市经济发展中有更
大担当和作为？

如何建立符合现代化生产
的企业组织、治理结构、内控制
度，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如何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加
快产品升级换代，实现企业可持
续发展？

…………
（七）目前，洛阳规划建设的

17 个产业集聚区虽然在地域上
形成了企业群体，但产业集中度
和聚集度仍未真正形成。那么，
作为洛阳工业经济重要支撑的

产业集聚区——
如 何 围 绕 延 链 、补 链 、强

链，提高入区项目关联度，努力
壮大主导产业，增强集聚区竞
争优势？

如何进一步完善功能，强化
产业配套能力建设，推进产业集
约节约发展？

如何进一步破解资金、土
地、人才等要素制约，推动产业
集聚区尽快发展壮大？

…………
（八）开放招商，既是洛阳经

济破解发展难题、实现转型发展
的根本途径，也是洛阳工业经
济进一步做大总量、提升质量
的关键举措。那么，作为稳增
长、调结构“牛鼻子”的开放招商
工作——

如何做到行动上早人一步、
措施上高人一筹、效率上快人一
拍，提高招商项目的落地率？

如何结合自身发展优势和
潜力，兼顾眼前和长远，科学谋
划招商的重点产业、重点领域、
重点项目，实现可持续发展？

如何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
措施，创造更优的投资环境？

…………
（九）服务企业，是各级职

能部门最基础的工作之一。职
能部门服务质量的优与劣，直
接影响着洛阳工业经济发展速
度的快与慢。那么，各级职能
部门——

如何加快构建服务企业高
效、长效机制，营造推动洛阳
工 业 经 济 健 康 快 速 发 展 的 良
好环境？

如何切实做到想企业之所
想、急企业之所急，真心实意帮
助企业破解发展中遇到的各种
难题？

如何努力做到差别化个性
化服务、超前超值服务、创新创
优服务？

…………
（十）洛阳工业，有坚实的产

业基础，有雄厚的研发力量，有
高素质的产业职工队伍……没
有理由不发展得又好又快。

一个个问号，让负重前行的
洛阳工业更加清醒；一个个问
号，亟待正在转型的洛阳工业响
亮回答。

洛阳工业经济之问

曾作为新中国工业辉煌代表的洛阳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仍须在发展变革之路上快马加鞭 记者 潘郁 摄

问己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