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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前从市发改委获悉，今年
以来，我市持续推进重大项目例会、联
审联批、现场督导协调等机制，强化管
理服务。1 月至 5 月，省、市重点项目
完成投资 247.4 亿元，实际开工项目
61个、竣工10个；17家产业集聚区新
开工亿元以上主导产业项目56个、竣
工49个，完成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
收入1500亿元。

我市部分重大项目、民生工程取
得新进展。

■1800万吨炼油扩能改造项目

【项目简介】该项目位于吉利区，
由中石化洛阳分公司投资260亿元对
原炼油项目进行扩能改造。该项目由
5个项目组成，其中主体炼油项目投资
168 亿元，新增原油加工规模每年
1000 万吨。扩能改造后，新、旧项目
油品质量均达到国Ⅴ标准。4个辅助
项目分别是原油商业储备基地项目、
原油管道项目、成品油储备基地项目、
成品油管道项目。

【项目进展】在主体炼油项目 20
项前期工作中，除环评外完成 19 项。
今年5月，环保部正式受理1800万吨
项目环评报告。6月初，环保部环评中
心组织专家对该项目环评报告进行评
审并形成专家意见。目前，项目环评
编制单位正在会同相关单位，结合本
次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评估会专家意
见，对环评报告进行修订。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

【项目简介】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第
一阶段工程包括 1 号线全部和 2 号线

（一期），总长43.5公里，总投资292亿
元。其中，1 号线长 23 公里，设 19 座
车站，建设周期 5 年；2 号线长 23.5 公
里，规划19座车站，于1号线基本完工
后开工建设。

【项目进展】目前，线网规划、近期
建设规划、土地利用控制性详规、文物
影响评价和环境影响评价已编制完
成，融资方案正在修改完善。国家文
物局已批复文物影响评估报告。

■前坪水库项目

【项目简介】前坪水库项目拟建于
汝阳县城西南9公里淮河二级支流北
汝河上游，控制流域面积1325平方公
里，总库容 6.1 亿立方米，估算工程总
投资 35 亿元，是一座以防洪为主，兼
顾灌溉、供水、发电的大型水库。

【项目进展】目前，项目建议书获
国家发改委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编
制已全面启动，正在进行可研报告设
计单位招投标工作。

■大鱼沟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项目简介】该项目位于洛宁县涧
口乡，由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总投资 52.68 亿元，占地 3959
亩，拟装机容量 1200MW，有效库容
525万立方米。该电站将和火电项目
紧密结合，在洛阳乃至河南电网中担
负调峰、填谷、调频、调相和紧急事故
备用等重要任务。

【项目进展】目前，国家能源局已

复函原则同意河南省抽水蓄能电站选
点规划成果及审查意见。本次选点规
划共确定河南省 2020 年新建抽水蓄
能电站推荐站点 4 个，洛宁大鱼沟抽
水蓄能电站排在第一位。

■重大规划编制工作有序开展

我市还积极推动重大规划编制工作。
市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我市委

托中国物资学院进行编制，已形成初稿，正
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市集中供热热源及管网建设规
划。规划重点研究供热热源及管网建
设，实现各供热区域互联互通。委托
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编制
规划，现已完成规划纲要。

市应对气候变化规划。去年12月
启动规划编制工作，目前已完成初稿。

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的编制是实
施低碳发展的基础性工作。目前，工
业生产过程领域和能源活动领域的温
室气体排放清单已完成初稿。

本报记者 李迎博

今年前5个月，全市省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47.4亿元

多个重大项目有序推进
本报讯（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张炜）昨日从市科技局获悉，

日前，科技部、财政部公布2014年度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立项
支持名单，我市5个项目入选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9个
项目入选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服务项目，共计争取中央财政资金
1332万元，占全省的21.95%，居全省前列。

其中，洛阳普瑞曼自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绿色循环油气回收
智 能 控 制 装 置 项 目 ”、洛 阳 华 软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华 软
Smart560智慧物联云服务平台项目”等5个项目获科技型中小企
业技术创新项目立项支持，争取专项资金 350 万元，占全省的
10.6%。洛阳瑞泽石化工程有限公司“面向化工行业工程设计与
技术服务平台建设项目”、洛阳百润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中
国轴承云商智能服务平台（CBTOP）项目”等9个项目获得科技型
中小企业科技服务项目立项支持，争取专项资金982万元，占全省
的42.88%。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由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综合运用无偿
资助、股权投资、业务补助或奖励、代偿补偿、购买服务等方式，鼓
励引导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开展科技创新、完善中小企业服
务体系、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加强国际合作，从而激发科技型
中小微企业活力和创造力，促进扩大就业和改善民生。今年，我国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科技创新、科技服务和引导基金项目立项
共计3825项，中央财政预算计划安排资金34.8437亿元。

争取中央财政资金1332万元

我市14个中小企业项目
获国家资金支持

MBA（工商管理硕士）教育是管理学国际水平的标志，

河南科技大学MBA旨在培养具有全球视野、深厚底蕴与创

新创业的管理精英，热诚期待各界有识之士报考。

2014年6月20日至7月10日登录“中国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信息网”（http://www.chinadegrees.cn）进行网上报

名，7月11日至14日，进行现场确认。

详情请登录河南科技大学 MBA 教育中心：http://

www.haustmba.com/查询。

为商之道 始肇河洛
——河南科技大学在职MBA热招

咨询：0379-65626165 65627319 15036300187
联系人:丁老师 谢老师 曹老师

在广东乃至全国的经济版图上，
佛山一直以制造业见长。身处其间的
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如今正肩负
创新孵化的重任，经历“二次创业”，探
索从创意到成果的全过程产业创新，
引领制造业步入价值链的高端。

一项科技成果或是一个创意点
子，如何让它尽快成长，成为一个项
目、一个企业，乃至形成产业，佛山高
新区做的正是这样打通“全产业链”的
创新。

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专职副主任苏岩以陶瓷业为例向记者
描述了佛山制造业遭遇的瓶颈：“佛山

产的中高档瓷砖也就卖到 200 元一
块，意大利生产的顶级瓷砖却能卖到
5000元一块。经过调研后我们发现，
这种新型的瓷砖垫了一层蓝宝石纤
维，有了这颗蓝宝石‘芯’，瓷砖能做到
更薄更坚固，当然价格也随之上涨。”
产品差距的背后是技术与设计的落
后，如何尽快缩短这种差距，佛山高新

区一方面着手加快自主创新资源集
聚，另一方面敞开怀抱吸纳全球创新
人才与技术。

“企业和市场的需求是高新区创
新的方向。”苏岩表示，“二次创业”不
再是从无到有，而是从有到优，创新要
素成为指挥棒，真正突出了佛山高新
区“孵化器＋加速器”的功能。

2012年1月12日，佛山国家高新
区核心园区正式移师南海，开启“二次
创业”征程。两年多来，佛山高新区拥
有了滨水艺术长廊、力合科技园等一
批产业载体和创新平台，服务半径不
仅覆盖佛山，而且延伸至全国，辐射海
外，已形成智能家电、平板显示器件和
高端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集群。
（据《经济日报》2014年7月2日12版）

广东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打通创新“全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