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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津县城关镇杨庄村的群众，只要提起该村便民
服务站，个个都会竖起大拇指。群众有疑问可进行信
息咨询，有事要办代办员一包到底。服务站运行以
来，已为群众办理各类便民服务事项35件，赢得群众
好评。

今年以来，城关镇以“四项机制”试点工作为契机，
加大便民服务工作力度，在镇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改造
扩建了杨庄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成立了村级便民服
务站，并配备了柜台、电脑、电话等办公设施，开设了证
照办理、信息咨询等5个便民服务窗口，群众在家门口
就可办理农村养老保险、生育证件等与生活息息相关
的5大类19项便民服务事项。

便民服务站还制定了挂牌值班、AB岗轮班、全程
代办、首问负责、一次性告知、办结公告和责任追究等
工作制度，明确村秘书、计生专干和民调主任为代办
员，每周定时到镇便民中心帮助群众办理各类请办事
项。该镇还将镇便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二维码制作
成宣传海报，在城乡网点柜台及繁华街道张贴，引导广
大群众“扫一扫”添加关注，真正打通了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 （韩新伟 王文娟）

城关镇：

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

日前，在孟津县小浪底镇朱坡村便民服务站，前来
办理手续的村民络绎不绝。敞亮的办公环境、崭新的
办公设施、统一的服务标志……工作人员忙忙碌碌，群
众办事简简单单。这些变化让群众高兴。

今年以来，小浪底镇采取有效措施，强力推进“四
项机制”试点工作，积极整合完善镇便民服务中心功
能，全力推进村级便民服务站和综治“一站三会”建设，
不断完善党风政风监督机制，通过代办服务、上门服
务、进驻服务等形式，为群众提供更便捷、全面的服
务。目前，该镇已办理各类惠民实事3200多件。

该镇制定完善了镇、村两级权力清单，议事规则，
议事范围和议事流程，同时还建立了镇村“四议两公
开”工作法监督检查机制，重新明确镇纪委和村监委会
监督职能，进一步深化和规范了民主科学决策及村级
事务运行管理机制。

把服务场所搬到群众家门口，是小浪底镇落实“四
项机制”的一项重要举措。目前，该镇已高标准建设5
个试点村级便民服务站，一张运转高效、覆盖城乡的服
务网络正在形成。 （权继普 谢计超 吴亚楠）

小浪底镇：

把服务场所
搬到群众家门口

作为孟津县颇具发展潜力企业之一
的隆华节能，采取“走出去”“引进来”及合
资建厂、企业并购等方式，进一步扩大经营
规模，形成新材料板块、水处理板块、节能
环保板块“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可喜局
面。其研发的“高效复合型蒸发式冷却

（凝）器技术”多次入选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
广目录。这是孟津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
施科技创新取得明显成效的一个缩影。

孟津县委书记黄玉国认为，抓发展，
不仅要抓经济总量，还要抓科技创新，更
要争取拥有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
品和市场知名品牌。广开渠道招才引智，
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培育科技型经济增
长点，已成为孟津工业经济保持快速健康
发展的“法宝”。

孟津县高度重视科技人才引进工作，
采取以高新技术项目开发为载体“引”人
才、以传统产业升级改造项目为载体“聘”
人才、以产学研一体化合作为载体“联”人
才，为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搭建广阔平
台。目前，该县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5735名，已建立省级研发机构7家、市级研
发机构21家、县级研发机构10家。

近年，该县关、停、并、转了多家高耗
能、高污染企业，同时大力推进科技创新，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步伐，强力实施品牌战
略，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洛阳铜一金
属材料、洛阳佳一机电等一批新型科技企
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空港产业集聚区的企业纷纷向高端
新技术迈进，将发展方向锁定为高端化、
智能化。路通重工生产的123辆压路机
出口尼日利亚，国润管业接连斩获孟加拉
国、尼日利亚等矿产大单，洛阳诚冠伺服
电机产品批量出口美国，博马农机一批配

备装卸铲的多功能大马力轮式拖拉机即
将出口澳大利亚……

位于华阳产业集聚区的洛阳华高轴
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产学研合作，每年
研发投入不低于销售收入的 80%。目
前，该企业已拥有 2 项自主知识产权、5
项发明专利，用自有专利生产的数控精
密轴承套圈冷碾机，产品精密度更高、寿
命更长。

