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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丽平

未来五年是哈南新一轮振兴发展、加快建设的关键时
期。哈南将始终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理念，积极抢抓新一轮东北振兴和哈尔滨新区建设的历
史性机遇，紧紧围绕区委“打造龙江产业动车组，建设哈
尔滨新区产业支撑区”及“12345”奋斗目标，主动把握和引
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推进主导产业集聚，着力培育发
展新动能，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着力优化发展环境，着力
保障改善民生，着力加强自身建设，奋力开创哈南全面振
兴新局面。

“四新目标”精准定位发展方向

综合实力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5%，到
2020年比 2010年翻一番。到 2021年，主要经济指标增长速
度持续高于全省、全市平均水平，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年
均增长 7%，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7%，率先在
全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产业素质上新层次。充分发挥五大经济功能区作用，
优化提升三大主导产业，构筑起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力争到 2021年，高端装备制造、绿色食品、新一代信息技术
三大产业向千亿产业集群迈进，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显著上升，企业活力明显增强。

生态环境上新水平。依托哈南良好自然资源，形成多
层次、高度开放的复合绿化生态网络。城区绿化覆盖率达
到 48.3%以上。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全域完成集中供热改造，绿色循环低碳
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公共服务上新高度。就业环境持续优化，城镇登记失业

率控制在3%以内。优质教育资源进一步扩大，义务教育由基
本均衡发展向全面均衡发展迈进。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更加完
善，人人享有基本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智慧城区建设和信息化
应用水平显著提升，基本实现城乡社会治理现代化、智慧化。

五个“核心战略”确定可行成长路径

坚持创新发展，实施“科技引领、资本驱动”战略，加快
提升区域发展能级。充分发挥哈尔滨新区体制创新优势，
先行试点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全面推行企业投资项目管
理负面清单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着力引进先进技术、
管理、人才和资本，在更高层次上搭建产业发展平台。精准
对接《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加快
推动东北地区经济企稳向好若干举措的意见》，积极申报

“中国制造 2025”试点区，在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精益制造
和服务型制造等方面先行先试，在航空汽车产业城、军民融
合示范园区建设上破题，重塑东北装备制造综合竞争力。
大力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
区、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建设，培育创建哈大齐工业走廊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设立多元化产业引导基金，引进顶级
产业资本，重点下好金融创新先手棋。

坚持协调发展，实施“产城融合、城乡互动”战略，加快
推进城乡一体化。统筹做好哈南路网、公共交通、供排水、燃
气、光纤网络、环保、绿量、整体水系规划和城市服务功能规
划，不断优化提升城市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结合哈
南高端装备制造、绿色食品、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主导产业和
工业园区需求，大力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配套发展高端
商贸服务业，走以产兴城、以城带产、产城融合、城乡一体的
发展道路，逐步发展成为产业发展基础良好、城市服务功能
完善、城乡环境优美、居民生活更加殷实安康的新型城区。

坚持绿色发展，实施“资源节约、环境升级”战略，加快
建设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城区。把绿色、可循环作为产业园
区建设运营的前置标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低碳技术，加
快工业绿色转型步伐。优化哈南公共自行车布局，倡导绿
色出行。开展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和大气污染防治，加强清
洁能源推广应用。实施以“城乡环卫一体化”“供热运维管
理一体化”为核心的城市管理机制改革，提升城市管理精细
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依托“城市绿肺”，全面实施系统
景观工程，建设南拓公园，改造升级平房公园、翠柳公园，着
力提升全域绿化档次。

坚持开放发展，实施“扩大开放、互利共赢”战略，加快
构建全方位对外合作新格局。精准对接哈长城市群，加快融
入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推进城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区域规划对接、产业合作、园区共建，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为
产业转型升级和加快发展拓展新空间。抓好与深圳、广州等
先进地区有效对接，重点围绕产业经济发展开展全方位、深
层次交流与合作。以国际合作园区为牵动，积极拓展国际合
作，全面提升对俄、对欧美及东北亚区域合作水平，率先形成
与高标准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相衔接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
化的营商环境，打造哈尔滨新区对外合作的桥头堡。

