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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偃师市产业集聚区规划、
指导意见和管理办法相继出台，其
中明确了产业集聚区的区域定位：
将首阳新区打造成为产城融合综合
服务区，将首阳新区以东、洛河以北
区域打造成为新能源、新材料园区，
在洛河以南区域从东往西依次建成
三轮摩托车园区、特种车辆园区和
小家电园区，以产兴城、以城促产，
打造产业“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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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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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师新闻

本报讯 围绕“持续转型、奋力崛
起”总基调，偃师市开放招商再结硕
果——12 月 21 日,总投资 23 亿元的
偃师（闽商）鞋产业园项目签约。

该项目由野力体育（中国）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 23 亿元，占
地 1000 亩，设计年产运动鞋、时装
鞋 2500 万双至 2800 万双，服装 300
万套至 500 万套，年产值 23 亿元，利
税 3 亿元。

制 鞋 产 业 是 偃 师 市 的 传 统 产
业。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该市
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布胶鞋生产基
地，目前拥有制鞋企业 510 余家，其
中规模以上企业 35 家，从业人员 6.7
万余人，年产各类布鞋 4 亿多双，总
产值 70 亿元；拥有注册商标 300 余
个，其中“华荥桥”和“金旺老字号”
是河南省著名商标。为加快推进制
鞋产业转型升级，偃师市把制鞋产
业作为富民产业、民心工程进行扶
持，制定了《关于加快制鞋产业转型
升级的意见》，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
策和帮扶措施，科学规划建设制鞋
产业集聚区，促其壮大规模、集聚发
展、延长链条、提质增效，打造“中国
布鞋之都”。

偃师（闽商）鞋产业园项目的落
地，可加速推进偃师制鞋产业转型升
级，同时可形成产业引领、税收、就业
三大效益，促进制鞋产业集聚发展、持
续提升，为偃师推进产业转型、优化产
业结构注入新动力。

野力体育（中国）有限公司于
2007 年在新加坡挂牌上市，是一家
集研发、生产、营销、品牌营运运动
用品于一体的现代化大型体育用品
企业。 （黄伟伟）

总投资23亿元，
年产量逾2500万双

闽商鞋产业园
签约落户偃师

■贯通道路 完善设施
从连霍高速偃师引线跨过310国道一直

向南，杜甫大道项目跨越洛河及 3 个镇区与
偃师市产业集聚区古城路对接。该项目全长
7.154 公里，分两期实施，设计双向 8 车道和
大桥 2 座，向南与洛偃快速通道连接的道路
和跨伊河大桥也已启动建设，预计明年年底
前全部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可将产业集
聚区南北两区连为一体，有效完善产业集聚
区及城区的路网结构。

在连霍高速偃师引线两侧是偃师市产业集
聚区北区的新能源和新材料园区，这里多沟壑荒
山，工业用地紧缺。偃师干群发扬愚公移山精
神，向山要地，移山填沟，通过多年土地平整，盘
活工业用地5000余亩，安置企业20余家。

在连霍高速偃师引线东、招商大道南，今
年实施的 350 亩和 83 亩两块土地已平整到
位，共挖运土石方19.9万立方米。在其中一块
83亩“净地”上，新签约的洛阳恒华年产 500
万平方米导电纤维材料项目已顺利进驻。

这块 83 亩的“净地”是北区今年重点实
施的“3311”基础设施工程之一。“3311”基础
设施工程即建设改造 3 条道路、修建 3 条管
网、平整2块土地。目前，“3311”基础设施工
程建设已接近尾声，新建道路 2758 米、排水
管网4898米，累计铺设完成自来水管网15公
里、雨污水管网17.8公里，形成了“五纵四横”
的路网框架，供排水基本实现全覆盖。

连霍高速偃师引线南延的杜甫大道以
西，是偃师市产业集聚区南区的三轮摩托车
园区，这里集聚了 150 余家三轮摩托车整车

生产和配套企业，配套基础设施完善，其中投
资 3560 万元的第三污水处理厂项目基本建
成，投资3800万元的自来水改造及管网建设
项目已建成投用，投资3.3亿元、省内最大的
太阳能光伏发电站项目每小时可发电3万千
瓦时，投资3650万元的110千伏变电站和投
资1.3亿元的220千伏变电站已经投用，为企
业输送充足电力。

