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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晶宫 爱心洗浴

陪父母洗浴，父母浴资免费
爱心电话：62227888

距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登记距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登记
启动时间启动时间20142014年年11月月11日日

还有还有2222天天

11月30日上午，在伊滨区李村镇
武屯村的一块农田里，村党支部书记毛
建栓正帮着村民出售花木，腾出的土地
将用于洛阳师范学院新校区建设。“为
了洛阳师范学院新校区建设，区里、镇
里可没少出主意，花木买家就是镇上领
导给联系的。”毛建栓说。

洛阳师范学院新校区就坐落在李
村镇。该项目占地2850亩，总投资约
30 亿元，是伊滨区目前占地面积最大
的项目，也是省、市重点项目。

如今，新校区一期工程已竣工并迎
来首批新生入住。说到工程的顺利推
进，该校负责人说，这离不开当地党委、
政府的贴心服务。

跑腿磨嘴身不闲，和风
细雨促征迁

学院要建设，首先要征地，该项目
需 要 征 迁 李 村 镇 涉 4 个 村 1274 户
6400余人。做通这么多人的工作，难

度可想而知。
“政策是关键，重心在镇村。”伊滨

区管委会主任刘冠瑜说，征地之初，伊
滨区出台了“双千斤”惠民政策，但政策
要落地，还得靠李村镇党委、政府和村
级领导班子。

按土地补偿标准，农民每亩可得到
3.17万元补偿款，如将这些钱存入指定
账户不取，每年可得到相当于当年
1000 斤玉米和 1000 斤小麦价格的收
益，这就是“双千斤”。

为了把这个政策向群众说明、讲
透，李村镇下派了 20 多名分包干部。
干部下村后，首先召集武屯村“两委”班
子开会，把政策一讲，大家觉得挺实
惠。“种一亩小麦，一年能打 1000 斤？
但征迁后，可以拿到1000斤的钱。”武
屯社区居委会主任武军卿说，他家第一
个把土地交了出来。

“做群众工作，要‘润物细无声’。”
李村镇党委书记张志辉说，20 多位分
包镇干部不怕跑腿磨嘴，师院新校区一

期工程500多亩地腾了出来。
“农民得到了实惠，工程顺利推进，

镇村两级干部功不可没。”区党工委书
记孙忠信说。

干部一个好点子，群众
在家数票子

地有了，群众也理解了，工程应该
顺利推进，但事实并没这么简单。

“想参与工程建设的人太多，这个
问题让我头疼！”洛阳师范学院新校区
建设办公室主任柴玉贵说，施工单位一
进场，问题又来了。有村民认为，在自
己的地盘建工程，怎么也得让承揽点活
吧，有人要送沙，有人想送水泥，工程推
进受到了干扰。

对此，伊滨区经过一系列调研后，

出台了建设工程劳务协作管理办法，将
劳务范围和协作流程进行了规范，对于
临时围墙、临时道路、小范围土方挖掘
运输这些小型施工队能干的活，村民可
以承包，但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必
须先交一部分保证金，保证金用来给全
村农民发放。

为了公平、公正操作，伊滨区、业主
单位（洛阳师范学院）、李村镇、施工单
位、建设环境协调处、涉及村共6家单
位负责人坐在了一起，来了一个“六方
会谈”，协调解决所涉及的劳务问题。

“如果一个工程能挣1万元，其中的
6000元要发给群众。”孙忠信说，这样
一来，有实力的包工头挣了钱，群众也
能得实惠。就是这样一个好点子，解决
了一些村民想抢包工程的问题，项目建
设得以顺利推进。 （下转02版）

本报记者 李三旺

伊滨区李村镇真心实意服务洛阳师范学院新校区建设

用最浓的情，办贴心的事

6 日，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并原则通
过了《洛阳市林业生态建设提升工程规划

（2013—2017年）》。（下称《规划》）
根据《规划》，我市将大力发展特色经

济林、花卉苗木、林下种植养殖、林产品加
工、森林旅游等五大林业产业体系；将实施
重点区域生态林、景观廊道、城郊森林、重
要河流湿地保护及开发利用等林业生态工
程；将建立林产品网上商城，实现林产品交
易的电子商务化。