坚持共享发展，实施“和谐共建、普惠民生”战略，加快
推进现代社会治理和民生改善。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
策，优化拓宽就业创业渠道，未来五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
全市最低。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基本医疗、养老救助
等服务体系。深入实施名校培育和引进工程，力争引进师
生人数突破 5万人。全面优化医疗机构总体布局和医疗资
源配置，形成 15分钟医疗服务圈。大力实施“文化提升工
程”，积极发展工业旅游，全面增强哈南文化旅游软实力。
强化安全发展理念，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启动平房区“两个大厅”“一窗一章”改革，实施两区
行政审批线上线下整合，构建集行政审批、政务服务、政务
公开、便民服务等为一体的新型公共服务平台。进一步落
实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新举措，推行“非禁即入”负面清单制
度，强化权力清单动态监管，努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谋划辟建拟上市公司加速中心、省域企业总部基地
和哈尔滨新区“双创”中心，搭建全要素、综合型、专业化产
业集聚和加速发展平台，围绕创新链和价值链高端开展定
向招商，推动政策、资本、人才、项目和配套资源加速向功能
区集中。加快推进延锋江森汽车座椅、延锋彼欧汽车外饰
等长安福特汽车上下游产业链配套项目，支持哈飞汽车、一
汽通用轻型车盘活资产，尽快恢复生产能力，形成新供给和
新动力。

■加速旅游与工业文化、历史文化、创意文化、农业观光
的融合升级，年内力争创建4A级景区1处、四星级酒店1家。

■推进成立全省首家科技成果技术产权交易所，搭建
集科技成果发布、对接、交易功能为一体的高新技术成果展
示交易平台。

■优化调整哈南公交专项规划，积极推进地铁 1号线
三期工程建设。以 PPP 模式融资 14 亿元实施哈南现代有
轨电车一期项目建设，构建以轨道交通和快速公交为骨干、
常规公交为支撑的多模式、一体化都市公交系统。多渠道
筹资2.96亿元，修建友协东头道街、卫健街、哈南第八大道
等15条道路。投资2.66亿元，推进京哈高速公路与哈南第
十六大道互通立交桥工程。投资1.74亿元实施热源、热网、
供排水及入区企业电力配套工程，投资2.38亿元实施双太
电子城维修改造、哈南工业新城环卫中心等工程，持续增强
哈南城市承载能力。

■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已启动连片棚户区改造
实现收尾，秀水名苑三期回迁房项目实现竣工入住。建设
国家级防灾减灾避难场所1处，创建市级减灾、防灾示范社
区 1个。以创新物业管理体制为重点，开展老旧住宅小区
综合整治，改善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居住环境。

□本报记者 韩丽平

2016 年，哈南预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50 亿元，与
2011年相比年均增长 10.4%；预计实现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 52.38亿元，是 2011年的 1.29倍；预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 380亿元，与 2011年相比年均增长 4.1%……五年间，
哈南累计引进项目 825个、辟建 17个国家级产业基地、“五
纵五横”外通内连的路网骨架基本形成……九层之台，起于
垒土。五年来，哈南牢牢把握“打造龙江产业动车组、建设
哈南城市副中心”目标，抓发展、惠民生，知名度、美誉度不
断攀升，已成为哈尔滨市乃至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对外开
放的窗口、投资服务的高地。