在高新技术企业成长过程中，该县既

当好“导师”，又做好“保姆”，尽力为企业
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为加大对高新技
术企业的政策引导和扶持力度，该县组织
专门力量，深入一线帮助企业向上级主管
部门申报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和
高新技术产业化重点项目的认证。目前，
该县已有 96 家企业开展了登记备案工
作，其中83家通过了省、市审查。

仅去年，该县申报专利200多项，申
报高新技术发展领域的各类科技项目22
个，争取上级扶持资金 400 多万元。目
前，该县高新技术企业达12家，拥有高新
技术产品 31 个，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12.5 亿 元 ，占 工 业 增 加 值 的 比 重 达
40%。该县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科技进
步先进县，拥有 269 项专利、4 个国家级
品牌产品、23个省级品牌产品。

“科技创新让技术得到不断升级，让产
品的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品牌效应得到
最大释放。激发市场活力，有效缩短科技
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在人才培养、科技孵
化、合作研发、文化建设等方面为企业发展
插上腾飞的翅膀，从而形成产业发展及竞
争的领先优势。”孟津县县长宗国明说。

本报特约记者 郑战波 通讯员
李志刚 文/图

孟津着力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培育科技型经济增长点

科技创新为企业发展插上翅膀

洛阳鸿元精密轴承生产车间

眼下，在孟津县的城乡文化广场上，一支支着
装统一的柔力球队，在音乐中翩翩起舞。这是该
县正在举行的镇区柔力球大赛。

孟津县柔力球健身项目发端于2010年，现已
遍布城乡，形成规模，在农村、社区和中小学校的
普及率已达90%，参与人数近3万。2013年，该县
获得“全国柔力球之乡”荣誉称号。

自创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以来，孟津
县不断加大对群众文化活动的投入力度。为做大
做强柔力球这个群众喜爱的运动项目，该县在基
础设施建设、活动器材购置、学员培训等方面都给
予了大力支持，为全民“玩转”柔力球奠定了坚实
基础。 郑战波 关艳艳 摄

“玩转”柔力球 练出好身体

历经4年筹备，以传承洛阳历史文化，用笔墨语言描述洛阳经典，集聚洛阳当代顶尖艺术家的大型历史题材书画系列真迹册页《墨
言洛阳》，从2014年《甲午》开始，到2015年《乙未》问世，引发了强烈社会反响。许多读者打来电话，好奇地询问这些个性独特的艺术家
是怎样看待这部传世精品的，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创作故事。为此，本报特开设《笔墨情浓 艺海求真——我眼中的〈墨言洛阳〉》栏
目，引领读者走近这些为《墨言洛阳》倾情付出的美术家、书法家、专家学者及策划团队，听他们谈谈和《墨言洛阳》不得不说的故事。

——编者

——我眼中的《墨言洛阳》
笔墨情浓 艺海求真

周清波：《墨言洛阳》在路上
我会一直守在旁

侯震：笔墨写意洛阳
吾将当仁不让

周清波：《墨言洛阳》之《龙门山色》

《丝路启程》创作人，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洛阳师范学院教授，洛阳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洛阳第一位作品被“中国
美术馆”收藏的画家。

周清波寄语：《墨言洛阳》是一项
宏大的文化工程，目标是历时12年，
打造一部无与伦比的传世艺术精品，
作为一名画家，我希望自己的作品，
既能用画笔书写出洛阳的历史，同时
也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在未来的
日子里，《墨言洛阳》在路上，我会一
直守在旁，为《墨言洛阳》奋斗到花
甲。

在墨言洛阳组委会最终确定的
12名画家中，今年50岁出头的周清
波是个典型的“学院派”。“学院派”
的画家啥特征？特认真、爱较真儿
呗。

这不，在《墨言洛阳》的创作过
程中，周清波的这些个性特征“暴
露无遗”，可让组委会的工作人员们
吃尽了“苦头”。

一幅画难倒美学教授
俩月不动笔只为找感觉

“画好了，来取走吧。”数天前，
当墨言洛阳组委会接到周清波教授
的这个电话时，众人终于松了一口
气。“周教授这组画，每次都是最后
一个交，真是把我们急坏了。从布
置题目到决定动笔，他足足酝酿了

