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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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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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百强报纸
中国十大地市党报

【你好，洛阳】市长赴旱区现场
办公，水务、财政、农业、民政等部门
紧急联动，本报“记者旱区行”奔赴抗
旱 一 线 …… 洛 阳 吹 响“ 抗 旱 结 集
号”！民生大于天，此刻当把群众吃
水放在头等位置；合力战旱魃，此刻
当把所有力量拧成一股绳。既抱定
必胜之心，又不可掉以轻心，要把损
失降到最少，把百姓生活保障好。

本报讯（记者 孙自豪）日前召开
的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并原则通过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牵头起草的《洛阳市电子
信息产业三年行动计划》（下文简称《计
划》）。《计划》绘制了八大产业的链条图
谱，提出了明确的发展路径和招商方向，
拿出了12条含金量极高的优惠政策。

《计划》提出，重点电子信息企业将
机构总部迁至洛阳，注册独立法人公司
并签订投资协议的，一次性奖励1000
万元。对在我市注册、实际投资额1亿
元以上的电子信息制造产业企业，按照
其实际投资额的 10％给予奖励，最高
额度不超过5000万元。

唱好“重头戏”
“电子信息产业是我们下一步产业

调整的重头戏！”市委书记陈雪枫多次
强调，我市重工业比重过高、增速缓慢，
而电子信息产业竞争力强、成长性好、
关联度高，对于平衡轻重工业比例、优

化产业结构、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
实际意义。

目前，我市在电子信息材料、光电
器件、光电显示、自动化控制等领域形
成了一定的产业基础。去年，全市电子
信息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00亿元，
总量居全省第二位，同比增长 33.4%，
高出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速22.9
个百分点。目前，全市信息服务产业及
电子信息制造产业企业超过650家。

纵向比，发展是长足的；横向比，差
距是明显的。仅举一例，深圳一个市的
电子信息产业产值是河南全省的 10
倍，洛阳则落得更远。

主攻八大产业
《计划》提出，未来三年，我市将以

智能终端（手机）产业链为主体，以电子
信息制造产业和软件及信息服务产业
为具体支撑，重点发展智能终端（手
机）、新型平板显示、硅及光电、自动化

控制、电子商务、工业设计与创意产业以
及软件产业、智慧产业等八大重点产
业，努力打造智能终端（手机）、自动化控
制、软件产业、电子商务、智慧产业五大
产业集群。

智能终端（手机）——大力发展平
板电脑、智能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围
绕智能终端产品所需的关键元器件开
展招商引资，引入精密磨具设计制造、
柔性电路板生产等产业链关键环节；推
进智能终端产品在洛阳智慧城市建设
中的应用。

新型平板显示——以液晶显示面
板产业为重点，大力发展新型平板显示
器件产业。

硅及光电——以洛阳单晶硅公司
为依托，发展大尺寸硅抛光片、外延片，
逐步引入芯片制造产业，打造硅半导体
产业链条；发展红外及激光设备、光电
连接器、超级电容器等产业，壮大我市
光电产业规模。

自动化控制——培育和引进一批
智能产品设计、智能器件生产、软件开
发、工业控制、嵌入式软件、传感器、物
联网应用、芯片应用设计等一系列与自
动化控制应用、生产、服务相关的企业，
逐步形成产业集群凝聚力。

软件产业——以惠普-洛阳国际软
件人才及产业基地为依托，发展软件人
才培训、软件测试、软件服务外包等业
务；围绕智能重点产业，发展智能终端应
用软件产业；围绕机器人产业和工业转
型升级，发展嵌入式软件产业；围绕现代
金融业，发展金融服务软件产业；围绕行
业信息化建设，发展行业应用软件产业；
围绕大数据，发展数据分析软件产业。

智慧产业——培育和引进一批智
能产品和数据采集设备制造企业，发展
和应用云计算和互联网技术，促进以数
据存储、数据处理、数据挖掘及数据灾
备为核心的数据产业规模化发展。

（下转03版）

我市电子信息产业三年行动计划明确十二条含金量极高的优惠政策

总部迁洛阳，最高可获千万元奖励
本报讯（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张运昌 苟华云）昨日，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洛阳分校挂牌成立。国务院参事、北京
第二实验小学校长李烈，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柳身共同为学
校揭牌。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始建于1909年，已有百余年历史，
是联合国教科文俱乐部成员学校、教育部现代教育技术实
验学校、北京市科技示范学校，长期承担国家和北京市教育
科研任务，为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许多经典案例和
先进经验。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洛阳分校是该校在河南设立的唯一
分校，位于洛龙区美茵街西侧，占地约36亩，建设内容包括
2栋教学楼、1栋办公楼、1栋实验楼及合班教室等，建筑面
积10860平方米，总投资2500万元。洛阳分校拟按48个
教学班规划建设，每班45人以内，容纳学生2160人,并将
与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共享先进教育理念和优质教育资源，
实现课程同步、校园活动同步、教师培训同步、行政管理同
步等。

此外，栾川县第四实验小学也成为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教育集团成员学校。两校将通过视频授课等方式，实现优
质教育资源共享，提高深山区教育水平。

省教育厅副巡视员赵国河，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副局
长张亚宾，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中阳等参加揭牌仪式。

