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 阳 市 洛 龙 区 田 朝 凯 水 泥 作 坊（身 份 证 号 码
41031119841031153X）：

我局审理你冒用他人厂名厂址、冒用质量标识一案，已
于2013年8月16日向你本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洛龙)
质监罚字[2013]第20号)，你至今未完全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内容。

因无法联系到你本人，故以公告形式发出《催告执行通
知书》((洛龙)质监催执字【2014】1号)，通知田朝凯自公告送
达之日起十日内到我局接受处理，逾期不到，我局将依据有
关规定，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本公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

洛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洛龙区分局

公 告

洛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洛龙区分局

2014年度发票“二次开奖”(第一期)中奖公告
洛 阳 市 地 方 税 务 局

洛阳市地方税务局 2014 年度发票
“二次开奖”（第一期）活动的中奖号码在
新闻媒体及公证部门的监督下，以计算机
抽奖的方式产生，现将有关中奖信息公布
如下：

一、中奖号码分别为：

一等奖5名：
中奖发票代码：241001230170 发票

号码：63797668

中奖发票代码：241001230180 发票
号码：53693359

中奖发票代码：241001330170 发票
号码：42493834

中奖发票代码：241001330170 发票
号码：43082121

中奖发票代码：241001330180 发票
号码：05819721

二等奖 100 名、三等奖 1850 名的中
奖发票详细信息，请登录洛阳信息港首页

开设的洛阳市地税局发票“二次开奖”活
动专栏查询。

二、奖金兑付时间为2014年5月9
日至6月9日的工作日。

中奖者持本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完整
的中奖发票兑付奖金，中奖发票遗失或损
毁的不予兑奖。一等奖在洛阳市地方税
务局发票管理局兑付；二等奖、三等奖在
各城市区地方税务局兑付。

三、兑付点联系电话如下：

洛 阳 市 地 方 税 务 局 发 票 管 理 局
64390663

洛 阳 市 涧 西 区 地 方 税 务 局
63337916

洛 阳 市 西 工 区 地 方 税 务 局
63254942

洛 阳 市 老 城 区 地 方 税 务 局
65582016

洛 阳 市 瀍 河 回 族 区 地 方 税 务 局
65582122

洛 阳 市 洛 龙 区 地 方 税 务 局
65582297

洛 阳 市 吉 利 区 地 方 税 务 局
65582756

洛 阳 市 高 新 区 地 方 税 务 局
65582326

洛 阳 市 经 济 开 发 区 地 方 税 务 局
65582507

洛阳拖研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申请办理

“LYTD-2014-09 号地块工业厂房”项目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根据国家城乡规划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将有关事宜公示如

下：

一、项目单位：洛阳拖研动力科技有限

公司

二、项目概况：该项目位于西工区洛阳

工业园区内，东至秦岭北路，西至洛阳工业

园区用地界，南至310国道，北至龙凤路。总

用地面积为30682.308平方米，其中，建设用

地面积为 26457.099 平方米，道路用地面积

为4225.209平方米。

三、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

四、公示时间：自本公示登报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

五、监督电话：63225083 63917263

洛阳市城乡规划局

洛阳市城乡规划局
建设项目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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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刮开没中奖？别丢！您还有机会中奖，最高能中1万
元！6日上午，2014年度发票“二次开奖”（第一期）举行，现场摇
出一等奖5名、二等奖100名、三等奖1850名，奖金分别为1万
元、800元、200元，共计50万元。（中奖号码见本版《洛阳市地
方税务局2014年度发票“二次开奖”（第一期）中奖公告》）

索要发票，市民维权意识增强
“索要发票不过是举手之劳，还能督促企业依法纳税，何乐

而不为呢？”家住洛龙区的韩璐说，虽然自己只中过两次5元的
刮刮奖，但每要一张发票就留有一份希望。

近年，随着市民维权意识的增强，特别是发票刮刮奖、二次
开奖等活动的开展，市民索要发票的积极性日益提高。

6 日，市地税局举行的 2014 年度发票“二次开奖”（第一
期）活动，共录入有效发票信息75366条。从2000年年初的现
场摇奖，到如今运用网络平台摇奖，我市发票二次开奖活动已
举行了14年，活动的影响不断扩大，群众参与度大幅提高。

不少人还不知道发票“二次开奖”
此次开奖主要针对在我市城市区消费取得的发票。参与活

动的方式很简单，消费者在一次刮奖后，可登录指定网站，输入
发票代码、发票号码和发票密码，经系统确认属于本期“二次开
奖”活动范围的，继续输入消费者的姓名、身份证号（每个身份证
在本次活动期间只能录入十张符合规定的发票）、联系电话，提
示保存成功即可。

