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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3 月 7 日，规划面积为 415
平方公里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发展规划》获国务院批复，全国第一个
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航空港经济先行区花
落郑州。我市作为中原经济区副中心城
市、河南第二大城市、全省除郑州外唯一
拥有一类航空口岸的城市和省内少数拥
有民用机场的城市之一，如何准确把握
这一稍纵即逝的发展转型良机，是摆在
我们面前十分现实且紧迫的课题。

一、顺势而为，增强忧患
意识，深刻认识发展临空经
济对洛阳未来命运的极端重
要性和紧迫性

（一）发展临空经济是大势所趋。
从世界范围看，随着航空业的快速

发展，临空经济已成为一个城市乃至一
个区域新的经济增长极，肩负起提升整
体经济水平、提高国内外物流集散能
力、建设低碳环保城市和加快城乡一体
化进程等各项重要使命。

从国内情况看，临空经济以其对产
业转型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巨大引
擎作用，备受地方政府青睐。到 2012
年年底，我国有51个城市提出了54个
临空经济区的发展规划。

（二）发展临空经济是迫切需要。
发展临空经济是确保区位优势、提

升城市竞争力的迫切需要。洛阳如何
按照省委、省政府战略部署主动对接郑
州航空港，大力发展临空经济，再造自
身区位竞争力，是十分紧要的议题。

发展临空经济是促进产业升级、发
展方式转变的迫切需要，也是撬动洛阳
发展转型的支点所在。

发展临空经济是建设国际文化旅
游名城、旅游兴市的迫切需要。

发展临空经济是扩大开放、参与国
际产业分工的迫切需要，对于承接高水
平产业转移、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体
系步伐、强化区域交流与合作，都具有
重要意义。洛阳作为一个不沿海、不
沿江、不沿边的中部城市，发展临空经

济能够给放飞“洛阳梦”提供真正的国
际通道与平台，极大地提高我市国际化
水平。

（三）发展临空经济是必然选择。
发展临空经济是洛阳在中原经济

区建设中实现应有担当的必然选择。
我市作为中原经济区规划明确的副中
心城市，理应积极参与郑州航空港这一
宏伟事业，与郑州、开封等兄弟城市携
手共赢。

发展临空经济是应对郑州航空港
建设带来前所未有挑战的必然选择。
毋庸讳言，短期看，郑州航空港建设将
给我市航空运输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
击。据调查，洛阳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在
50万人次左右可摆脱亏损，年旅客吞吐
量在 100 万人次左右可以步入稳定快
速良性发展轨道。2012 年，洛阳机场
旅客吞吐量达 71.98 万人次，在全国的
位次跃升至第 65 位，表明我市航空运
输业正处在一个爬坡攻坚的关键阶段，
距离步入良性轨道只有一步之遥。

二、借势而为，找准定
位，积极寻求与郑州航空港
建设的最佳对接点

鉴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发展规划》只是一个总体发展规划，各
专项规划尚在制订中，我市应迅速行
动，积极运作，把洛阳相关设想列入专
项规划。

结合我市实际，建议对洛阳在郑州
航空港建设中的功能作用进行如下定
位：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为引
领，以洛阳机场为依托，着力打造郑州
航空港的主备降机场、高中端航空人才
培育基地、国际航空枢纽区域协调发展
实验区、高端制造业与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核心城市。

（一）全力争取洛阳机场成为新郑
国际机场的主备降机场。充分利用洛
阳优越的区位优势、良好的净空条件
和一类航空口岸，争取将洛阳机场确
定为新郑国际机场首选备降机场、主

备降机场，以此为契机，推动洛阳机场
体制机制大转换、硬件条件大改善。

（二）着力打造郑州航空港高中端
航空人才培育基地。充分利用我市是
国家民航飞行员培训重要基地和中国
目前除四川外最大通用航空训练基地
这一巨大优势，争取将洛阳明确为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高中端航空人
才培育基地。

（三）着力建设郑州航空港国际航
空枢纽区域协调发展实验区。我市应
积极主动、寻求合作，与郑州签订城市
间合作协议，在航线中转、承接高水平
产业转移、共建产业园区和物流基地、
航空人才培训、旅游休闲等各领域开展
广泛、深度合作，使洛阳成为郑州航空
港建设的重要支撑点和区域协调发展、
郑洛合作双赢示范区，与郑州一道强力
带动中原经济区开放发展。

（四）着力构建郑州航空港高端制
造业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核心城
市。建议争取将我市明确为郑州航空
港高端制造业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核心城市，共同带动中原经济区高端
制造业布局发展和产业创新突破。

