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城市竞争“靠实力说话”，换
言之，“靠产业说话”。

在近日召开的全市领导干部会议
上，市委书记陈雪枫明确指出：“当前
洛阳发展遇到了问题，归根结底是产
业发展遇到了问题。”

不妨先来看一组数据。
今年前 5 个月，在全市 38 个行业

大类中，有15个行业累计增速低于全
市平均水平，有9个行业工业增加值同
比出现负增长；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比重前10位的行业，累计占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 73%，对全市
工业的贡献率仅为51.6%。

数据中从来藏不住问题。
自 2008 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

来，洛阳经济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水落
石出”，“国大民小”“重多轻少”“老多
新少”“老弱新小”的局面至今没有根
本性改变。传统支柱产业面临转型升
级的巨大压力，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
较小、拉动能力不强、带动作用不明
显。一言以蔽之，洛阳的产业优势在
缩小！

产业是城市之基。最简单的道
理，没有产业哪有就业？没有就业
哪有收入？进一步讲，产业决定着
一个城市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影响
着一个城市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也
关系着一个城市发展的协调性和可
持续性。

用清醒的目光审视自身，不难发
现：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数十年发展
历程中，产业的兴衰始终主导着洛阳
的“前世今生”。从跨过涧河建设涧西
工业区到跨过黄河建设吉利区，从跨
过洛河建设洛阳新区到跨过伊河建设
伊滨区，每一步都在印证“产业兴则洛
阳兴”的道理。

用战略的眼光眺望世界，有镜可
鉴：2013年7月18日，曾经的世界汽车
工业中心底特律申请破产，既震惊了
全球，也郑重地警示洛阳，“城市的天
空离不开产业的支撑”。烈日炎炎的
洛阳，为之激灵灵打了个“寒战”——
产业引擎不够强劲，何尝没把“换挡
期”的洛阳逼到“命运的十字路口”？

面对2014年“赶考上半场”的“成

绩单”，洛阳仍需扪心自问：
“产业做不强，其他的都没有基

础、没有前途”——我们是否把抓产业
作为考虑一切问题、开展各项工作的
出发点？

“发展产业最难干，而且是一项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长期性工
作”——我们是否把抓产业作为考验
干部的一块“试金石”？

“洛阳有基础、有潜力”——为什
么我们的发展速度竟一度名列全省倒
数第二？为什么我们只有两家产业集
聚区进入全省2013年度“十强”“十快”

“十先进”行列？为什么我们的现实情
况和所拥有的优势如此不相匹配？

…………
加快建设名副其实的中原经济区

副中心城市，是洛阳从低谷崛起的雄
心。不把加快产业发展、产业升级始
终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副中心就无
从谈起！

寄望有多重，关切就有多深。
习近平总书记给河南指了一条

路：要打好“以发展优势产业为主导推

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四张牌”。
省委书记郭庚茂给洛阳点了三个

题：要尽快确立战略主导产业及其主
攻方向，抓好机械装备制造业、电子信
息产业、高成长性服务业。

“上篇”破题立意，“下篇”精微演
绎，“只有上下篇”融会贯通，才能做好
产业这篇“大文章”。

加快推进产业发展，洛阳要扩大
开放招商，突出项目谋划、突出招大引
强、突出跟踪落地，着力引进和实施一
批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
强的重大项目；要紧盯国企改革的机
遇，认真研究和破解以往历次改革的
遗留问题，积极谋划和推动新一轮改
革，不等不拖、争取主动；要推动产业
集聚，加快打造优势产业集群和企业
集群步伐，完善产业链升级，更好地
强化专业分工、集聚要素资源、降低
生产成本、形成品牌效应，全面提升
产业竞争力。

产业撑起“擎天柱”，城市发展“威
震天”。洛阳，期待你用“产业新篇”续
写“城市传奇”！

——再论“加快建设名副其实的中原经济区副中心城市”之三

“产业兴则洛阳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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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 平

新华社郑州7月12日电（记者 宋晓东）近日，河南省政
府下发《关于实施职业教育攻坚二期工程的意见》。该意见指
出，从2015年秋季学期起，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
籍在校生全部免学费，进一步改革财政投入机制，加大对职业
教育支持力度。

据了解，到2018年，河南省职业院校在校生规模将达到
320万人。其中，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160万人，技工学校、
技师学院在校生30万人，高等职业教育包括专科层次、应用
技术型本科和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在校生130万人。

在全国积极推动职业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河南即将迎来
中等职业教育全免费的时代。河南省政府要求，将中等职业教
育学历教育纳入公共财政支出范围，从明年秋季学期起，对各
类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在校学生全部免除学费。

