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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秩铭 通讯员 赵梅香）8月30日，
全省商标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陈向平代表我市在郑州主会场作典型发言。

近年来，我市大力实施商标战略，形成了“政府引领、
工商主导、企业主动、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商标工作格
局。截至目前，全市拥有中国驰名商标17件、河南省著
名商标204件、注册商标13675件、地理标志商标3件。
在17件中国驰名商标中，14件来自工业企业，占中国驰
名商标企业总数的82.3%，表明我市依托老工业基地，培
育了一批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制造业产品品牌，
逐步实现了从制造业优势向品牌优势的转变。

我市将2013年作为“商标服务年”，力争两年内全市
注册商标总数突破2万件，中国驰名商标达到20件，河
南省著名商标达到250件。

我市在全省商标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上作典型发言

力争两年内
中国驰名商标达20件

本报讯（记者 李迎博）昨日，我市
召开2013年重大项目推进工作第10次
例会。会议通报了今年1月至7月进展
缓慢的 28 个重点项目，其中，应开工未
开工项目9个，应竣工未竣工项目4个，
投资比例低于45%的续建项目15个。

会议协调解决各项目目前存在的主
要问题，再次明确时间节点和责任单
位。会议强调，计划在今年开工的重点
项目，要确保年底前全部开工建设；进展
缓慢的项目要加快进度，倒排工期，及时
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问题。

会议还听取了今年 1 月至 7 月应开
工未开工的洛宁县渡洋河大石涧水源工
程项目、嵩县环湖公路建设项目、S323

嵩县县城段升级改造项目，应竣工未竣
工的宜阳县洛河锦龙大桥项目和互通式
立交连接线（郑卢高速引线）项目进展情
况汇报。

洛宁县渡洋河大石涧水源工程是
2013 年省重点项目，概算总投资 1.7 亿
余元，主要在洛宁县渡洋河上建设拦河
大坝枢纽和提灌站。该工程以烟田灌溉
为主，兼顾防洪、水土保持和养殖，完工
后可新增灌溉面积4.86万亩，灌区每年
粮食作物增产可增加效益 4913.52 万
元。目前，项目水保方案、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林地审批等已经通过相关部门审
批。

嵩县环湖公路建设项目位于嵩县陆

浑水库南岸，全长 23 公里，概算总投资
1.5亿余元。项目按二级公路标准修建，
路面结构为水泥混凝土路面，路基宽19
米，快车道宽8米，设计行车速度每小时
60公里。目前，环湖开发区域内路段正
在进行设计变更。

S323嵩县县城段升级改造项目位于
嵩县纸房镇和城关镇，全长6.587公里，其
中跨伊河大桥全长1386米。项目按二级
公路标准修建，路基宽 15 米，路面宽 12
米，项目总投资1.9亿元。目前地质勘探
已完成，设计施工图已通过评审。

宜阳县洛河锦龙大桥项目是连接该
县南北城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总投资 2
亿元，工程全长 870 米。大桥设计标准

为一级公路，双向6车道，宽30米。该桥
是宜阳县境内的第 7 座洛河大桥，也是
第 1 座景观大桥。目前，该项目累计完
成投资 1 亿元，桥梁主体力争 9 月 30 日
前建成通车，12月31日前完成悬索景观
亮化。

宜阳县互通式立交连接线工程是郑
卢高速宜阳东出口的附属工程，全长
2.26 公里，路基宽 101 米，总投资 1.5 亿
元。工程建成后，可满足车辆从郑卢高
速公路进出宜阳县城区及附近乡镇的需
求。该工程预计9月底主体竣工。

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经济工作部
部长宋殿宇主持会议并就项目建设进度
提出明确要求。

市重大项目推进工作例会强调

今年计划开工项目年底前确保开工

昨日，记者在市先进制造业集聚
区容威物联中心项目建设工地看到，
主体物流仓储用房已经封顶。（上图）

容威物联中心项目位于西南环高
速路与 310 国道交叉口东南角，总建
筑面积约7万平方米。项目分两期建
设，其中一期占地60.5亩，计划投资2
亿元。项目建成后，将按国家级电子
商务示范基地的标准管理运营，使其
成为中部地区最专业的电子商务产业
园。 记者 刘冰 通讯员 王珂 摄

容威物联中心项目
仓储用房封顶

项目效果图项目效果图

政务要闻
■ 昨日，全国、全省禁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相

继召开。我市在收看收听会议后就禁毒工作进行部
署。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强化禁毒专业队伍建
设，加大禁毒宣传力度，齐抓共管、堵源截流、严格执
法、标本兼治，全力构筑牢固的禁毒防线。副市长、
市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沈庆怀参加会议。

（白云飞）

昨日，在轴研科技工业园区内，工人们正在加紧进行
厂房建设。（上图）

该项目位于伊滨区产业集聚区内，总投资18亿元，
规划占地453亩。其中，一期计划投资12亿元，建设项目
包括特种精密轴承、高速铁路及城市轨道车辆轴承、飞机
和新能源汽车动力传动用离合器及组件、轴承用特种陶
瓷和硬质合金新材料等5个子项目。二期投资6亿元，建
设项目包括高性能伺服主轴电机及驱动系统集成和数控
加工装备及智能化检测仪器。项目投产后，预计可实现
年产值36亿元，提供就业岗位3000个。