■链条集聚 转型崛起
刚刚编制完成的《偃师市产业发展规划

（2013年—2020年）》将偃师市的产业定位为
“3+4+X”。其中“3”即用两年时间打造三轮
摩托车、新能源、新材料三大超百亿主导产业
链条。围绕这个“3”，偃师立足“链条、集聚”，
狠抓在建项目的竣工、签约项目的落地、在谈
项目的签约，加速产业延链、补链、建链、强
链，强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走进川渝精工，新厂区干净整齐，生产井
然有序。在组装生产线上，单条线每日可完
成 600 套后桥。公司负责人王小明介绍，川
渝精工年产 50 万套三轮摩托车后桥及配件
生产项目于去年启动建设，今年 1 月搬入新
厂区试产，目前已生产三轮摩托车和电动车
后桥11万套，与老厂区最高7万套的产能相

比，增长近 60%，产品也由原来的三大类 10
个品种扩大到现在的八大类40个品种。

拉开偃师市产业集聚区由三轮车向四轮
车转型序幕的凯曼重工项目，今年试产混凝
土搅拌车和散装物料运输车200多辆。与此
同时，世强年产400万套汽车轴承、鑫源年产
10万台农机、北京申安年产100万套节能灯
具、万吉新能源年产1000兆瓦薄膜太阳能电
池、辰闰科技年产 10 万吨金属复合材料、建
龙公司年产15.5万吨吸附材料等转型升级项
目正在加紧推进。

近年，偃师三轮摩托车产业园共实施亿
元以上工业项目 36 个，总投资 207.53 亿元，
其中已竣工项目11个，总投资31.75亿元；在
建项目 23 个，总投资 141.18 亿元；新签约项
目 2 个，总投资 34.6 亿元。目前产业集聚区
整车、配套项目已实现链条集聚发展，整车生
产能力突破百万辆，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
30%，为偃师“持续转型、奋力崛起”提供了坚
实的产业支撑。

■集中办公“一站式”服务
在偃师市产业集聚区内，综合服务中心建

设已接近尾声，预计年底前竣工。该中心建成
后，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下设的“一办三局一中

心”及抽调的10个职能分局将实现集中办公，
“一站式”审批服务作用将得到充分发挥。

为确保重大项目顺利实施，偃师依托产
业集聚区工作例会实行“一站式”审批，办理
项目前期手续做到立等可取；推行“两个不见
面”制度；明确由一名市领导牵头，从相关职
能部门抽调人员成立首席服务官小组，为项
目签约、落地、建设提供全程服务；持续开展

“百名干部进百企”“政法干警进驻重点项目”
“百项工程攻坚战”等活动，全方位服务企业
发展和项目建设。

“项目落户偃师市产业集聚区，主要看中
了这里成熟的园区、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
投资平台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在偃师投资兴
业，我们感到放心、舒心。”在一次联审联批例
会上，完成工商注册手续后，洛阳东风新能源
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云军感触颇深。东风
新能源汽车项目总投资18亿元，计划一期建
设年产 6 万台低速四轮新能源汽车，产品涵
盖低速轿车、面包车、小卡车三大类，对偃师
三轮摩托车的产业转型和布局影响巨大。

■以产兴城 以城促产
在洛河南岸、杜甫大道西侧，4幢高层建

筑挺拔耸立，主体封顶、内外装修加紧施工，
这是偃师先期启动的水岸柳苑一期工程，二
期工程也于今年10月底开工建设。

水岸柳苑社区是偃师重点实施的产城一
体化项目之一，总投资10亿元，占地170亩，
规划建设高层住宅 26 栋 3200 余套；产城一
体化另一项目中侨社区总投资7.5亿元，占地
300亩，总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一期工程规
划建设住宅 24 栋 2260 套，目前一期工程安
置房已交房。项目全部建成后，除安置周边
群众外，还可安置3.6万名产业工人。