市地税局发票管理局局长史胜利介绍，通过开展发票“二次
开奖”活动，不仅可以提高消费者的索票积极性，加强发票管理，
堵塞税收漏洞，充分发挥以票控税的作用，还可以增强消费者辨
别真假发票的能力，未加盖发票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无法辨认或
伪造的发票，均无法录入开奖系统。

就目前情况来看，市民参与“二次开奖”的发票数量，与我
市实际发行的发票数量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究其原因，市
地税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索要发票刮奖已成为许多市民
的习惯，但不少人还不知道发票“二次开奖”的信息。另外，一
些市民索要发票后交由单位财务人员报销使用，也让这些发票被

“埋”进了票堆里。

别为“不要发票可免零头”心动
去饭店吃饭时，服务员的一句“不要发票可免零头”，让不

少市民心动。看似自己省了几元钱，却给商家偷税漏税提供
了机会。

我们不妨来算一笔账。按照规定，餐饮服务业一般需要缴
纳营业税、城建税等多项税费，税率在5.5%以上，同时还要根据
经营利润缴纳所得税。假如您到饭店吃饭消费245元，如果不
要发票商家只收240元，消费者自己省了5元，却给商家省了最
少13元的税。

史胜利表示，希望借此活动，能推动我市形成消费者依法索
票、商家合法用票、税务机关以票控税的良好局面。发票“二次
开奖”活动以后还会根据发票使用情况和税务工作实际不断优
化，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让更多人受益。

本报记者 李迎博 见习记者 姜明明 通讯员 李鸣旭

本年度发票“二次开奖”（第一期）举行

发票刮开没中奖？
别丢，还有机会！

本报讯 （记者 赵佳 见习记者 朱艳艳 通讯员 王明
广 王斐）昨日从市公交集团公司获悉，因九都路上阳路路口
更改为右进右出路口，昨日起，途经此地的 10 路公交车调线
运营。

调整后的10路公交车去程从东花坛西发车，走启明西路、
东新安街、新街、环城北路、道南路、金谷园路、唐宫西路、王城大
道、中州中路、涧东路、丽春东路、上阳路到达盛世唐庄。回程从
盛世唐庄发车，走上阳路、滨河北路、珠江路、丽春东路、上阳路、
九都路、涧东路后，恢复原线路运营。

10路公交车线路调整后，首、末班发车时间不变，票价仍为
每人次1元，各类公交IC卡适用。

10路公交车昨起调线运营

5月8日，在孟津县第一期农村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班的最
后一节课上，孟津县人民法院小浪底人民法庭的法官，为参加培
训的 51 名残疾农民讲述了残疾人权益保护、婚姻家庭等与生
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引导他们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 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赵彩锋 摄

昨日，洛阳市产业集聚区企业与高
校毕业生对接洽谈专场招聘会，在位于
新区的市人力资源综合市场举行。在
招聘会上，来自我市各产业集聚区的
230 家企业，共提供就业岗位 6000 余
个，最终有 1800 余人达成就业意向。
不少企业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市产业集
聚区对专业技术人才、技能人才需求量
大，另外还急缺普通工人。

多数企业主招技术工人
“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订单

越来越多，我们急缺普通工人。”
“我们企业上个月刚上了一条生产

线，需要焊工30名、车工20名。”
…………
在昨日的专场招聘会上，不少企

业倒苦水，“用工荒”已成了企业的燃
眉之急。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几
年，产业集聚区已经成为我市新的经
济增长点、吸纳就业的主阵地。日前，
市人社局对全市 17 家产业集聚区企
业用工情况进行调研，了解到产业集

聚区引进的企业多为工业性企业，对
专业技术人才、技能人才需求量较
大。专业技术人才主要缺工程师、研
发人员、生产主管等，技能人才需求主
要集中在车工、钳工、焊工、模具工等
工种。

另外，企业对普通工人的需求量也
在加大，主要集中在机械制造、服装加
工、食品等行业。为了吸引人才，焊工、
钳工等蓝领工人的月工资均在 3000
元以上，普通工人的工资也都在 1500
元左右。

不少农村劳动力想在家
门口就业

昨日一大早，在市区从事家政服务
的曲爱玲就来到招聘会现场。

曲爱玲和丈夫是嵩县人，已经来城
里打工 3 年，孩子今年才 2 岁，留在家
里托父母照看。这次招聘会上，她想找
一份嵩县产业集聚区的工作，好有时间
多回家陪陪孩子。

去年以来，我市劳动力市场出现
变化，来洛参加招聘会的外地企业，普

遍没有本地企业吃香，大批农村劳动力
更倾向于在家门口就业。

“现在本地工作的工资待遇也和
省外差不多了，再说离家近点可以常
回家看看，尤其是过年再也不用抢火
车票了。”来自伊川县的小吴告诉记
者，前两年他在南方学了电焊的技
术，今年他想辞去广州的工作回洛阳
发展。

