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连将开展对口帮扶中心镇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 

为集中力量和资源，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

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大连将开展对口帮扶中心镇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以

“互联网+”为载体，开启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新模式。开启“新型城镇化”

与“互联网+”双引擎，依托移动网络实现主城区和中心镇之间的信息共享和

资源融合，构建主城区与中心镇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为中心

镇的特色产业发展提供销售和外拓平台。 

2015年 12月 3 日，大连市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大连市开展对口帮扶中心

镇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综合考虑帮扶方财力状况以及双方合作基

础等因素，确定对口帮扶结对关系为：中山区对口普兰店市、西岗区对口瓦房

店市、沙河口区对口庄河市、甘井子区对口长海县的中心镇。按照实施方案要

求，到 2020年，通过中心镇自身努力和帮扶方大力帮扶，实现中心镇居民的

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显著提高；努力

把中心镇建设成为城镇功能完善、产业优势突出、带动作用明显、生态环境优

美的小城市或区域中心强镇，使之成为县域经济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力支

撑。 

各有关区政府每年在财政预算内要安排一定数额的帮扶资金，用于扶持中

心镇建设。2016年安排对每个中心镇的帮扶资金原则上不低于 100万元，以

此为基数，以后年度可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加大支持力度。帮扶资金主要

用于重点民生工程、人才培养交流、产业发展以及社会事业领域等，具体内容

和实施方式经双方充分协商后确定。市本级财政对帮扶地区的专项资金投入，

在不改变分配渠道、不改变使用方向的前提下，可结合对口帮扶规划与帮扶资

金统筹使用。与此同时，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 积

极推动帮扶方与受帮扶中心镇开展两地间的招商引资活动，促成企业联合开发

区域内的优势资源，共同寻求产业的开发与合作。鼓励帮扶方与受帮扶中心镇

开展人 才双向培养交流，加大对中心镇的教育、医疗、科技人才培养力度，

支持各类人才队伍建设，重点培养急需紧缺专业人才。 

大连市还将探索 “互联网+新型城镇化”双引擎模式。通过移动网络实现



主城区的优势服务产业与中心镇的远程对接和信息共享，促成企业联合开发中

心镇的优势资源，为特色产业发展提供销售和外拓平台。探索“互联网+农渔

业”的经营体制，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构建区域性商贸产业链条。 

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课题组点评：大连市通过中心镇自身努力和帮扶方大

力帮扶，实现中心镇居民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

均等化程度显著提高；努力把中心镇建设成为城镇功能完善、产业优势突出、

带动作用明显、生态环境优美的小城市或区域中心强镇，使之成为县域经济和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力支撑。同时大连市依托“互联网+社会治理”理念，

打造城镇生活服务平台，将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健康医疗、教育文化、餐饮

娱乐等功能与互联网结合，让互联网成为提升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科学化、现

代化水平的有效载体，在改善当地居民生活品质的同时，提供可观的就业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