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共洛阳市委主管主办 洛阳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 新闻报料、报纸预订、便民服务：66778866（百姓一线通） ● 洛阳网：http://www.lyd.com.cn ● 手机网址：http://wap.lyd.com.cn

LUOYANG DAILY

国内统一刊号：CN41—0004 总第14806期 今日12版

农历甲午年
八月初二

2014年8月
星期二 26 日

中共洛阳市委机关报

凡人民所需者，
莫不全力而为。

——1948年4月9日
本报发刊词

报头题字：

多云转阴天
局部地区中雨
19℃～29℃

全国百强报刊
中国十大地市党报

● 社长：赵飞龙 总编辑：张留东 执行总编辑：郑征 ● 本期总值班：王继辉 首席编辑：郭晓明 版式统筹：闵敏 莉莎 校对：小新 首席组版：杨燕 ● 社址：洛阳市开元大道218号 邮政编码：471023 电话：0379-66778866
● 印刷：报业印刷公司（定鼎南路22号） ● 手机报：移动用户发送LYD至10658300、联通用户发送712至10655885订阅（3元/月，无流量费）● 广告经营许可证：4103004000001号 全年定价：268元 单月定价：23元 零售价：1.00元

商研投资

服务中小企业
招商电话：15103798383

洛阳·要闻▶▶ 02版

【你好，洛阳】《洛阳市城市绿化条
例（修订）》将于今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新建居住区的绿地率不低于30%。对绿
地随意硬化、挤占，终会将人禁锢在“水
泥之城”。绿地不是“没用的地方”，而
是“城市之肺”，它主宰着城市的呼吸，
影响着宜居的品质。“多留点绿地给老
百姓”，这也是条“红线”！

市委十届十一次全会提出建设
名副其实的中原经济区副中心城市
的发展战略，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指
明了方向、明晰了路径、提供了遵
循。就宜阳而言，就是要围绕发展战
略，把握总体布局，持续加快县域经
济社会发展步伐，努力在建设名副其
实副中心进程中实现更大担当、更大
作为。

具体来说，就是要围绕“四个着
力”下功夫、求实效：

盘存量、提增量，着力打造洛阳经
济增长“宜阳板块”。围绕工业六大支
柱产业和24平方公里产业集聚区“一
区五园”产业布局，瞄准产业集群招商
主攻方向，招大引强，大上项目，全力
加快中国风电、青啤二期、中钛航宇、

中软照明等总投资230亿元的57个亿
元以上重大项目建设进度，不断壮大
装备制造、食品饮品、精细化工、电子
电器、新材料、新能源六大支柱产业规
模，培育和打造青岛啤酒、洛铜材料、
海斯迪能源等龙头企业引领的一批年
产值超百亿元产业集群和年销售收入
超10亿元企业。

抓生态、育特色，着力打造洛阳旅
游业发展新名片。充分发挥文化资源
优势，围绕“五山一寺一水一名人”的
旅游发展布局，全力抓好集灵山佛教
文化、莲文化、洛神文化于一体 76 个
项目支撑的灵山文化旅游区“一心六
区”建设，今年十一前建成中原地区一
流的灵山莲花湿地温泉公园和水幕影
城、中原地区最大的佛教文化博物馆，

并申报国家 4A 级景区；高起点启动
“中国西游文化之乡”花果山旅游综合
开发项目，擦亮洛阳旅游业发展“宜阳
名片”，努力将宜阳建成全省文化旅游
名县。

抓融合、强功能，着力打造洛阳周
边最佳生态宜居地。按照建设洛阳

“后花园”和“卫星城”的定位和县城
“一带四区”发展格局，做好“五山一
河”（花果山、灵山、锦屏山、香鹿山、汉
山、洛河）山水文章。把洛河宜阳两岸
打造成集文化、生态、休闲于一体的全
国水利风景名胜区和最佳宜居地；在

“五山”和洛河流域形成纵横交错的绿
色人工走廊、四季常青的山水生态体
系。同时，打造义乌国际商品城、丹尼
斯、迪尼斯、新都汇等100万平方米的

十大商业综合体，把县城建设成功能
完善、生活舒适、吸引周边和外地人居
住的最佳地带。

抓创新、增活力，着力打造兴业创
业的发展高地。紧盯正威国际精铜
加工、西门子电梯、深圳亚太高分子
材料等总投资 277 亿元的 22 个重大
跟踪项目，力争年底前落地率在50%
以上。采取社会化运作模式，全力抓
好江苏常州江南实验学校、温州华富
商学院等民办学校和华山医院等民
办医院建设。重点建好超拓矿用设
备、洛凌轴承公共检验检测中心、深
圳海斯迪电子电器研发中心等实验
孵化基地，抓好伊众、尧皇食品科技
等中心实验室建设，推动产业规模化
发展。

市政协副主席、宜阳县委书记 王琰君

围绕“四个着力”推动跨越发展

本报讯（首席记者 李三旺 通讯员 张萌 林梦真）如何才
能让老年人享受更贴心、更便捷的养老服务，是全社会关注的话
题。记者昨日从市民政局获悉，我市将推行居家养老服务和社
区养老服务融合发展，到2020年，全市所有社区都将有养老服
务中心。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具有日间托
老和居家上门服务功能，主要是在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基
础上，整合居家养老服务等社会资源，为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直接或协助提供养老服务，以满足老年人就近养老需求。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60周岁及以上老年
人，重点是本市户籍的城镇散居“三无”老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且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子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等。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以满足老年人的生活需求为重点，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个人购买服务、志愿者结对服务、邻里互助服务
等多种形式，为老年人提供安全保障、生活照料、医疗保健、精神
慰藉等4类服务。以生活照料为例，社区养老服务中心除了为
老人提供日间照料服务，还将为不能、不愿出门的老人提供做