结合《偃师市产业集聚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偃师将洛河以南、310 国道以西区域确
定为产业集聚区产城一体化推进区，规划总
面积4000亩，设计建设住宅、超市、街区、游
园等生活配套设施及学校、医院等公共配套
设施，将产业功能、城市功能、生态功能融为
一体，实现产城一体、产城融合。目前，先期
启动的 1.5 公里道路和 550 亩城市综合体建
设项目前期工作正在推进，明年全面进入实
施阶段。 本报特约通讯员 黄伟伟 文/图

偃师市产业集聚区规划、指导意见和管理办法相继出台

加快产业集聚 促进产城融合

北易电动工业园驱动电机生产线，月产电机近万套

57 岁的李雪岭，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调研员。凡是认识他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称
赞他不仅是一个好邻居、好同事，更是一个值得
尊敬的大孝子。

父母眼中的好儿子
近日，在新区长城花苑社区家中，李雪岭正

陪89岁的岳父看报纸（右图），他的爱人给父亲
削着苹果，一家人其乐融融。

李雪岭出生于开封通许。1976年，20岁的
他应征入伍，到吉林靖宇某部队服役。

1995年，他调到驻洛某部工作，家也从靖宇
搬到了洛阳。那时候，李雪岭60多岁的父亲患有
严重的头皮癣，为让父亲早些摆脱疾病带来的痛
苦，他和爱人将老人从开封接到洛阳看病，每天按
处方为父亲洗头上药，按摩穴位。在他们的精心
照料下，一个月后，父亲得了10多年的顽症竟奇
迹般治愈了。

2000年，李雪岭转业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工作之余，夫妻二人经常陪父母游览各
地的名胜古迹。

2008 年，李雪岭的父亲患了脑梗，半身不
遂，夫妇俩陪父亲就医，并请假陪护。病情好转
后，他们把父亲送回老家疗养。每逢节假日，李
雪岭都抽空与爱人回老家照顾老人。

今年 10 月，父亲因病去世，李雪岭十分悲
痛。“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是天大的恩赐。作
为儿女，就算尽再大的努力，也回报不了父母的恩
情。”谈及自己的父亲，这个坚强的男人数次落泪。

岳父心中的好女婿
李雪岭不仅对自己的父母非常孝顺，对岳

父、岳母也是孝敬有加。
岳父是东北人，早年患上了心脏病，已有60

多年的病史，需常年服药。家里还有一个患有智
障和多种疾病的内弟。

2000年岳母去世后，岳父生活艰难，李雪岭
便和爱人商定，把岳父接到洛阳家中颐养天年。

自老人来到家中的第一天起，他就把宽敞明
亮且带卫生间的卧室让岳父和内弟居住，每天工
作以外的中心任务就是陪伴岳父及内弟。

为了给岳父和内弟治病，夫妇俩倾其所有，走
遍了全市的各大医院。岳父旧病复发时，李雪岭白
天上班，中午和晚上到医院陪护，有时甚至在医院
打地铺，陪伴老人一次又一次度过危险期；47岁的
内弟赵忠强在他的精心照料下，病情稳定。

今年6月，他专门请了假，陪老人和内弟踏
上了返乡的旅程。从洛阳到长春、从长春到靖

宇、从靖宇到长白……一路上老人家很兴奋。
尤其是在长白山，李雪岭雇滑竿把老人和内弟
抬上了海拔4000多米的天池，许多游客看到坐
在滑竿上银髯飘逸、精神矍铄的老人，纷纷竖起
大拇指。

李雪岭的岳父赵会廷告诉记者：“我们这个
家，多亏了雪岭。他对我从不嫌弃，这个女婿比
亲儿子还亲。”

