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相街道

沈阳市浑南区李相街道位于浑南区南部,区域总面积

132 平方公里，街道辖区东至祝家街道柏叶社区，南至苏家

屯区姚千户街道陡子峪村，西至浑南新城的沈本大街，北至

三环绕城高速公路。域内有长青高速公路出入口、地铁十号

线南端终点站（张沙布站），304 国道、沈本高速路穿越境内。

主要地貌南部为丘陵，北部为平原，域内主要河流白塔堡河、

张官河过境。李相街道有 19 亿年前陨落的古陨石、满族民

俗村、王士兰村乡村游等旅游资源。常住人口 5.94 万人。

下辖 7 个城市社区（丽水新城社区、香湾社区、营林社区、

双林社区、金水湾社区、御林社区、李相街社区），29 个村

（前桑林子、后桑林子、营城子、孙家寨、保和、元科、张

沙布、王宝石寨、王起寨、施家寨、南井、化石台、李相、

德胜屯、高八寨、三家寨、闫家沟、老塘峪、石官屯、前李

相、王士兰、瓦子峪、永安、收兵台、高力、南岭、上泉、

下泉、段家），1 个集体经济组织（南大甸子）。

历史沿革

原沈阳市浑南区李相镇政府于 2007 年 12 月经省政府批

准，改建为沈阳市浑南区李相街道办事处。

2012 年，浑南区实行功能区管理体制，李相街道并入沈

阳浑南生态观光区管委会；

2013 年 10 月，沈阳浑南生态观光区管委会解体，李相

街道并入沈阳浑南现代农业示范区管委会；



2015 年，浑南区成立沈阳空港经济区管委会，同年 4 月，

李相街道并入沈阳空港经济区管委会；

2017 年 7 月，沈阳空港经济区管委会改建为辽宁自由贸

易试验区沈阳片区管委会，李相街道并入沈阳国家大学科技

城管委会，由其代管。

2018 年 1 月，浑南区恢复街道管理体制，成立李相街道

办事处。

2019 年 11 月，浑南区实行机构改革，李相街道办事处

与营城子街道办事处合并，新街道名称为沈阳市浑南区李相

街道办事处。

经济

综述

2023 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 11.3 亿元；限额以上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0.7 亿元；规上工业产值 9.87 亿元；限上服

务业完成 1.3 亿元，李相街道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态势。

农业

2023 年末，李相街道办事处辖区内发展设施农业 638.38

亩，其中冷棚种植面积 235.94 亩，温室种植面积 402.44 亩，

李相街道位于平原地带主要以种植玉米为主。

工业

2023 年，李相街道有规上工业企业 14 家。

商业

2023 年，李相街道有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 5 家，规上



服务业企业 5 家。

社会事业

教育事业

为深入践行"两邻"理念，全面推进幸福教育进社区（村）

工作深入开展，围绕"安全、健康、乐学、成长"的幸福教育

内涵，以社区（村）幸福教育课堂为载体，进一步整合学校、

社区、家庭以及其他社会资源，打造由社区主导、教育推动、

部门聚力、社会参与的幸福教育共同体，实现未成年人离校

回到社区后有人看管，兴趣爱好有人培养、社会实践有人组

织，有益补充课后服务，促进未成年人身体健康、心理健康、

心灵健康。

文体事业

李相街道有街道文化站 1 个，社区（村）文化中心 36

个；社区图书室 7 个。现有体育场地 37 处，健身器材约 800

个。

医疗卫生

李相街道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34 个，其中卫生院 1

个，卫生室 33 个；病床 53 张，每千人拥有医疗床位 0.84

张。专业卫生人员 63 人，平均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1

人。

社会保障

李相街道有城乡低保 283 户 430 人，低保边缘户 3 户 5



人，特困供养人员 38 户 39 人，高龄补贴 107 人。全年新增

就业困难人员补贴申请 25 人。新增办理失地农民养老保障

人数 195 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9923 人。

交通

李相街道交通便利，域内有绕城高速长青南街出入口、

四环快速路。4 条县级公路途径本街道：沈李线、营祝线、

苏赵线、万实路。且有张沙布站地铁口位于我街道张沙布村。

公交线路有 4 条，388 路：李相-奥体中心-南塔；146 路：

绿色家园-奥体中心；389 路：陈相-南塔；128 路：香格蔚

蓝-世纪大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