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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张 锐 鑫 通 讯
员 张炜）近日从市科技局获悉，在
省科技厅日前公布的 2013 年河南
省院士工作站名单中，我市 3 家单
位名列其中。至此，全市省级院士
工作站数量达 22 家，共享两院院士
25 人。

这3家单位分别是嵩县开拓者钼

业有限公司“河南省钨钼冶金院士工
作站”、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
司“河南省工业传热节能技术院士工
作站”、洛阳·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
司“河南省产业数据挖掘智能信息化
处理院士工作站”。

“河南省钨钼冶金院士工作站”进
站院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正邦，围

绕钨钼铁合金开展研发及产业化合
作；“河南省工业传热节能技术院士工
作站”进站院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顾
国彪，针对工业传热设备节能、降耗、
减排等领域难题，开展项目引进、成果
转化、科技咨询、人才培养和科技交流
等；“河南省产业数据挖掘智能信息化
处理院士工作站”进站院士为中国科

学院院士徐宗本，重点开展产业数据
分析和挖掘，为企业创新、提高资源利
用率提供方向性的指导和建议。

院士工作站是以院士及其团队为
核心，开展应用技术研究及产品开发
的高层次科研创新平台，旨在破解产
业核心技术难题，推动以企业为主体
的自主创新。

增至22家！全市省级院士工作站“扩容”

本报讯（记者 李迎博）昨日从市
发改委获悉，我市2014年度（第七批）
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工作已经结
束，根据综合评价、专项审计以及现场
考察情况，确定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
司第七二五研究所等 14 家企业技术
中心为第七批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至此，我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达到
48 家。

今年新增的 14 家市级企业技术
中心，分属于洛阳双瑞风电叶片有
限公司、洛阳德平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洛阳金诺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中
汽昌兴（洛阳）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
司、洛阳隆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洛
阳开源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洛阳洛北
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洛阳市科丰冶金
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市豫

瑞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
集团公司第七二五研究所、洛阳新强
联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洛阳超
拓实业有限公司、洛阳中懋环保设
备有限公司、洛阳国润管业有限公
司等。

根据《洛阳市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管理办法》的规定，技术创新能力较
强、管理规范、具有重要导向作用的企

业技术创新机构，可申请认定为市级
企业技术中心，享受一定的奖励政
策。被认定为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的企
业，可获得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企
业购置用于技术开发的仪器、设备和
配套软件，进行产学研合作，购置安装
小试设备，新建或完善研究、实验、试
验用楼房等，我市还可给予最高 200
万元的奖励。

增至48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再“添丁”

本报讯（记者 孙自豪）昨日，环境保护部等国务院八部
委及省政府先后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
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随后，市政府召开会议，安排我市相
关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柳身，副市长郭宜品等参加会议。

此次环保专项行动要求深入开展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检查
和重点流域重污染行业水污染专项整治，对涉重金属重点行
业整治和医药制造行业监管进行“回头看”。

我市会议提出，要加大问题查处力度，对不符合产业政
策、群众反映强烈又治理无望的企业，坚决予以关闭；对有治
理能力但没有完成治理任务的企业，要采取有力措施停业整
顿或强行关闭；对造成巨大污染的企业，不管经济效益多好，
该停的要停，该关的要关，绝不能姑息迁就。

我市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环境保护问责制和“一票否
决”制，对未完成污染物年度减排目标任务的、发生重大环境
污染事故的、因工作失误影响环保模范城市创建工作的，坚决
实行“一票否决”；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给环保工作造
成负面影响和重大损失的，因失职、渎职导致辖区内企业出现
超标排污、直排、偷排等严重违法行为的，要严肃追究单位和
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我市部署整治违法排污专项行动
李柳身等参加会议

违法排污，严查严处！

6月10日，《人民日报》以《“民情微
博”一竿子插到村》为题，对我市“@和
谐龙安—徐屯”等村级政务微博的不俗
表现“点赞”。

来自中央媒体的关注，让人们再次
将目光聚焦于洛阳的政务微博。盘点
一下它们昨日的历程，审视一下它们今
日的处境，我们也许就能知晓：明日，它
们该去往何处……

回望与审视：“大V”与
“僵尸”同在

2011年，政务微博元年，在曾以网
络问政闻名全国的洛阳，政务微博“当
春乃发生”——

当年 4 月和 8 月，我市分别开通腾
讯官方微博“@精彩洛阳”、新浪官方微
博“@微博洛阳”。

次年2月29日，首批55家单位政务
微博上线试运行，并与“@微博洛阳”和

“@精彩洛阳”组成政务微博广场，洛阳
也由此成为河南首个开设政务微博群
的城市。

去年9月，第二批18家单位政务微
博上线试运行，涵盖公交、水务、燃气、
教育等民生领域，至此，洛阳的政务微
博达到73家。

在洛阳政务微博近几年的发展中，
涌现了“@精彩洛阳”“@平安洛阳”等
一批在全国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大
V”，如“@微博洛阳”曾荣获“河南省政
务微博突出贡献奖”“2013年度河南十
大最具影响力政务微博”等奖项，“@平
安洛阳”也曾荣获“中南区政务机构微
博影响力飞跃奖”。