三、乘势而为，加紧谋
划，以临空经济区建设带动
洛阳经济社会发展大提速大
转型大跨越

建议我市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迅
速启动临空经济区规划与建设，赶上临
空经济大发展这趟班车，在借鉴先进地
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个规划、三个
强化、五个结合”的对策建议。

（一）一个规划。即抓紧做好洛阳
临空经济区发展总体规划。结合郑州
航空港和我市实际，明确发展空间定
位，划定四至范围；明确产业发展定位，
圈定招商范围；明确区域功能定位，优
化功能分区。

（二）三个强化。一是强化组织领
导。建议成立市临空经济区建设协调
领导小组。二是强化政府投入。下大

力气抓机场建设、抓航线培育、抓市场
营销。三是强化区域合作。着力强化
与郑州市在涉及临空经济发展的各领
域合作；强化域内属地间合作，打破行
政地域分割，突出经济功能属性；强化
与周边城市合作，增强洛阳机场在豫西
地区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三）五个结合。一是与构建现代
综合交通体系相结合。建议以临空经
济区建设为契机，着力推进以机场为核
心的交通枢纽建设，强化陆空交通衔
接，构建设施先进、网络完善、支撑有
力、运行高效的集疏系统和洛北地区现
代综合交通枢纽。二是与完善口岸功
能、海关功能、综合保税功能相结合。
加大货站、场堆、仓储、口岸联检等基础
设施投入力度，完善口岸功能，提高口
岸信息化、机械化和作业水平；促进通
关便利化，构建互联互通、高效便捷的
对外开放通道；推动保税产业布局集
聚，推动进出口业务快速增长，尽快推
动洛阳综合保税区申报成功。三是与
对外开放招商、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
实施航空重大题材招商，推动高端产业
集聚和现有产业转型；统筹临空经济区
产业发展与空间布局，专注发展航空偏
好性产业；引导我市传统制造业企业在
规划转型项目尤其是航空偏好性项目
时，优先在临空经济区设立新址，重点
布局航空物流园区。此外，建议在该区
域规划建设花卉交易中心，带动周边牡
丹等花卉产业尤其是鲜切花产业发
展。四是与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建设相
结合。整合周边牡丹观赏园、邙山陵墓
群、黄河小浪底、西霞院风景区等旅游
资源，强化营销运作，使更多游客选择
乘坐飞机到洛阳游览。五是与新型城
镇化建设相结合。将临空经济区作为
洛北板块的新组团，优化城镇体系；建
设城市北部综合服务区，围绕高端商务
商贸、科研开发、高端居住功能进行布
局，重点发展服务外包、电子商务、文化
创意、健康休闲等产业，把临空经济区建
设成为生态、高端、智慧，宜居、宜业、宜
游，特色鲜明、富有活力的空港新城。

借势郑州航空港 建设临空经济区

为实现“洛阳梦”开创新的战略突破口

临空经济区是以机场为地理中心，
沿交通沿线向外发散式扩张（通常在以
机场为中心，以 10 公里～15 公里为半
径的范围内）而形成的经济区。临空产
业以运输业（客运、货运）、民航综合服
务业为主导，以配套服务、传统的制造
业、物流配送、商务餐饮、住宅开发和高
新技术产业等相关产业为辅。

洛阳具有航空资源优势，洛阳机场
周围具备建立临空经济区的基本条件，
应积极筹备建设洛阳临空经济区，打造
新的经济板块，使其成为拉动全市发展
的新增长极。

根据市委、市政府要求，我办经过
调查研究，提出以下初步设想。

一、洛阳发展临空经济、
建设临空经济区的初步设想

（一）可行性分析。
在洛阳城北机场区域建立临空经

济区的优势和条件。临空经济区具有
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双重特点，我市
城北机场区域初步具备这样的条件。
一是航空综合资源比较优势明显。洛
阳机场运行时间长，兼具教学训练和运
输生产双重资源优势。二是综合交通
基础条件优越。三是产业基础较好。
该区域将形成六大产业板块：洛阳机场
板块、河南洛阳工业园区板块、洛阳综
合保税区板块（正在积极申建）、洛阳空
港产业园区、邙山古墓群遗址保护区板

块和牡丹产业板块。四是口岸综合服
务功能齐全。洛阳一类航空口岸、铁路
集装箱办理站（具有铁路口岸功能）都
在该区域，联检机构齐全。五是该区域
是新郑国际机场大发展辐射带动作用
主要受益区。

