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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民所需者，
莫不全力而为。

——1948年4月9日
本报发刊词

报头题字：

多云间阴天 有时有小雨
7℃～17℃

中国十大地市党报

集聚就是优化协调，集聚就是“又好又
快”；集聚锻造竞争新优势，集聚成就发展新
支撑。

放眼河南，大建设、大集聚、大发展风起
云涌。加快产业集聚、大力发展产业集聚区，
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正在成为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
有效手段。

古都洛阳，产业集聚区建设快马加鞭，产
业集约发展、集群发展效应凸显，产业集聚区
正在成为市、县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成为招商
引资的落脚点，成为转型升级的突破口。

突出产业促集聚。优化产业发展空间布
局，实现产业功能与城市功能相互支持，“群
星灿烂一天河”，形成产业集群，产生雁阵效
应。

突出支柱促培育。选准主导产业，打造
体系，体现特色，形成优势，让市场占有率高、
发展前景广、辐射带动能力强的企业当龙头，
延伸产业链，扩大配套面。

突出整合促升级。强化项目统领，带动
市场要素集聚，实现产业整合升级，形成有效
生产力。

突出机制促创新。探索政府主导、市场

化运作新路径，善用“零点思维”算大账、算长
远账，致力小机构大服务，创造性地破瓶颈、
解难题。

大集聚是场持久战，大集聚需要大攻
坚。只要咬定产业集聚不放松，发力产业集
聚不停歇，洛阳就一定能在中原经济区建设
中担当示范、打造品牌！

大集聚，锻造竞争新优势

伊滨区依托“动力谷”和“科技城”两大区
域，主打高端装备制造；

吉利区以打造“石化新城”为蓝图，主攻
石油化工；

高新区通过上下游配套、产业链互补，决
胜高新材料；

嵩县借助“豫西天然药库”之优势，谋划
生物医药；

…………
打开洛阳经济版图，一个个围绕主导产

业构建起来的产业集聚区，犹如一颗颗明珠
镶嵌在河洛大地上，照亮了福民强市梦想。

一个好的项目，就是一个经济增长点；
一个好的产业，就是一条经济增长链；
一个企业集中布局、产业集群发展、资源

集约利用、功能集合构建的产业集聚区，不仅
是一个经济增长极，还是推进工业化和城镇
化的“主引擎”，也是开放招商、转型升级的落
脚点、突破口，更是城镇居民就业增收、提高
幸福指数的强力支撑。

近年，我市按照省委、省政府“四集一
转”、产城互动的要求，一手抓重大项目建设，
一手抓产业集聚区构建，相互促进，相辅相
成，相得益彰。

——在重大项目建设上，建立健全重点
项目建设例会、联审联批等机制，每年确立一
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示范项目，由市
级党政领导分包负责、重点推进。2012年，
全市累计实施千万元以上项目3580个，完成
投资2010亿元。其中，新开工2468个，竣工
2100个。

——规划建设产业集聚区17家，总规划
面积297平方公里，已建成148平方公里，初
步形成装备制造、石油化工、铝精深加工、光
电、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一批产业定
位明确、骨干企业带动作用明显、竞争优势较
强的产业集群。

去年，17家产业集聚区实施亿元以上项

目395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15.4亿元，投
资增速高于全省产业集聚区6.2个百分点。

企业集中布局：
围绕龙头抓引进

一家企业，两家企业，三家企业，一座城。
这是洛阳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围绕龙头

企业抓招商、抓集聚，给我们的直观感受。
位于该产业集聚区内的洛阳恒生科技

园，是中西部地区第一个示范性科技园区，建
成后将是一个集软件外包服务、呼叫中心、电
子商务、科技孵化、总部基地、人才培训于一
体的高标准、高档次的综合性科技产业园区，
目前已有12家企业进驻。

“企业都往‘高处’走！”现已在恒生科技
园办公的洛阳新龙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张亚丽说，公司选择这里不仅是因为
看重免房租、减税收等诸多优惠政策，更重要
的是因为这里将发展成为以现代信息产业为
核心的高科技园区。

继洛阳恒生科技园之后，2012 年 1 月
12 日，全球最大的呼叫中心——中国移动

（洛阳）呼叫中心也落户该产业集聚区。正
是在这个龙头项目的强力带动下，国家 863
软件孵化器、鼎盛国际等重大信息产业、服
务业项目接踵而至，这个全省唯一以现代服
务业为主导产业的产业集聚区已经站在新
的起点上。

伊滨产业集聚区，依托洛阳先进装备制
造业基地的雄厚基础和科技优势，以传统支
柱产业转型升级和承接产业转移为契机，瞄
准行业排头兵，狠抓重大项目招商，吸引中信
重工、麦达斯和轴研科技等一批龙头企业项
目相继进驻，产业集群不断壮大。截至目前，
在集聚区内已有企业71家，其中装备制造类
企业 55 家，产品涉及高铁及城轨车体大部
件、飞机及船舶用大部件、高速精密重载轴

承、高端电液智能控制装备等。

产业集群发展：
围绕主业抓整合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
产业集群发展、融合发展是产业集聚区

最明显的特征。只有围绕主导产业集群发
展，才能够产生强有力的磁场效应、雁阵效
应，才会有超强的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

近年，我市坚持将培育壮大产业集群作
为提升产业集聚区发展水平的主攻方向，编
制了各产业集聚区产业链发展图谱，明确了
主导产业和重点培育的特色产业集群，建立
了进驻项目联审、招商联动协调、异地落户项
目利益分享三项机制，促进项目合理布局、集
群发展。