据估算，提升工程总投资 131.6 亿
元。规划任务完成后，全市森林覆盖率预
计达到50%，每年新增生态和经济效益总
价值超过196亿元，森林蓄积量达到3605
万立方米，林业总产值达到158亿元，农民
来自林业的收入年均增加10%以上。

总体布局：立体建设绿色洛阳

根据自然区域特征、林业建设现状以
及城乡绿化特点，我市按照“三区三化”“三
带三层”“五城一环”“多点多廊”的总体布
局对林业生态建设进行了规划。

“三区三化”：“三区”是指南部西南部
山区、中部黄土丘陵区和东北部平原川
区。“三化”是指南部西南部山区森林化、中
部黄土丘陵区大绿化和东北部平原川区园
林化。

“三带三层”：“三带”是指规划建设沿
黄河生态涵养带、沿洛河生态涵养带和沿
伊河生态涵养带。“三层”是指在各涵养带
区域内分别形成河滩湿地水鸟竞翔、两侧
堤岸道路绿色长廊、沿线山坡青山滴翠三
个不同层次的立体生态景观格局。

“五城一环”：按照我市城镇化发展格
局，在市区与孟津、新安、宜阳、伊川、偃师
五个节点城区之间的环形区域内，实施城市
林业生态圈建设，构建点、线、面、网相结合
的城市森林化、道路林荫化、水系景观化、
乡村田园化的城市近郊区域绿化新格局。

“多点多廊”：结合美好乡村建设，以县
城、节点镇、社区为点，以全市纵横交错的
铁路、公路、水系等廊道为线，全面提升廊
道绿化和城镇绿化水平。

生态工程：市级工程建设
总规模295万亩

《规划》明确，我市将大力实施16项国家、省、市级重点林业
生态工程。其中，生态廊道网络工程要求，黄河干流两侧各栽植
宽度100米以上树木。城镇社区绿化美化工程要求，外侧生态
防护林带20米以上，内部道路两侧至少各栽植1行乔木，乔灌
比例超过75%，社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超过30%。（下转02版）

中组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
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

完善干部政绩考核
评价指标

【你好，洛阳】“华人神探”李昌钰在
洛演讲，一句“洗试管也要做最棒的那
个”耐人寻味。人口红利已向人才红利
转变，时代赋予了每个有志者人生出彩
的机会。“只要肯钻研，成功就不遥远！”
洛阳 90 后电焊工裴先峰就是凭此闪耀
世界技能大赛。世上没有随随便便的成
功，你肯“把试管洗到最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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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洛阳经济奋起之路》大型报道同时推出“问彼篇”，本报采访组深入沈阳市铁西区，
多方面再现这个国内最大最密集的城市工业集聚区的转型腾飞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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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评论员：

政绩考核要突出科学发展的导向

（一）无工不强。工业强，则洛阳
强。

工业是洛阳的金招牌。从“一五”
时期的七大厂矿，到“二五”时期的洛玻、
洛耐和洛棉，一大批国企从诞生之日
起，就不断创造着新中国工业的辉煌。

工业是洛阳的命根子。工业增加
值占全市 GDP 比重达 53.6%，对全市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高达74%。没
有洛阳工业经济几十年来的持续发
展，哪有今天中原经济区副中心城市
的地位！

（二）和着时代的节拍，伴着改革
的大潮，洛阳工业一直砥砺奋进、铿锵
前行。

“工业强市”“项目引资双带动”
“经济转型及项目建设攻坚战”“老工
业基地振兴转型”……这些年来，一系
列耳熟能详的大战略不断实施，让洛
阳工业“强了筋骨、壮了体魄”。

强力推进国企改革，积极引进战
略投资者，推动实施“新园区、新基地、
新企业”三新工程、“十大园区、四大搬
迁工程”“龙头企业及小巨人企业培育
工程”……则让洛阳工业“绽出了新
枝，萌发了新芽”。