（二）区域范围。
洛阳临空经济区拟规划区域范围，

以机场为中心外延5公里，陇海铁路以
北、连霍高速公路以南、洛吉快速通道
以西、西南绕城高速公路以东区域，面
积70平方公里至80平方公里。

（三）基本目标。
以洛阳机场周边区域产业基础为

依托，以综合保税区为龙头，以整合提
升六大板块为抓手，以完善区域产业功
能为重点，努力实现以下目标。

1.努力做大做强做优洛阳机场。
促进与新郑国际机场的深度合作，通过
教学训练和客货运输双轮驱动，旅客年
吞吐量尽快达到100万人次，建设具有
较大影响的航空人才培养基地。

2.打造外向型经济功能区。完善
一类航空口岸功能，加快申建综合保税
区步伐，开设集装箱专办站（具有铁路
口岸功能），建设并完善三个口岸平台，
提升全市对外开放水平。

3.规划建设城北机场区域综合交
通枢纽，使之与洛阳站、高铁洛阳龙门
站成为相互呼应的三大综合交通中心，
提升全市的综合交通能力。

4.推动城北区域产城融合。整合
调整行政区划，优化经济资源，升级产
业结构，完善城市综合功能，打造我市
新经济板块。

5.带动城北区域快速发展。整合、
协调、优化区域资源，将该区变成拉动
全市经济的新增长极，使城北区与旧城
区、新区协调、均衡、全面可持续发展。

（四）产业布局。
针对该区域六大产业板块，着力提

升原有产业，大力发展新型产业，努力
引进高端产业，积极完善现有产业板
块，合理调整产业布局，不断充实提高
区域基本框架和组成单元。

二、洛阳发展临空经济、
建设临空经济区当前所要做
好的基础性工作

（一）促进洛阳机场与新郑国际机
场的深度合作，乘势发展洛阳民航事
业。承接新郑国际机场航班备降业务，
协调洛阳机场提高服务水平，发展洛阳
机场客运、货运航班。

（二）优化航线布局，提高旅客吞吐
量和货运能力。开通洛阳至国内主要
机场的航线，优化航线布局，根据市
场需要，形成符合洛阳实际的航线网络
布局。

（三）加快洛阳机场体制机制改革
步伐，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对洛阳机场

运输业务实行市场化运营，与民航飞行
学院联合创办飞行员等航空人才培训
院校。

（四）加大洛阳机场基础设施建设
力度，不断完善服务功能。目前，洛阳
机场航站楼设计容量为 80 余万人次，
口岸核心能力难以满足临空经济持
续发展需求。应对旧航站楼进行改
造利用，满足旅客吞吐量 100 万人次
的需要。

（五）完善口岸功能，提高“大通关”
和“一站式”服务水平。积极推进洛阳
机场对外籍飞机开放，提升洛阳一类航
空口岸功能；以项目招商和园区建设为
重点，加快综合保税区申建工作步伐；
加快洛阳丰湾铁路集装箱办理站的申
建工作步伐。

（六）加快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步伐，
建设城北机场区域综合交通枢纽。一
是规划建设城北区综合性交通枢纽场
站，努力实现航空、公交、长途客运及货
运、城市轨道交通、铁路的客运零距离
换乘与货运无缝对接。二是努力构建
洛阳机场至市区公交网络。三是逐步
发展洛阳机场至周边三门峡、济源等地
区的长途客运、货运、旅游班线等多种交
通运输方式。四是将洛阳机场作为一个
重要站点纳入城市轨道交通体系建设范
畴，使城北机场区域与火车站、高铁洛阳
龙门站成为相互呼应的三大综合交通中
心，提升全市的综合交通能力。

——洛阳发展临空经济、建设临空经济区的初步设想

整合区域资源 打造新增长极

市委政策研究室

市政府口岸办公室

炎炎夏日，当人们在空调房里凉快时，环卫工还在马
路上辛苦劳作。近日，西工区32家沿街企事业单位和商
户设立“环卫爱心驿站”，把关爱送给辛苦的环卫工。

昨日 11 时，西工区环卫工丁风花和董玉玲清扫完
路面后，不约而同来到中州中路北侧一家婚纱店内喝
水、纳凉。

“以前每天只能从家里带水，不好意思去店铺里接，上
厕所也很不方便。现在有了爱心驿站，一切都改变了。”丁
风花说，前不久下大雨，她和工友们还到爱心驿站里避雨。

该婚纱店相关负责人称，环卫工很辛苦，城市干净全
靠他们，让他们进来喝杯水、歇一会儿，是应该的。

在中州中路七里河桥南一数码城门前，保安队队长
覃家宝热情地为环卫工万汉武倒水。（上图）端着水杯，万
汉武感慨地说：“这杯水太好喝了，包含着社会对我们的
尊重和理解。”

