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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欢迎“洛阳礼”征集巡礼季活动自开展
以来，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消费者希望能更深入
推广这些代表洛阳形象的洛阳礼物。目前，经
过审核的最受欢迎“洛阳礼”有：我国牡丹深加
工产业的开拓者和创始人詹建国的“武皇牡丹”
洛阳牡丹红茶、牡丹花茶、牡丹按摩枕、牡丹化
妆品等；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中国十大杰出陶瓷
人物郭爱和的三彩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唐三彩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高水旺的唐
三彩；牡丹十二品金镶玉首创者徐磊的牡丹十
二品；盛唐牡丹瓷创始人宋胜利的盛唐牡丹瓷；
牡丹元素礼品缔造者张培玲的牡丹集邮册、牡
丹丝巾、牡丹瓷、牡丹名人字画、牡丹青花瓷等；
洛阳慈航牡丹玉石独创者李记强的慈航牡丹玉
石；中国首家私人碑拓博物馆创始人刘建军的

碑志拓片；“矿工诗人”卢伟宗的《人民领袖之
歌》等。

通过“洛阳礼”活动平台，让中外游客了解
洛阳文化的深厚底蕴，同时也让我市的旅游商
品产业转型升级，给中外游客提供最好的旅游
商品服务。通过这些创新发展的“洛阳礼”，让
人们切实体会到洛阳创建国际文化旅游名城的
热忱和激情。

参与“洛阳礼”巡礼活动，让您的企业和旅
游商品走出洛阳，走向世界，让世界惊叹洛阳的
创新，洛阳的发展。三彩艺、洛阳牡丹红茶、唐
三彩、青铜器、牡丹瓷、牡丹画、牡丹化妆品……
最给力的“洛阳礼”，最深厚的洛阳情！

“ 洛 阳 礼 ”活 动 参 与 热 线 ：65233721、
13838868975、13598175653。

给力“洛阳礼”深厚洛阳情

（上接01版）目前已形成了生物医药、半导体照明产
品检测、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等10个公共技术平台，集
聚高技术企业 130 家，市级以上企业研发中心 143
家，申请专利和授予专利保持在潍坊市首位。

（三）以上级重视、政策支持为促进，加快高新区
发展步伐。潍坊市政府始终把高新区的核心任务
作为考核标准，制定单独考核体系；“十一五”期间，
潍坊市政府每年设立 2 亿元创新基金，支持高新区
企业发展，带动企业增加投资100亿元以上；通过财
政资金引导、金融机构跟进、市场化运作，筹集80亿
元高端产业发展基金，重点支持高新区新兴产业、
骨干企业和创新产品；每年全市科技经费切块
40%，用于支持高新区企业研发创新；在土地出让金
分成上，潍坊高新区自收全留，全部用于支持企业
建设和发展。

（四）将招才引智、招研引所与招商引资有机结
合。积极搭建平台，出台政策，完善配套设施，吸引
新兴产业中有影响的学术带头人来区创业。目前，
潍坊高新区已建成了一批博士后工作站、院士工作
站等平台，人才已成为其发展的最大资源、最好品牌、
最强支撑。

二、对洛阳高新区的启示
潍坊高新区的经验做法，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

了洛阳高新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今后工作也有一
些启示：

一是要在龙头企业的培育上加大力度。潍坊高
新区在打造引领作用强的龙头企业方面卓有成效，仅
潍柴动力、福田汽车、歌尔声学3家骨干企业对区财
政的贡献度就超过五成。

我区虽有双瑞科技、中航锂电、洛阳钼业等骨干
企业，但距离真正辐射一个产业链、带动一片中小企
业的发展，真正成为做大全市经济规模、增加财政收
入的主力军，还有很大差距。

二是应加大对孵化器及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
的投入力度。潍坊高新区积极完善公共平台建设，先
后建设了生物医药、软件与信息服务、光电测试、物联
网技术、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等10个公共技术平台，为
人才创业提供研发创新支撑。我们近年来也围绕高
新区主导产业，开展搭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特
色园区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设想距离现实
还有一定的差距，仍需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孵
化器和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建设。

三是要在人才引进上缩小差距。潍坊高新区大
力实施高层次人才引进扶持计划，打造“人才特区”，
引进了大量高层次创新人才。近两年，我区虽然陆续
开展了同国内著名大学的合作，制定了一系列人才引
进的政策，目前拥有博士后工作站6个，院士工作站3