在位于偃师市岳滩镇的偃师市产业集聚
区内，大阳、大运、珠峰、雅迪、盛江等国内知

名品牌摩托车生产企业，分布在园区工业大
道两侧。在不足3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三轮
摩托车整车及零配件生产企业有160多家，
形成了“10分钟经济圈”。

“组装 1 台三轮摩托车，调集所有的零
配件仅需 10 分钟，完成组装下线仅需 84
秒。”偃师市产业集聚区负责人表示，目前除
了发动机和轮胎，三轮摩托车的其他所有零
部件这里都能生产，国内前十强三轮摩托车
企业均在此落户。全国每 3 台三轮摩托车
中就有1台产自偃师。园区生产的7大系列
20 多个型号的摩托车，占国内市场份额的
40%！

这样的产业传奇，绝非个案。
2012年，全市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

产业集聚区达9家，较2009年增加4家。其
中，洛阳市石化产业集聚区营业收入已超过
500亿元，洛阳市先进制造业集聚区、新安县
产业集聚区营业收入均超过400亿元。

资源集约利用：
围绕目标抓落实

有多好的项目，就有多好的政策环境。
前不久，我市采取了两个新举措：一个是

调整了福民强市考核指标，让各个产业集聚
区在主导产业发展上坚持差异化发展，八仙
过海，各显神通；另一个是调整充实了部分产
业集聚区的领导班子。

市领导表示，这样做，就是要发出一个信
号：希望各县（市）区按照“四集一转”的要求，
在产业集聚区建设上务求突破。

行政资源向项目建设靠拢。通过建机制、
解难题、抓督导、严考核，强化项目谋划，突出项
目示范，项目建设攻坚战取得明显成效。譬
如，强力推行重点项目“一对一”服务保障，实行

“一个项目一个领导分包，一个部门负责，一个
服务小组，一套推进方案”制度。（下转05版）

企业集中布局 产业集群发展 资源集约利用 功能集合构建 人口集向城镇

洛阳：产业集聚蓄势勃发
本报记者 孙自豪 李迎博

洛 平

据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北京时间4月20日8时
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北纬30.3度，东经103.0度）
发生 7.0 级地震。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闻讯后立即做出重要指示，要求抓紧了解灾情，把抢救生
命作为首要任务，千方百计救援受灾群众，科学施救，最
大限度减少伤亡，同时加强地震监测，切实防范次生灾
害。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工作，维护灾区社会稳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做出了
指示。受党中央和习近平委托，李克强于20日下午至21
日在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据新华社四川芦山4月20日电（记者 陈二厚）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日下午赶到震
中灾区，仔细察看灾情后，晚上在芦山县临时搭建的帐篷
里主持召开抗震救灾工作会议，研究救灾形势，部署下一
步救灾工作。

灾后的芦山，电力还没有恢复，会议只能打着手电召
开。在会上，李克强对各方抗震救灾所做的工作表示充
分肯定，针对大家反映的问题和建议，他提出了 6 点要
求：

第一，当前四川省首要的工作是抗震救灾，第一位的
任务是救人，生命最宝贵。今晚要进村入户排查，确保无
一遗漏，有一线希望也要尽最大努力。要调集精干力量
对伤员进行救治，对受重伤人员要及时向外转移，减少死
亡率和致残率。

第二，保持运输畅通。铁道、交通等有关方面要全力
以赴，建立帐篷、棉被等救援物资的绿色通道，尽快运抵
灾区。灾区车辆要为搜救部队和医疗队让路，让“绿军

装”“白大褂”能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最需要的地方。
第三，确保救灾物资和资金供应。根据灾区的需求，

再增加2万顶帐篷，调拨800套活动板房，铁路、交通等有
关方面要抓紧调运。明确受灾群众过渡安置补助标准，
保障救灾和安置的资金及时足额到位。

第四，防止次生灾害造成新的伤亡。大震后余震频
率高，灾区危房多，很多已成为站立的“废墟”，容易发生
次生灾害。要组织专家抓紧鉴定房屋受损情况，全面排
查安全隐患，让群众避险。

第五，增派专业力量科学救援。要继续增派200名
高水平的专业搜救人员，今晚就要到达灾区，尽快进入搜
救现场，科学施救，提高救灾的效率和效果。

第六，建立统一高效的抗震救灾指挥机制。这次抗
震救灾动员范围广、投入力量大，必须形成统一高效的调
度指挥体系。明确分工，落实责任，严明纪律，科学调度
和协调地方、军队、武警、中央部门等各方救援力量，形成
大力协同、密切合作的机制。确保救灾既及时迅速，又科
学有序。

本报芦山讯（特派记者 李砺瑾 张晓理 张斌）20日
8时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地震发生
时，本报记者正在德阳市什邡市进行“5·12汶川地震五周
年”回访。地震发生后，记者第一时间赶往震中芦山县。

当我们赶到芦山县龙门乡时，已是20日下午5时许，
本报是省内首家到达震中的媒体。在龙门乡政府，我们
遇到了察看灾情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昨日11时，我们赶到地震重灾区宝盛乡。
目前，各项抗震救灾工作紧张进行。
（相关报道见02版、03版）

习近平做出重要指示，把抢救生命作为首要任务，千方百计救援受灾群众
李克强主持召开会议，部署抗震救灾工作，明确受灾群众过渡安置补助标准

四川芦山地震伤亡数字还在增加，各项抗震救灾工作紧张进行

芦山，坚强！四川，加油！

芦山地震发生后，本报报道组第一时间赶到灾区。这是李克强在龙门乡指挥抗震救灾工作 本报特派记者 张晓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