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3日，全国知名经济类报纸《21世纪经济报道》在《国家经济地理》板块聚焦洛阳，以《洛阳复兴应重视培育市场基因》
等5篇文章，将洛阳置于中国政经版图之中，梳理洛阳经济脉络，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观点和建议，视野开阔，思考深刻，发人深
思，给人启迪。当前，洛阳已吹响了经济发展提速增量与提质增效并行并重、建设名副其实的中原经济区副中心城市的号角，
本报今日编发这组报道，期待引发更多的关注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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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洛阳】 洛河市区段将建第
八座大桥，东部城区的南北通行有望
更加畅通。呼声由来已久，如今方案
出炉，令人倍觉欢欣。悠悠万事，民生
为大；民之所望，执政所向。察民情、
听民意、集民智、惠民生，才有城市功
能的完善，才有发展成果的共享。如
此，跨越洛河的将又是一座“连心桥”

“发展桥”！

本报讯（记者 李江涛）昨日下
午，市委、市政府召开会议，向老
干部通报去年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和今年工作安排。市委书记
陈雪枫出席会议并讲话。

陈雪枫指出，去年以来，面对
异常严峻的经济形势，我市坚持把
做大总量、提升质量作为头等大
事，把稳定增长、防止下行作为当
务之急，把开放招商、服务企业、优
化环境“三大举措”作为重要抓手，
全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
生，基本实现了稳中求进的总体目
标。特别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全市
经济出现了难得的积极变化。主
要表现在：一是经济增长企稳回
升，二是发展后劲明显增强，三是
重点工作有效推进，四是社会民生
持续改善。这些成绩的取得，是省
委、省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
市上下辛勤努力的结果，更离不开
各位老领导、老同志的关心指导和
大力支持。

陈雪枫说，去年特别是去年下
半年以来，我们在工作中着重把握
了五个方面：一是立足当前抓急
事，二是着眼长远谋大事，三是持
之以恒解难事，四是狠抓作风促落
实，五是健全机制求长效。综合评
价2013年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
进步，但是问题还不少，突出表现在
四个方面：一是主要经济指标增速
持续低位运行，二是制约发展的深层
次矛盾依然较多，三是发展不平衡
的问题比较突出，四是区域竞争力
影响力明显减弱。这些问题和不
足，需要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

陈雪枫强调，市委常委会在多
方征求意见，认真分析国际、国内
形势和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
挑战、机遇、短板、优势等基础上，
初步确立了今年我市各项工作的
基本思路，最核心的就是提速增
量、提质增效。实现“两提两增”，
要突出抓好开放改革、产业升级、
盘活资源、改善民生四大重点。围
绕“两提两增四抓”，今年要重点做
好五个方面工作：一是加快推进结
构调整，努力实现提速增量与提质
增效的有机统一；二是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
动力活力；三是积极盘活要素资
源，着力打造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比
较优势；四是走好新型城镇化道

路，有效释放城镇化的“乘数效应”；五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
生，不断提升广大群众的幸福感归属感。

就进一步做好老干部工作，陈雪枫表示，一要持续提升认
识。牢固树立尊重老干部就是尊重党的光荣历史、爱护老干部
就是爱护党的宝贵财富的理念，坚持把老干部工作放在全市工
作大局中来思考、来谋划、来把握、来推进。二要持续转变作
风。认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虚心学习老领导的
好思想、好传统、好作风，加强党性修养，坚持群众路线，提升能
力素质，努力把老干部工作落到实处。三要持续搞好服务。认
真落实各项政策待遇，使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对广大
老干部的关心、关怀、关爱全面落到实处，努力为老干部“老有所
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创造良好条件。四要持续
干好工作。大力弘扬老领导务实重干的拼劲、钻劲和干劲，主
动作为，勤奋工作，努力把洛阳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切实让广
大老干部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中阳通报了全市去年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和今年工作安排。市领导尚朝阳、田金钢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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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占到河南经济60%的洛阳，
竟然跌出中国城市前50强、经济增速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多少有些令人感
到意外。但显然，洛阳的衰落，与其说
是古都的衰落，还不如说是计划经济
时代工业城市的衰落来得确切。

因为，洛阳作为古都的衰落已有
千年历史，并且是中国经济重心转移的
必然结果。如果不是在新中国成立后
中央以计划经济权力集中配置资源，
洛阳显然不会有这40年的绚烂绽放。

既然，洛阳是作为典型计划经济
时期工业经济城市衰落的样本，那么
其问题也就与古都无关，而与计划经

济有关：正因为在计划经济中积累的
“家底”太过厚实，所以就不愿意迈开
步伐走向市场经济；正因为计划经济
的辉煌所形成的那套观念、思维太过
根深蒂固，所以就难以使市场经济的
基因在此萌发。