个，但“千人计划”人才仅有1人，在高端技术研发人
才上仍很短缺。

四是发展空间不足的难题亟待破解。洛阳高新
区地理位置东西狭长，南北发展受限，西邻西苑遗
址保护区，规划的建设空间基本用尽，下一步可供
项目利用的土地空间有限，亟须另辟新区，拓展发
展空间，以便为下一步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与保
障。

三、下一步工作重点
下一步，高新区将积极采取措施，解决目前发展

空间受限、第三产业滞后的问题，加快经济转型升
级。

（一）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重新
调整主导产业的重视顺序，把信息与文化设计产业作
为下一步发展的重点，下大力气培育新兴产业，同时
组建专门机构，抽调专职人员，并配套 1000 万元的
培育基金，专题研究并实施新兴产业的发展。

（二）加大对孵化器的建设力度。每年投入5000
万元鼓励各级孵化器的建设。力争在2015年年底，
建成孵化器 5 个，完成孵化面积 50 万平方米，入驻
孵化企业 500 家以上。同时谋划在经济较发达地
区、高校密集区域建设异地孵化器，服务全市的新
兴产业发展。

（三）加大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投入力度。充分
利用洛阳科研院所的优势，根据产业基础和共同需
求，每年投入5000万元支持各类技术服务平台的建
设，至2015年建成主导产业技术服务平台4个。同
时，和国内相关技术服务平台建立合作关系，加快平台
的建设速度。

（四）加强高层次人才引进的政策支持。高层次
人才缺乏已经成为除资金外另一制约高新区发展
的重要因素。认真研究并出台一系列人才引进的
支持政策，同时依托知名院校的人才和科技资源，
制定政策，配套设施，通过打造高层次人才安心工
作、快乐生活的良好环境，吸引大量人才到我区创
业。

（五）加快专业产业园区的建设步伐。加大力度
推进北航科技园、信息产业园等专业园区的建设，加
快与周边县区合作“一区多园”建设步伐。至2015
年年底，投入5亿元打造20个专业园区，真正带动引
领全市新兴产业的发展。

（六）加强对骨干企业的政策支持。对双瑞科技、
中航光电、中航锂电、轴研科技、普莱柯生物、北方玻
璃等骨干企业，在技术服务、资金支持、人才引进、经
营环境、发展空间等方面给予针对性的政策支持，力
争“十二五”末期，培育超百亿企业4家，超10亿元企
业10家，真正形成龙头带动作用。

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
加快经济转型升级

眼下，逛老城、看古色、闻古香，已成为很多外地游客的必选项。4日下午，记者
在老城区西大街看到，游客们陶醉于老城的古风古韵中。有的围簇一团观摩牡丹特
色食品做法，有的现场选购洛阳土特产，有的留恋于老字号招牌……

图为游客逛老城、拍老城的场景。 记者 孙自豪 摄

逛老城
拍老城

3月全市农村环境集中整治工作情况通报
根据市暗访小组督查情况，现将3月全市农村环境集中整治情况公示如下。

洛阳市农村环境集中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3年4月2日

3月全市农村环境集中整治工作县（市）排名

县（市）

孟津县

伊川县

嵩 县

宜阳县

偃师市

汝阳县

栾川县

新安县

洛宁县

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垃圾清理
（60分）

59.2

57.7

57

56.2

54.6

54

54

53

52.3

污水治理
（25分）

24.6

25

23.4

23.2

24

23.6

22.6

22.4

22.3

杂物堆放
（15分）

13.7

13.7

14.4

14.2

13.2

12.8

11.9

11.5

10.8

合计
得分

97.5

96.4

94.8

93.6

91.8

90.4

88.5

86.9

85.4

城市区

涧西区

洛龙区

伊滨区

龙门园区

高新区

西工区

老城区

瀍河回族区

吉利区

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垃圾清理
（60分）

58

58

57

55.2

55

55

52.5

50.5

50

污水治理
（25分）

24.1

22.7

22.9

23.7

22.9

21.5

21.8

20.5

22

杂物堆放
（15分）

14.8

14.6

13.8

13.2

13

11.8

12.5

12

10.8

合计
得分

96.9

95.3

93.7

92.1

90.9

88.3

86.8

83

82.8

3月全市农村环境集中整治工作城市区排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