经济总量实现新跨越

据了解，在过去的五年，哈南已经跨上了一个新的、更
高的发展能级。企业总数突破万家，28家世界 500强企业
入区发展，占到全市的 82%；地区生产总值实现千亿元跨
越；引进外资公司 55家，累计利用外资 43.92亿美元；上市
公司 38家，占到全省的 56%。哈经开区跻身国家级开发区
优秀序列，平房区多项工作走在全市前列，连续 5年在市委
市政府目标考核工作中评为优秀档次。五年来，哈南牢牢
把握“稳增长”目标，扩总量、稳增量，发展速度稳中有进。
2016年，预计哈南多项经济指标高于全市水平。预计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 1050亿元，与 2011年相比年均增长 10.4%；预
计实现内资到位额 245.6亿元，实现外资到位额 11亿美元，
继续在全市区县中领跑；预计实现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52.38亿元，是 2011年的 1.29倍；预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80
亿元，与 2011年相比年均增长 4.1%；预计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同比增长 10%，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 10%。云计
算、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化程度逐年提高。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五年来，哈南牢牢把握“调结构”目标，增数量、提质量，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先后辟建了 17个国家级产业基地。围
绕高端装备制造、绿色食品、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文化创
意和现代服务业等五大产业定向招商，促进了产业链的拓
展延伸，3+2+X产业体系更加完善，三次产业比重调整为
0.1:48:51.9。全市产业项目促进现场会连续三年在哈南举
办。五年累计引进项目 825个，形成了以哈飞、东安、东轻等
国有大型企业，长安福特、凯斯纽荷兰等跨国企业，哈工大机
器人集团等高新技术企业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以益海嘉里、百威英博、可口可乐等为代表的绿色食品产业
集群；以中移动数据中心、中联通数据中心、曙光超算、浪潮
集团、国裕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产业集群。

创新举措构建发展好环境

五年来，哈南牢牢把握“促改革”目标，建机制、强服务，
改革创新不断深化。努力优化发展环境，在“一表制”、“一
图制”基础上，试行企业“一窗制”办理流程，投资服务中心

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荣誉称号。哈南率先在全省建立
区街社区“三级”民生政务审批服务平台，62项民生审批事
项下沉社区，在全国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经验
交流会上作了经验介绍。积极推进“五证合一”、“一照一
码”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成立了企业诉求受理服务中心，法
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市场准入环境更加宽松。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有序进行。哈南被确定为全
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整区推进试点区。在全
市率先启动行政区和开发区实行统一管理改革工作，拉开
了哈尔滨新区系列改革的序幕。

民生优先提升百姓幸福感

五年来，哈南牢牢把握民生优先原则，强保障、重改善，
民生事业快速发展。率先在全市开通就业微平台，城镇登
记失业率连续 10年保持全市最低。实施 14个保障性安居
工程，新建住房 18333 套。全面完成征仪路打通、哈五路拓
宽工程，地铁 1号线延伸工程顺利推进，“五纵五横”路网骨
架基本形成。城市绿化率达到 48.2%，远超全市平均水平。
夏青文化艺术馆、哈尔滨啤酒博物馆、“七三一”陈列馆新
馆、哈南市民健身广场等文化场馆建成开放。黑龙江民族
职业学院、黑龙江东方学院、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建成
使用，在校学生和教职工突破 5万人，区域人口结构得到优
化。办学条件不断改善，教学质量稳步提高，在全省率先被

评为国家县域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黑龙江中医药大
学附属医院落户核心区，区人民医院实现改造升级，社区医
药医疗条件得到改善，区域性医疗体系已经形成。

法治社会建设稳扎稳打

五年来，哈南还牢牢把握依法治区总体要求，保稳定、促
和谐，法治建设深入推进。积极推进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建
设，全面梳理规范了 2016项行政权力。严格执行民主集中
制，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决策体系更加完善。积极支持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依法履职，创新开展“两代表一委员”工作
室建设。实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执
法行为更加规范。

五年来，哈南牢固树立主业意识，打基础、抓关键，管党
治党全面从严。深入学习党章党规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积极推动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平房
区作为“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先进典型向省委中心组“三严
三实”研讨会做了汇报交流。落实“两个责任”，保持反腐败
高压态势，查办案件的数量明显增加。创新“四化三新”党建
工作模式，加强党建带群建和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整顿软弱
涣散基层党组织，努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党员干部队伍，
群众满意度得到进一步提高。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推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平房区被授予全国创
建文明城市“突出贡献奖”。

未来五年，哈南将抢抓机遇奋力开创全面振兴新局面

建设哈尔滨新区产业支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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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回迁小区。 石柱山摄

建设中的哈南会展中心。 葛刚摄

东轻生产线。 闫克滨摄

⬆崛起中的哈南。 范大维摄

凯斯纽荷兰生产车间。 宋俊龙摄

过去五年，哈南在打造龙江产业动车组的征程中迈出坚实步伐

跨上千亿元产值新能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