（三）然而，在洛阳工业经济不断
成长的同时，一些深层次问题也逐渐
暴露和显现。

——洛阳的传统工业多数居于产
业链的前端和价值链的低端，不少产
品“粗、低、重、耗”，转型升级任重道
远；

——洛阳的新兴工业“小荷才露
尖尖角”，虽然前景无限广阔，却依然

稚嫩，远未长成“参天大树”；
——洛阳众多产业集聚区的建

设，拉大了洛阳工业发展空间，但是产
业集聚的质量和水平亟待提升……

（四）与沿海发达地区比，洛阳已
少了骄傲的底气；与周边兄弟城市比，
洛阳更多了迫在眉睫的压力。尤其是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步入
调整期，在外部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
能过剩的交互影响下，在产业结构失
衡、竞争优势式微的重叠作用下，洛阳
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那么，面对
复杂多变的发展形势，作为洛阳经济
的基石，洛阳工业经济——

如何加快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
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
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
型工业化道路？

如何加快实现产业层次由低向高
转变、产业链条由短到长转变、产业形
态由散到聚转变，构建起现代产业发
展新体系？

如何加快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
合，把“洛阳制造”升级为“洛阳制造+
洛阳创造”？

…………
（五）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目前

仍然是洛阳工业经济的主体。改革开
放 30 多年来，有的企业已经“化蛹成
蝶”“脱胎换骨”，但有的企业仍然举步
维艰、坐困愁城。那么，洛阳的国有大
中型工业企业——

如何让自己的体制更活、机制更
灵、效率更高、转型更稳？

如何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增强

自身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如何放大自身优势，完善产品结

构，延伸产业链条，实现整合发展？
…………
（六）洛阳民营经济已占洛阳经济

的“半壁江山”，但洛阳的民营工业经
济“只是一棵小小草”，盘子不大、骨干
企业较少，结构不优、产业层次偏低。
那么，洛阳的民营工业企业——

如何紧紧抓住国家扶持民营经济
发展、产业转移、扩大内需、新型城镇
化建设等重大机遇，在推动全市经济
发展中有更大担当和作为？

如何建立符合现代化生产的企业
组织、治理结构、内控制度，提高企业
管理水平？

如何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加快产
品升级换代，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
（七）目前，洛阳规划建设的17个

产业集聚区虽然在地域上形成了企业
群体，但产业集中度和聚集度仍未真
正形成。那么，作为洛阳工业经济重
要支撑的产业集聚区——

如何围绕延链、补链、强链，提高
入区项目关联度，努力壮大主导产业，
增强集聚区竞争优势？

如何进一步完善功能，强化产业配
套能力建设，推进产业集约节约发展？

如何进一步破解资金、土地、人才
等要素制约，推动产业集聚区尽快发
展壮大？

…………
（八）开放招商，既是洛阳经济破

解发展难题、实现转型发展的根本途

径，也是洛阳工业经济进一步做大总
量、提升质量的关键举措。那么，作为
稳增长、调结构“牛鼻子”的开放招商
工作——

如何做到速度上早人一步、措施
上高人一筹、效率上快人一拍，提高招
商项目的落地率？

如何结合自身发展优势和潜力，
兼顾眼前和长远，科学谋划招商的重
点产业、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实现可
持续发展？

如何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
创造更优的投资环境？

…………
（九）服务企业，是各级职能部门

最基础的工作之一。职能部门服务质
量的优与劣，直接影响着洛阳工业经
济发展速度的快与慢。那么，各级职
能部门——

如何加快构建企业服务高效、长
效机制，营造推动洛阳工业经济健康
快速发展的良好环境？

如何切实做到想企业之所想、急
企业之所急，真心实意帮助企业破解
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如何努力做到差别化个性化服
务、超前超值服务、创新创优服务？

…………
（十）洛阳工业，有坚实的产业基

础，有雄厚的研发力量，有高素质的产
业职工队伍……没有理由不发展得又
好又快。

一个个问号，让负重前行的洛阳
工业更加清醒；一个个问号，亟待正在
转型的洛阳工业响亮回答。

洛阳工业经济之问
洛 平

篇问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