亲友眼中的大孝子
如果说对自己的亲生父母和岳父的孝敬是

做儿女的本分，那么，对干爹干娘的孝顺更是令
人感动。

20世纪50年代末，李雪岭的父亲参加三门峡
水库大坝建设，结识了同为通许县人的张洪顺夫
妇，夫妻俩见小雪岭乖巧可爱，便认他做干儿子。

在参军后的20多年里，每次探亲休假，他都
抽身看望干爹、干娘或寄钱过去。1991年，李雪岭
的干爹去世，他经常捎钱捎物，为干娘购置生活必
需品。

2012年年末，96岁的干娘去世，夫妇俩及时
赶回老人住处，并承担了所有为老人送终的费
用。老人的邻居和亲友纷纷称赞：“见过认干儿
的，没见过这么孝顺的干儿。”

现在，李雪岭一家四世同堂，上有89岁的耄
耋老人，下有牙牙学语的孙女，一大家人同吃一
锅饭、同住一套房，享受着天伦之乐。

日前，李雪岭当选 2013 年度“洛阳十大孝
子”。 本报记者 王晓丹 文/图

李雪岭：用孝心演绎人间大爱

机场相关人员介绍，按照民航总局下发
的《民用机场使用许可规定》第三章第四十条
规定，运输机场更名应符合以下条件：机场所
在地城市名称发生变更的；当地群众因风俗
或读音而强烈要求修改机场名称后缀具体地
点名称的，但不能出现与机场所在地行政区
划的名称一致、与现有其他机场重名或重音
等情况；由民航总局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国
际机场的，机场可在名称内增加“国际”二字。

“全国民用机场更名均遵从这一原则。”

该工作人员说，机场更名有规可循，不能随
意进行。

市民政局区划地名科工作人员于建英
介绍，机场、火车站等名称属专业设施名
称。按照我省《地名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
定：专业设施名称的命名、更名，由专业设施
的管理单位向其专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征
得所在地人民政府同意后由专业主管部门
审批后才能进行。

本报记者 马毓鋆/文 潘郁/图

“洛阳北郊机场”
不能随意更名

洛 阳 北 郊 机 场 从
1987 年投用至今为洛阳
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不少贡
献。近日，网上一篇题为

《洛阳机场名称能否更改
为洛阳牡丹机场》的帖文
引起市民热议。机场是否
能更名？记者带着疑问走
访求证。

记者在该帖文中看到，发
帖者认为将名称改为洛阳牡
丹机场后，不仅能体现城市特
色，新名称本身更大气，同时
还能加深游客对“牡丹花城”
的印象。

此帖一出，引来市民热议，
一时间反对的、支持的、建议的
声音不断，众说纷纭。

有市民认为，此建议有新
意，牡丹机场听着舒服，牡丹又
象征着吉祥富贵，能给洛阳带
来好运。

还有市民认为，机场现用
名称挺好，改名只是形式，与其
这样纠结不如把精力放在提高
服务质量等方面，让来洛游客
都说好才是真的好。

对此，洛阳北郊机场相关
工作人员认为，市民提出改名
建议是对家乡机场的关心，但
目前机场没有更名的必要。

北郊机场相关工作人员介绍，1987年投
用时考虑洛阳所处历史地位，将机场对外名
称定为洛阳机场，民航系统内部名称为民航
洛阳站。那时，民航系统还没有相关机场名
称使用规范的具体规定，洛阳机场这一名称
一直沿用到1994年年底。

1995 年年初，民航系统已经有了相关
机场名称使用规范的具体规定，据此，洛阳
机场更名为洛阳北郊机场并沿用至今。

“机场更名后，机场使用许可名称、税务

登记名称、工商登记名称等都需要改。”该工
作人员说，操作起来涉及很多专业问题。比
如航行情报名称，这个名称变更不仅耗时
长，还需要通过不同的行业检验，同时还需
告知国际航协，这样难免会对国内、国际航
线的正常运行造成影响。

该工作人员说，机场更名是“牵一发而动
全身”的系统工程，操作起来也很麻烦。所
以，对网友的热情，机场方面表示理解和肯
定，但就目前情况来看确实没有更名的必要。

近日，一篇建议洛阳北郊机场更名的网帖引发市民热议。
有关方面表示，机场更名“牵一发而动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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