此外，河南省还将进一步改革职业教育财政投入机制，在
全省所有职业院校实行按专业大类、在校生规模和就业状况
核定财政拨款的办法；逐步提高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院
校生均经费标准，加大对职业教育的专项投入。

我省中职学校
明年秋季起学费全免

本报讯（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张炜）10 日至 11 日，
国家大学科技园认定评审会在北京举行。经科技部、教育部
审查，来自北京、河南、江苏、海南、新疆等省（区、市）的21个
大学科技园进入评审环节。洛阳·大学科技园作为我省推荐
的唯一申报单位参加了此次评审。

洛阳·大学科技园是由政府、高校、社会力量共同创办的，
集技术支持、政策咨询、科技金融、教育培训等功能于一体的
现代服务业科技园区。园区目前可自主支配办公孵化面积
1.6万平方米，入园企业65家，其中在孵企业58家，提供就业
岗位1323个，实训大学生600余名。今年1月，洛阳·大学科
技园加入国际科技园协会（IASP），成为全省唯一的IASP会
员单位。

国家大学科技园是以具有较强科研实力的大学为依托，
将大学的综合智力资源优势与其他社会优势资源相结合，为
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创新创业人才培
养、产学研结合提供支撑的平台和服务机构。通过科技部、教
育部认定的国家大学科技园可享受政策优惠。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陈向平参加认定评审会。

洛阳·大学科技园
有望晋升“国字号”

本报讯（记者 鲁博 通讯员 李建会）12日上午，第11届
洛阳会盟荷花节在位于孟津县会盟镇的洛阳银滩休闲农业观
光园开幕。

本届荷花节由市美术家协会、市摄影家协会、洛阳银滩休
闲农业观光园承办，将持续至8月下旬。其间，当地将举行荷
花绘画与摄影大赛、荷花仙子选拔赛、微电影大赛及戏曲、歌
舞专场表演。

自 2004 年以来，孟津县会盟镇已成功举办 10 届荷花
节。荷花节在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特色农业发展、开放招商等
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相关报道见03版）

第11届洛阳会盟荷花节开幕

增强科技创新能力
大力建设创新型城市
《洛阳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草案）》广征民意

风景如画的淮河源头 即将诞生的休闲胜地

车村河谷国家农业公园
四个项目正式签约

本报讯（见习记者 朱艳艳 特约记者 罗
孝民）12 日，在风景如画、花香四溢的淮河源
头，嵩县举行车村河谷国家农业公园百里休闲
观光项目招商发布会，高山茶园、葡萄庄园等4
个高效农业观光项目正式签约。

2012年11月29日，新华网发布消息，中科
院遥感所科学家通过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及实地
考察重新确定的淮河源头，位于河南省嵩县车
村镇境内。源头拥有原生态的自然条件和丰厚
的文化资源；平均海拔750米至900米，处于亚
热带与暖温带过渡地段，气候适宜；境内有311
国道和在建的武西高速公路，郑州、洛阳、南阳、
平顶山等城市均在3小时经济圈内，交通便利；
无工业污染，农耕风貌明显，适宜休闲度假。

去年，嵩县引进瑞贝卡集团、花都温泉公司，
投资120亿元，将用3年左右时间建设国际知名、
国内一流的白云山国家旅游度假区，涵盖白河、车
村两个乡镇，规划面积350平方公里。车村河谷
国家农业公园作为重要配套项目之一，将全力打
造一步一景、两季有果、三季有花、四季常青的百

里花谷观光长廊、休闲农业示范区、美丽
乡村示范带、养生度假旅游目的地。

为吸引更多客商参与美丽淮源的建
设，嵩县推出优惠政策：凡进驻企业连片
流转土地500亩以上，园区规划通过相
关机构评审，政府给予每亩200元地租
补贴，连补3年；企业建设休闲农业园，经过农
业部门规划评审，政府将配套 10%的建设用
地，按成本价供地；园区供水、道路等基础项目
由政府整合相应资金予以配套；5年内所产生
的税收全额奖补企业。

车村河谷国家农业公园项目涉及车村镇
311国道河谷沿线2万余人。河谷内已种植油
葵 5700 亩、核桃 2500 亩、桔梗 4200 亩、牡丹
2500 亩、玫瑰和薰衣草 1680 亩。目前，5700
亩油葵、4200亩桔梗花开正艳，吸引了大批游
人到此观光休闲、养生度假。

不久的将来，淮河源头将呈现“无山不绿，
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的美景，成为休
闲观光、养生度假的胜地。

北

车村河谷
国家农业公园

制图 王伯晨

荷花观赏园游人如织 记者 曾宪平 摄

车村河谷国家农业公园千亩油葵盛开，风景如画 特约记者 罗孝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