纵观改革开放后中国区域经济发
展历程，市场经济发展迅速的地方，无
非一是外资进入，二是条件太差逼人用最
原始的求生致富意识闯出市场化路子。

前者的例子，从珠三角的深圳、东
莞，到长三角的上海、苏南，即是明
证。而整个北方，也就青岛、天津、北京、
大连，有外资和外向型经济的点状介

入。也因此，整个北方的市场活力难以
和南方相比。

后者的例子，温州、玉林是典型：
皆因自然条件太差，人多地少，不外出
闯荡，便难以糊口。其结果是，在闯荡
中习得市场能力，无论从商还是进军
实业，均能准确把握市场脉搏。

反观洛阳，既没能在引进外资方
面有大的突破，亦没能啃下国企改革
的“硬骨头”，致使市场基因缺乏。由
此造成的结果是，无论是选择工业转
型，还是旅游兴市，当市场基因缺乏
时，又如何能兴起？因为，转型、振兴
的主体缺乏。至于城市建设，缺乏产

业经济的支撑，无异于无源之水。
如果能解决市场基因不足的问

题，那么洛阳无论向哪个产业方向
转型，自然就都不再是问题。以旅
游为例，同为古都，开封的历史资源
早已埋入黄河淤泥之下，但通过引
进港资有效地利用了历史资源；西
安的旅游开发，则更好——除了有迹
可寻的历史资源，仅仅对历史遗迹的
开发，就值得洛阳认真学习。

而培育市场基因，洛阳的当务之急
恐怕还是需要借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东
风深化国企改革。否则，等资源性行业
的红利吃尽，再转型就更来不及了。

洛阳复兴应重视培育市场基因

事实上，洛阳的命运并非在金元之
后一路下滑。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工
业化进程给了洛阳这座古都崛起的契
机，并使其获得了新的辉煌与荣耀。

“一五”时期，在苏联帮助下，新中
国工业体系开始建立，156 个重大工
业项目布局各地。其中，洛阳一市独
揽6项，并与西安、武汉等城市一起成

为当时新中国首批规划建设的8个城
市之一。“二五”时期，洛阳又有3个国
家大项目落地，“四五”时全国仅有的
4家手表厂之一再次落子洛阳。

彼时的洛阳，拥有中国第一拖拉
机厂、洛阳玻璃厂、洛阳矿山机器厂、
洛阳轴承厂等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其
中，尤其以一拖为最，其建厂由毛泽东

亲自批示。这些大型国企被称为“共
和国长子”，而洛阳这座城市也因此地
位变得与众不同。

大批支援内地的建设者，从四面
八方迁移而来，“每 100 人中就有 10
名科技人员和 1 名工程师”的说法令
这座城市充满了自豪和骄傲。这样
鲜见的人才迁移为洛阳注入了动力

和生机，使其达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
巅峰。

一拖生产的“东方红”拖拉机迈出
了新中国农业现代化第一步，在当时
中国农村成为最时髦的东西。在人民
公社时期，甚至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
有关农业农村的宣传画上随处可见

“东方红”拖拉机的身影。（下转02版）

冬暖如春，更添喜讯。
1月16日，美丽园丁教育基金洛阳

教育培训项目启动，其助力洛阳教育所
勾勒的蓝图令人振奋——

投入培训资金1000万元，依托北京
师范大学、河南大学、洛阳师范学院等省
内外知名高校，在洛阳实施七大工程，为
洛阳打造60所中原名校，培养60名教育
家型校长，建立50个名师工作室，短期
集中培训或脱产培训近万名教师……

若将这些“真金白银”与洛阳“优质
教育资源短缺，区域发展不平衡，入园
难、择校热、大班额等问题仍然存在”等亟

待改变的现状结合起来考量，就不难理
解，为什么在启动仪式上市委书记陈雪枫
会由衷地认为这个项目“一定会为洛阳教
育事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大好机遇不能错过。
美丽园丁教育基金会的厚爱不能

辜负。
市委主要领导多次赴京沪等地谋

划该项目的苦心不能白费。
所以，洛阳既然谋划这样一件正确

的事，下一步就要全力以赴把正确的事
做正确。一定要抓住并用好美丽园丁
教育基金相关项目落户洛阳的契机，抓

项目落实、抓成效“变现”，并在“师人长
技”的基础上，为洛阳教育谋划更加美
好的未来。

抓住并用好这次契机，要胸怀感恩
之心，积极主动搞好合作，以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的劲头，用实干和苦干，让来之
不易的“美丽”切切实实惠及洛阳教育，
惠及洛阳的教师和学生，力争3年过后，
洛阳教育能有让人耳目一新的变化。

抓住并用好这次契机，要求参与项
目实施的每个人，尤其是接受培训的校
长和教师，抓住这难得的提升机遇，虚
心学习、认真学习、踏实学习，通过“美

丽园丁”的培育，使自己的认知水平和
业务能力获得较大的提高，为洛阳教育
的振兴贡献更大的力量。

抓住并用好这次契机，要在学习、
提高的基础上谋划好洛阳教育的长远
发展。3年的学习过程，应该是思想不断
解放、理念不断更新、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
更是对洛阳教育发展规划不断调整完善
的过程。对此，每一个参与者都要做有
心人，尤其是做洛阳教育的顶层设计者。