李烈李柳身揭牌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洛阳分校成立

“干透了！麦都种不上！”
10月22日，洛宁县小界乡史村，站在

地头的村党支部书记易友安声音发急。
活了63岁，他说还没见过旱成这样的。

在田地里，一台免耕播种机正在作
业。播种机过处，大团黄尘高高腾起，
久久不散，播种机后部站着的负责搅拌
种子和化肥的两个村民，成了两个“土
人”。（上图）

“有墒不等时，时到不等墒。明天，
县里要在史村召开现场会，准备在全县
范围内推广‘寄种’。”在地头忙碌的洛宁
县高级农艺师郑红民告诉记者。

郑红民讲起何为“寄种”：“就是先
把麦种播上，然后再等雨来墒到、生根
发芽。现在种了，或许还有希望。但产
量再高，也要比正常播种的少很多。”

“寄种”的背后，是洛宁今年遭遇的
重度干旱。

重度干旱侵扰
“七山两塬一分川”的洛宁历来干

旱，今年尤甚。
今年年初以来，洛宁一直无有效降

雨，8月以后旱情加重，截至目前，累计
降雨 320 毫米，仅为常年 10 个月累计
降雨量的65%；

全县35条涧、河基本断流，历年所
建截流饮水工程大多失效；

18 座小型水库 8 座干枯，其余 10
座总蓄水量不超过180万立方米，且基
本接近死库容，通过自流已放不出水；

66座塘、堰、坝42座干枯，余下24
座大部分低于死水位，无法放水；

276眼机井，176眼水位下降，出水
不足，不能正常发挥效益；

计划麦播面积 48 万亩，截至目前
大部分没有播种；

…………

旱情考验担当
10月11日至12日，洛宁县政府连

续两次召开抗旱工作会议，要求各乡镇、
各单位迅速行动，分解任务，
落实责任。

“已经在这儿待了
3天了。”在史村“寄种”
现场，洛宁县农业局副
局长张金山说，“前天发
动群众‘寄种’，昨天带

领群众整地，今天开始‘寄种’。全县已经
种上了3万亩，另有10万亩水浇地也能
种上。余下的30多万亩要是还种不上，
明年洛宁的粮食安全就会成问题。”

“咋能不急呢？”从9月底开始就天天
下乡的郑红民说，全县62名农业技术干
部已全部下到一线，指导群众抗旱种麦。

22日14时，在下乡途中，洛宁县水
利局防汛抗旱办公室的王军民接到两
个求助电话——都是借喷灌设备的。
目前，洛宁县水利局已调配喷灌机 12
台、小型潜水泵23台、移动式打井机1
台、运水车1部，服务抗旱工作。

能浇的地一定要浇上
为了尽可能多浇地，洛宁使出了浑

身解数。
“前几天刚协调故县水库和禹门河

水库放了4天水，解了下游一些水浇地
的燃眉之急。”说起这小小的“成就”，洛
宁县水利局纪检书记张安亭的脸上现
出一丝安慰。

22日下午，洛宁县底张乡礼村，在
一片浇过水的田地里，两台带犁铧的

“东方红”拖拉机欢腾地来回奔忙。
“这块地是我的，有3亩，10天前刚

刚浇过。”55 岁的村民张青山笑着说，
“晾一晚上，明天中午耙地，后天就播
种。”

水库水浇不到地但境内尚有塘堰
坝水、机井水等水源可用的乡镇，利用
喷灌机等移动灌溉设备争分夺秒，共浇
灌田地8000亩。

目前，洛宁全县浇过的田地面积近
4万亩。相关负责人表示，各级政府将
充分挖掘潜力，挖掘一切可利用的水
源，调动一切水利设施，全力以赴抗旱
浇地。

抗旱播种
燃眉之急
本报记者 陈旭照/文 首席记者 曾宪平/图

——洛宁县抗旱救灾见闻之一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新媒体专电 国内产业转移
正面临一次“大考”，国家有关部门将以政策符合性认定的
方式，对东中西部产业转移进行摸底，并将细化淘汰落后产
能和环境污染治理等政策体系，提升产业转移水平和质量。

记者近日从权威部门获悉，最近，为贯彻落实国家产
业政策，防止落后产能转移和环境污染，工信部正在推进
产业转移项目产业政策符合性认定试点工作，选定上海、
河南、四川、甘肃四省(市)作为试点地区。工信部产业政
策司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工信部要求各试点地区根据
国家《产业转移指导目录》，严把产业政策闸门，杜绝落后
产能转移。”

据了解，在对全国产业转移进行摸底的基础上，工信
部、环保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将从产业方向、环境污染、
落后产能、生态保护四方面，酝酿提升政策红线的标准。有
关部门将坚持因地制宜，实行差别化的区域政策；严格资源
节约和环境准入门槛，对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坚持高
标准，严禁污染产业；根据国家化解产能过剩总体要求和原
则，严禁落后生产能力转移；在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
敏感脆弱区划定生态红线，强化承接产业转移环境监管。

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
标准升级

疑似北魏节闵帝元恭墓
“现身”衡山北路

墓中出
土的金币为洛
阳是丝绸之路
东方起点再
添力证

上戈镇庙洼村玉米因干旱大量减产

小界乡史村村民在尘土飞扬的田地里小界乡史村村民在尘土飞扬的田地里““寄种寄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