记者从西工区环卫局获悉，从今年3月起，通过倡议
和积极协调，目前该区中州路、凯旋路、九都路等主干道
的沿街企事业单位和商户设立了32个“环卫爱心驿站”。

西工区环卫局相关负责人称，“环卫爱心驿站”来源
于该区政协委员生晓燕的一个提案。去年冬季，在我市
一家医疗单位工作的生晓燕发现不少环卫工的脸被冻
伤，没地方喝热水，就在政协会议上呼吁设立“环卫爱心
驿站”，希望社会各界关注环卫工。

“环卫爱心驿站”有统一的标志，上面一行字为“关爱
环卫工人 共建美好西工”，中间是两手紧握成一颗红心，
下面为红色的“环卫爱心驿站”字样。每个驿站都有编号。

市环卫处负责人表示，我市环卫工为城市清洁做出
了很大贡献，也得到社会各界认可和支持。西工区率先
为环卫工设立“环卫爱心驿站”，给一线环卫工提供了很
大便利，希望各区更多的沿街单位能加入“环卫爱心驿
站”中来，用实际行动支持环卫工的工作。

本报记者 常书香 文/图

渴了累了热了
请到环卫爱心驿站来

“环卫工很辛苦，城市干净全靠他们，让他们进来喝
杯水、歇一会儿，是应该的。”

大白话，最实在；真感情，最暖人。
要想有更深的体味，可以拿一则外地新闻做个对比：

一名女环卫工渴得受不了，于是壮着胆子进了一家证券公
司的门，想去卫生间灌一瓶自来水，结果被保安赶了出来。

环卫工“以我一身脏，换来万人洁”，既平凡又高尚。
设想一下，假如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这个城市将是什么
样子？我们的生活将是什么样子？

实在该以感恩的心态尊重环卫工，也因此，我们为关
心员工冷暖的西工区环卫局叫好，为32个“环卫爱心驿
站”的提供者叫好，希望在叫好声中，更多的爱心单位、爱
心店面站出来，设立更多的“环卫爱心驿站”。

尊重环卫工，尊重每一个为这个城市做出贡献的
人，无论其职业和职位，这是最起码的人文关怀，也是
最 基 本 的 道 德 要 求 。
毕 竟 ，一 个 城 市 对 环
卫 工 的 态 度 ，是 检 验
这个城市文明程度的

“晴雨表”！

尊重，以感恩的心态

本报讯（记者 李迎博）重点项目投资进度如何？计
划新开工项目的开工率如何？第三季度，我市将开展重
点项目“战酷暑强投资促进度”百日竞赛活动，确保全市
重点项目第三季度完成全年投资目标任务80%以上，确
保年度计划新开工项目开工率100%，确保计划竣工项
目全部如期或提前建成投用。

昨日，记者从市重点建设办公室获悉，百日竞赛活动
主要围绕五个方面开展：比投资进度，看谁完成的投资进
度快；比投资完成额，看谁完成实际投资额多；比开工竣
工率，看谁的项目开工竣工率高；比联审联批进度，看谁
的联审联批完成率高；比活动组织，看谁的活动组织更有
效、更丰富。市重点办将按照以上五项指标，每月对各县

（市）区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评比、通报。
按照活动要求，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项目

具体建设情况，实行分类推动。
要着力应对第三季度气温高、降水多等不利因素，制

定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在保证工程质量和生产安全的
基础上，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对不受影响或受
影响较小的项目，督促其按照既定节点计划抓紧推进；对
受影响较大的项目，要抓紧制订高温天气或汛期施工计
划，力保第三季度投资进度较第二季度不减缓；对无法施
工的项目，着力做好资金筹措、设备订购、机械养护、汛后
施工方案制订等工作，确保高温天气或汛期过后能够立
即掀起施工高潮。

要突出抓好项目开工、竣工。对上半年已宣布开工
尚未全面开工的项目，抓紧完成征迁、完善手续办理等工
作；对计划下半年开工项目，要进一步加强联审联批，尽
早完成前期手续办理等工作；对计划下半年竣工的项目，
要积极完善配套设施等各项投产投用条件，力争提前投
产投用。

战酷暑强投资促进度

我市启动重点项目
百日竞赛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