记者 梅占国 特约记者 杨鸿雁 摄

轴研科技工业园区加紧建设

（上接01版）
2012年，我市公交出行分担率仅为

14.7%，大约是深圳的1/4，不到郑州的一
半。等不到、上不去、车太挤、走太慢，导
致市民视公交出行如同“鸡肋”，坐公交
的人不增反减。

人们不禁追问：到底是什么绊住了
洛阳“公交优先”的脚步？

“公交优先”实质是百姓优先
有人说，实行“公交优先”，洛阳“身

体已进入现在，脑袋还停留在过去”。这
也许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堵车了，一味修路；路宽了，“诱增”更
多的驾车出行者。这就好比“和面”，水多
了兑面，面多了加水，最后面团越来越大，
面盆盛不下了。这就是洛阳每年花巨资
修路，但城市好像越来越堵的原因所在。

或许在方向把握上，我们丢掉了一
个基本理念：“公交优先”，才是洛阳公共
交通发展的首要战略。

路权资源分配一直实行表面上的平
等，车体庞大的公交车在与“船小好调

头”的小车争夺路权中落尽下风，导致
20%的机动车驾驶者正在使用着 80%的
道路资源，形成道路资源的分配不公和
隐性浪费。

或许在交通管理中，我们忘记了一
个简单道理：“公交优先”，就意味着公务
车、私家车的不优先。

或许当改善民生时，我们忽略了一
个根本原则：“公交优先”，实质是百姓优
先，更多地“让路于民”。

实行“公交优先”，远非想象的那样
简单。改善交通，洛阳没少花钱，没少费
力，这是事实；然而，钱花在哪里，力用在
何处，最终效果如何，老百姓买不买账，
值得深思。

实行“公交优先”，其实说难也不
难。我们无非是“做正确的事，把正确的
事做正确”，更加求真务实地从绝大多数
人的利益和意愿出发来决策和管理，更
加求真务实地将涉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和意愿的具体工作具体落实。在经济增
速、财税收入面临下滑压力的今天，这无
疑需要更大的智慧和魄力。

让“公交优先”驶进现实
光说不练，实现不了“公交优先”。

真正让“公交优先”驶进洛阳现实，需要
我们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站位洛阳未
来发展，统筹兼顾谋划好“公交优先”总
体战略。

对每天乘坐公交车的老百姓来说，
落实“公交优先”看得见、摸得着，更是当
务之急——

落实设施用地优先。优先保障公交
设施用地，确保公交场站规划到位，并为其
留够充足的发展空间。坚持公交场站与城
市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
使用，方便公交运营。在城市出入口规划
公交场站，与长途客运实现“零转乘”。

落实资金安排优先。加大财政投入
力度，坚持公共交通政府投入为主，并纳
入公共财政体系。对公交企业因低票价
政策和承担社会公益以及完成政府指令
性任务所增加的支出，给予等额的补贴和
补偿。启动建设公交智能化系统，对企业
在技术改造、节能减排、经营冷僻线路等

方面的投入，给予等额的补贴和补偿。建
立公交事业发展基金，从城市基础设施配
套费和土地出让金中提取一定比例，专门
用于公交基础设施建设和公交车辆更新。

落实路权分配优先。实施公交保障
工程，在中州路、九都路、龙门大道等城区
主干道建成1条至2条城市公共交通专用
道或BRT快速公交专用道；早中晚车流
高峰时段，在部分主干道设置限时公交专
用道；在市区重点路段、公交客流量较大
的主干道，设置公交优先信号系统。

落实财税扶持优先。出台相关政
策、措施，支持公交企业早日开通市区到
相关县（市）区的公交线路，支持对现有
公交设施用地进行立体开发，开发的收
益用于公交基础设施建设和弥补运营亏
损。免征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城市公
交场站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城市
道路占用费、运营车辆年检费、过桥（路）
费等免缴，减轻公交企业负担。

化“共识”为“共为”，才是真正的求
真务实。洛阳，是时候真正实行“公交优
先”了！

本报综合消息 在经历6天行程后，郑欧班列昨日16
时48分正式从阿拉山口驶出国门。国门外的第一站是
哈萨克斯坦的多斯特克，由于铁路轨道宽窄不同，郑欧
班列将在这里进行开行后的第一次换轨。

昨日16时48分，郑欧班列驶入哈萨克斯坦境内，行
进20分钟后，列车到达哈斯克斯坦一个“T”场。这个地
方主要是哈萨克斯坦接车、发车的地方，哈方在这里将
会对列车及人员进行检查。检查完毕继续行进26分钟，
郑欧班列到达哈萨克斯坦第一站——多斯特克。

在多斯特克，郑欧班列要进行换轨。所谓换轨，即
哈萨克斯坦境内的铁路是宽轨，而我国的铁路是准轨，
轨道宽度不一样，这就需要把我们的货物卸载下来，再
装上哈方的底盘车上。

按照时间安排，换轨在今天白天进行。换轨之后，
郑欧班列将由哈萨克斯坦的机车牵引，向汉堡进发。

（刘江浩 刘瑞朝）

郑欧班列驶出国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