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随着本地企业的发展，农民工在
本地务工收入与沿海地区差距逐渐缩
小，去年我市省外劳动力输出人数已
开始下降，通过就业援助、创业帮扶、
技能培训及搭建就业平台等多项措
施，我市大批农村劳动力在家门口实
现就业。

我市将定期发布产业集
聚区人才需求信息

产业集聚区离城区较远，生活配套
设施不够健全——这些硬件上的不足，
曾使不少高校毕业生望而却步。

但洛阳理工学院的赵亮却有不

同的看法。他说，前几年大学生就业
普遍“扎堆”大中城市，虽然发展空间
大，但是生活成本太高。现在洛阳各
产业集聚区引来的都是高精尖的企
业，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对个人发展
也更有利。

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随着产业集聚区的发展，落户我
市产业集聚区的名企会越来越多，基
础设施及配套服务会越来越完善，产
业集聚区的规模效应不可小看。高
校毕业生不应只看眼前利益，而应
把企业发展前景、个人晋升空间、企
业培训机制等，作为求职时的首选条
件。

“可能不少高校毕业生对产业集聚
区的认识还很片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
人力资源服务平台的作用，在产业集聚
区和人才之间搭建一个便捷、高效的信
息交流平台。”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我市将定期发布产业集聚区人才需
求信息，实现产业集聚区企业和人才的
有效对接。

本报记者 李迎博 特约记者 李帆

为搭建交流平台，我市将定期发布产业集聚区人才需求信息

产业集聚区啥最缺？专业技术人才！

【创富主角】

36岁的李海峰在瀍河回族区经营
一家炒货店，不少人都慕名到他的店内
购买炒货。用李海峰的话讲，做这一
行就是要讲诚信，产品质量好才能留住
顾客的心。

【创富过程】

■从流动小摊主到炒货店老板
李海峰说，在经营干果店之前，自

己四处打过零工，推着小车在街头叫卖
过水果。由于收入太低，2004年，李海
峰下定决心要改变现状。

然而，对于像李海峰这样手中没什
么积蓄的人来说，只能投资做点小本生
意。此时，恰好身边有位朋友在经营炒
货生意，他便跟着人家学手艺，打算自
己开店经营。

“学手艺倒不难，那个时候街头卖
的炒瓜子、花生基本上以五香口味为
主，学会一招便可走遍天下。可是，如
何选货只能靠自己慢慢摸索。”李海峰
说，开始时不懂如何分辨货品优劣，有
时进回来的瓜子、花生打开包后才发现
里面有很多是坏的。为了降低成本，一
次只少量购进散货，炒好之后卖光了，
再跑到批发市场进货。如此一来，一天
仅进货这一件事就要来回跑三四趟。

■10年来始终确保产品品质不变
经常到李海峰的炒货店消费的，

除了附近居民，还有不少人是慕名而
来的，其中距离最远的客户在偃师
市。每逢春节前的消费高峰期，李海
峰的店内每天能销售约 400 斤瓜子、
花生等炒货。

李海峰说，小店之所以能受到大家
认可，主要还是因为自己始终坚持把好
产品品质关，所有瓜子、花生都亲自挑
选、亲自炒。

“店内购进的生瓜子全部来自内蒙
古、新疆等大产区，花生则产自东北地
区，从源头上确保了产品品质。”李海

峰说，货进回来后，他还要精挑细选，
把其中颗粒小或品相不好的瓜子、花
生筛掉，然后再炒。炒好之后，还要再
筛选一次，把炒散的以及过了火候的
瓜子、花生全部剔除，剩下的才摆到货
柜里销售。

■增添品种满足更多消费者需求
除了确保产品质量，李海峰多年来

还不断更新炒货口味，目前店内的炒瓜
子、花生等产品共有原味、五香、奶油、
话梅等20余种口味。

李海峰说，店内需保留几个经典

口味的炒货，但也要不断创新才行。
炒货市场竞争很激烈，作为经营者必
须不断学习、摸索，以此满足更多人的
需求。

“瓜子、花生已经是非常大众化的
炒货产品，将来还准备增加一些如炒
榛子、栗子、核桃等新品。”李海峰说，
瓜子、花生价格比较便宜，利润也很
薄，而榛子、核桃等炒货能卖出更高的
价钱，市场需求量也更大。未来店内
炒货品种更丰富了，生意自然能再上
一个台阶。

【创富点评】

洛阳商业联合会副秘书长付王鹏：
我国一直是炒货消费大国，国人在休闲
时最常吃的就是瓜子、花生等各类炒
货。这个行业投入成本不高，但市场前
景还是非常可观的。

炒货小店与大企业相同，严把质量
关才能经营长久。虽然市场上已有一
些大品牌企业在销售炒货产品，但小店
仍可利用自己价格低廉、现炒现卖的优
势来吸引当地消费者。

本报记者 王蕾 特约记者 王少
峰 文/图

讲诚信，好产品留住顾客心

李海峰在为顾客过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