3年时光贵似金，付出总会有回报。
期待洛阳教育领域能涌现更多的美丽园
丁，能绽放更加美丽的教育之花。

——美丽园丁教育基金教育培训项目落户洛阳的启示（上）

抓住了，才是契机

洛 平

洛阳：古都新命
“大唐，我的母国；洛阳，我魂牵梦

绕的故乡。”2013 年年底热映的徐克
电影《狄仁杰之神都龙王》，开片就将
洛阳置入大唐盛世，使这个古都的复
兴问题成为热点议题。

行走在洛阳的街巷间，市民对这
座城市的自豪，溢于言表。毕竟，这座
城市有着4000多年的建城历史。其

中，1500 年是建都史：中国上古王朝
夏商周三代都一度定都于此；汉唐盛
世，洛阳不是首都，便是陪都，其在中
国历史上地位之显赫，堪称一流。或
许，也只有西安、北京，可与之比肩。

宋元之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南
移，洛阳开始衰落，但在新中国成立
后，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洛阳依

旧站上了时代的潮头，成为当时社会
主义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重镇之一。其
生产的“东方红”拖拉机，更是一个时
代象征与符号。

然而，一切风云繁华，俱成往
事。如今的洛阳，深深受困于在中
国政经版图上地位的持续下降，类
似于“十问洛阳”“洛阳的失落与复

兴”这样的悲怆而焦虑的公共舆论，
近年一直笼罩着这座古都。

而随着中国重化工进程减缓、
基础设施布局渐趋成熟，洛阳如果
再不能抓住机会，或许将更难在中
国政经版图上寻找到自己的位置。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古都洛阳，又将如何维新？

“洛阳”在哪里？显然，并非多此
一问。

众所周知，洛阳自古居于“天下之
中”，在地势平坦的中原地区，只有洛
阳四面山环水绕。也正因其山水形
胜，成为都城的不二之选。尤其是当
中国经济重心由关中向东移至中原、
进而南移东南之后，如果不借重洛阳
的形胜，传统的国都西安基本难以控
扼天下。这也是汉唐时期，洛阳即便
不是国都也是陪都的原因。

基于此，洛阳在中国历史的纵向
坐标中，地位显赫。在夏商周三朝，洛
阳均是都城所在地——如今蜚声国际
考古界的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就是
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洛阳更为人所

熟知的历史，则是东汉末年的三国乱
世。彼时，群雄逐鹿中原，国都洛阳正
是群雄争霸的权力中心。

隋唐时期，由于大运河的开凿，洛
阳成为“九省通衢”、全国水陆交通中
心。武则天当政时，洛阳被称为神都，
国家的中心几乎从长安转移到洛阳。
其实，在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
政治文化中心一直在洛阳与长安之间
摇摆：长安做首都时洛阳就是陪都，洛
阳做首都时长安是陪都，两座城市并
称东西二京。

“大运河的水运功能是渭河不可
比拟的，它将南方的粮食等物资更便捷
地运往北方，在这一点上，洛阳比西安更
有优势。”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洛阳丝

绸之路和大运河研究会会长徐金星说。
即使在宋朝都城迁至开封之后，

洛阳也仍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维持了
其繁华景象。“那时候人们还作诗说

‘谁说今日不如唐’。”徐金星介绍。
而洛阳如此显赫的地位，也使其

在“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盛行的年代
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历经战火荼毒。
董卓火烧洛阳，只是这座城市兴盛与
没落历史中的一页。

北魏末期官员杨衒之过洛阳时，
曾目睹这座城市沦为废墟的惨状。他
在《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当时“城郭崩
毁，荒草丛生，野兽飞鸟出没”，以往车
水马龙的大道成为孩童放牧之地，而
宫门旁则成了农民的庄稼地，不禁有

“麦秀黍离之悲”。尤其是金代之后，
洛阳城被毁，从此洛阳人口不断减少，
地位逐渐下降。

时至今日，洛阳在中国政经版图
上的地位，不仅无法与同为古都的北
京、西安、南京、杭州比，在河南省内也
被迅速崛起的省会郑州抛在后面。
2013年上半年，洛阳的经济总量更一
度跌出中国前 50 位！经济增速更是
跌到7%以下，低于全国水平。

21世纪初，有感于在中国区域版
图上的战略定位不清，时任武汉市市
长李宪生当着总理温家宝的面，连问
三句“武汉在哪里？”。如今，面对城市
地位的日趋下滑，人们亦需追问：洛阳
在哪里？

“洛阳”在哪里？

“东方红”短暂的辉煌

政府储备菜明日开卖
共设投放网点48个，供应时间为9时至12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