（买）饭、帮厨、代购、陪护、家政保洁、家电维修等服务。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按照“公开条件、自愿报名、择优录取、持

证上岗”的原则，招聘具备家政服务、水电维修、医疗陪护、心理
咨询等专业特长的人员，统一组织其参加养老护理员培训等相
关技能培训，取得资格证书，签订上岗协议，办理有关用工手
续。同时，由社会志愿者、义工等人员组成的志愿服务队伍，也
将有组织地为老年人提供义务养老服务。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融合发展，是社区养老服务和居家
养老服务相互衔接、互为补充、共同发展的有益探索。”该负责
人说。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融合发展

2020年全市所有社区
都将有养老服务中心

本报讯（记者 孙自豪）昨日，市委
书记陈雪枫主持召开全市重要工作
碰头会议，听取部分重点项目进展情况
汇报，研究促进产学研融合发展的政
策措施和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推
进工作。

会议听取了市科技局关于我市产学
研合作专项行动计划和促进产学研融合
发展若干政策措施落实情况汇报。行动
计划提出了强化企业产学研主体地位、
加快高校科研管理职能转变步伐、加快
科研院所改革创新步伐、推进产学研开
放合作、营造产学研科技创新环境、开展
分类实施和整体推进等6项重点任务。
围绕重点任务，我市配套出台了10个方
面的激励措施：一是加快产学研联合创
新能力建设步伐；二是支持高新技术成
果转移转化；三是支持科研人员创新创
业；四是促进产学研开放合作；五是加快

产学研人才培养引进步伐；六是加大产
学研财税优惠政策支持力度；七是加快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步伐；八是加大
产学研科技创新服务力度；九是加快产
学研合作先进示范引导步伐；十是加大
产学研考评激励和宣传表彰力度。

会议指出，目前，我市产学研融合
发展的优势尚未得到有效发挥，科技支
撑经济发展的能力还不强。要牢固树
立“以用为本”理念，强化开放合作意
识，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
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步伐，真正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到
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要学习借
鉴先进地区经验，下实功、出实招，盘活
全市科技创新资源，重点扶持一批具有
较强创新能力的大型骨干企业，增强优
势领域的创新力和竞争力。要紧盯目
标，突出抓，具体抓，把有限精力、财力

集中到解决关键性问题上，决不能“遍
撒胡椒面”，决不能以会议落实会议、以
文件落实文件。

会议研究了我市机器人及智能装
备产业推进工作。近年，通过实施国
家、省、市重点工程和重大科技专项，我
市在自动化控制、光机电一体化综合设
计、视觉系统设计等领域，涌现出一批
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据不完
全统计，全市已有45 家企业及科研院
所开展工业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相关产
品的研发及生产。但是，我市机器人及
智能装备产业依然存在产业规模较小、
核心技术缺失、技术人才缺乏等问题。

会议强调，制造业发展在我市整个
产业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必须把发展
高端装备制造业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的重要路径。要加强政策引导，重点
选择一批龙头企业实施机器人及智能

装备的应用推广，推动我市工业机器人
及智能装备的产业化。要瞄准国际、国
内机器人制造龙头企业和研发机构大
力开展定向招商，重点引进掌握关键零
部件和核心元器件的上游企业，打造完
善的机器人与智能装备产业链。要抽
调精兵强将，组建专业化团队，专心致
志推动这项工作。

会议强调，各有关部门要找准自己
的定位，打破常规，主动出击，在重点工
作、重点项目上寻求突破。要强化台账
管理，定了的事情必须立即办、务实办、
办到底，不允许推诿扯皮、敷衍塞责，不
允许问题解决不了又不及时报告。

会议还研究了洛阳石化1800万吨
炼油扩能改造项目推进情况、洛阳水利建
设投资集团运营情况及改制工作、伊洛
河水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管理体制。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陈雪枫主持召开全市重要工作碰头会议强调

下实功 出实招 见实效
强力推进产学研融合发展

昨日，在洛阳国舰齿轮传动有限
公司高精度齿轮生产基地项目二期
的装配厂房里，工人们正在组装一批
即将出口的新型齿轮减速机。

该项目总投资 1.3 亿元，位于洛
阳市先进制造业集聚区，为产学研融
合发展项目。项目充分发挥引进设
备硬件优势，与高校等科研机构强强
联手，延伸高端齿轮制造产业链条。
项目建成后，具备6000千瓦齿轮箱生
产加工能力，可年产大型工业用变速
箱 500 台（套），预计年销售收入 5 亿
元，这里将成为辐射中部六省的高端
齿轮加工及变速箱整机制造基地。

记者 潘郁 通讯员 司维 摄

打造高端齿轮
制造基地

今 日 导 读

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339个
新签约招商项目170个

我市2014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报告显示

十多年如一日投身公益，
河南农民工李高峰落户北京

“做好人，就一定有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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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拟将9月30日
确定为烈士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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