然而，“既得繁花，亦生野稗”——
就在上月初，市网管办公布了我市

73 家单位政务微博今年第一季度排
名。考核数据显示，部分政务微博存在
缺乏基本的更新维护，编发信息数量
少、质量低，与群众缺乏沟通互动等问
题。这些问题，即便在《洛阳市政务微
博考核评分细则（试行）》去年7月出台
后，依然未得到明显改观。

此次考核还发现，市工信局、市国
税局、市供热办、市联通公司等单位的
政务微博甚至近两个月基本未更新维
护，俨然成了“僵尸微博”。

“大V”与“僵尸”同在，这正是洛阳
政务微博的真实写照。当全国政务微
博从井喷期进入优胜劣汰期，那些“僵

尸官微”及其背后的认识误区，更值得
人们深思。

思考与对比：“政”能量
源自为民而动

政务微博到底该干啥、能干啥，政
务微博的“政”能量”又从何而来？

来重温几则往事——
去年9月，因怀疑自己身患胃癌，云

南女孩曾贵媛出走洛阳并失踪。这一
情况被“@平安洛阳”“@洛阳晚报”等
洛阳“大V”发布后，不仅引发央视、《人
民日报》的关注，也让爱心在网络上汇
聚。最终，经过警方和热心网友的全
城搜索，曾贵媛终于在孟津被找到。
这个彰显全城爱心的故事，引来网上一
片喝彩。

前几天，一则《洛宁“愚公”夫妇守
崖造林 30 年，2 万斤杏愁销路》的帖子
引发“围观”。拥有千万粉丝的“@精彩
洛阳”在了解情况后，发出了一条“舌尖
体”长微博，帮助洛宁农民卖杏。这条
长微博获得了几十万的阅读量和大量
的转发、评论，不少爱心人士闻风而动，
短短3天，卖出近5万斤杏子！

不难窥见，为民而动、服务群众，正
是政务微博活力与能量的源泉。

诚然，我市部分政务微博面临着领

导重视不足、职能属性偏冷、发布题材
缺乏、相关人才匮乏、经费投入不足的
现实窘境。大量的本职工作，可能也
挤压了政务微博的运营时间。但是，
这些都不能成为忽视政务微博的借
口，更不能成为政务微博走向“僵尸微
博”的理由。

试问：哪一个政府部门的存在、哪
一项政府部门的工作，会与老百姓的
生活毫无关联？同样面临各种现实窘
境，“@和谐龙安—徐屯”等村级政务
微博都能做好，你为何就不行？对
此，有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存在
能不能做好的问题，只有想不想做好
的问题。”

其实，开通政务微博的初衷，就在
于多一个访民情、听民意、解民忧的平
台，探索一条“网络时代的新群众路
线”。若它形同僵尸、不能为民而动，便
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在无形
中放大一些部门行政中的懒政与形式
主义。

较之传统的沟通渠道，政务微博最
大的特点就在于其互动性。唯有在充
分的官民互动中，方能增进了解、加深
信任、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方能最大限
度地释放其“政”能量。

（下转03版）

为民而动，才有“政”能量

本报讯（记者 赵佳 通讯员 曹少锋）近日，洛阳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顺利通过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审核及公
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
放工作方案的通知》和《工业领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方案
(2012—2020年)》，推进工业低碳转型，2013年，工信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组织开展了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申报评选工
作。第一批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全国共有55个，我省有2
个，分别是洛阳高新区和郑州高新区。

“十二五”以来，洛阳高新区在践行生态文明建设和低碳
产业发展方面，以发展低碳经济为主线，有效提高能源资源利
用效率，积极推进技术创新、技术改造。截至目前，高新区在
加大主导产业建设的基础上，加大投资改造力度，初步形成以
电子信息和文化设计产业、生物医药产业与新材料产业、节能
环保和智能装备制造产业为主的“2+2”特色产业等低碳经济
产业链；通过提高入园项目能耗准入门槛、加强重点耗能企业
监管、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园区循环化改造等措施，在低碳工
业园区建设上取得了显著成效，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进一步增强。

高新区跻身首批
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

洛 平

【你好，洛阳】洛阳师院“一米大学
生”海璐璐的求职故事引起中央媒体
关注。屡败屡战的她，既是对广大求
职者的激励，也是对就业帮扶的考
量。套用她所说的“您伸手就能晾衣
裳，我大不了踩个板凳”，人们不妨“蹲
下去”，以平等的视角施以援手。事实
上，她只是有些“不方便”而已，那么，
就多给她些“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