两个月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作
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同时也是
我市第一位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
藏的画家，周教授是《墨言洛阳》的

“铁杆”同盟。
“大腕”都是很有个性的。所

以，对于工作人员的“埋怨”，周教授
微微一笑做了解释：“《墨言洛阳》是
一项要载入史册的伟大工程，必须
慎重、再慎重。”他说，虽然两个月没
动笔，但他的心其实一直被“墨言洛
阳”这4个字充斥着。

“要找感觉，没感觉咋动笔？”周
清波说，组委会今年交给他的题目是

《丝路启程》。刚接到这个题目，他有
点懵，“丝路启程，是个很宏大的概念，
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要想把这些
文化内涵集中到一幅60×40的画作
上，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怎么办？周清波的做法就是
3 个字：找感觉。他说，丝路启程虽
然内涵丰富，但说白了，其实就是说
洛阳，描述历史上的洛阳城。

“周教授精益求精的精神让我
们感动。这种精神，也正是我们《墨
言洛阳》始终要坚持的。”墨言洛阳
组委会负责人表示。

为画心中之物
戏称即使眼睛画瞎也值

“画画到了一定程度，就不是在
画眼中之物了，而是要画出心中之
物。”昨日，在洛阳师范学院美术系
的画室中，周教授与我们侃侃而谈
自己创作《丝路启程》的点滴。

“啥叫心中之物，就是看起来
像，又好像不像。”周清波说，中国画
讲究的是写意，而他要创作的这幅

《丝路启程》也想达到这种写意的效
果。“如果是实景，还不如去拍照片

呢，何必费劲去画。”周清波说，为了
达到这样的效果，他最终决定采取
俯视的角度来描绘洛阳城。“2014年

《墨言洛阳》第一集《甲午》，我画的
是龙门，但今天回头来看，还有一丝
遗憾。这次画洛阳城，一定不能再
留遗憾。”他说。

“丝路起点，是洛阳的城市名
片；《墨言洛阳》，是洛阳文化史上的
一项壮举，这种气势必须要画出来，
眼睛画瞎了也值得。”他笑着说。

张张画作触动人
誓陪《墨言洛阳》至花甲

周教授的眼睛当然没事儿。不
仅如此，他最终还拿出了一幅幅让
人心动的《丝路启程》。

整幅画被施以低调的红色，用
周教授的话说，这是为了显示丝路
起点的沧桑；远处的皇宫，天堂、明
堂，是固有的黄色，象征着皇权的
威严；近处的，是漫漫黄沙中前行
的骆驼……

“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我心中
的丝绸之路。”周清波拿着自己的画，
沉醉其中。他说：“从事美术工作30
余年，让我对艺术、人生都有了很多
的思考，我希望能把自己这些年的积
累倾注在《墨言洛阳》的创作中。”

本报记者 李燕锋

洛阳书画名家众多，但若问谁
最关注历史文化题材，现年50多岁
的侯震老师当仁不让。

侯震说，画家，不只是动动笔画
几幅画，更应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
任。他的责任，就是用笔墨呈现洛
阳的历史。

“在这一点上，《墨言洛阳》和侯
震老师‘情投意合’。”墨言洛阳组委
会负责人表示。记者了解到，虽然
组委会和侯震有着相同的理想，但
合作的过程一波三折。

组委会苦求加盟
侯震冷漠拒之

“酝酿第一集的时候，就去找侯
震老师，可他看不上我们《墨言洛
阳》啊。”昨日，说起最初邀侯震老师

参加《墨言洛阳》的创作班底，墨言
洛阳组委会负责人笑了。“我们的梦
想，是用笔墨语言描述洛阳经典，而
我一直被侯老师以创作洛阳历史题
材作品为己任的情怀所感动，所以
想力邀他加盟。”该负责人说。

对这句“责怪”，侯震老师没有否
认。他笑言，起初对《墨言洛阳》并不
看好，认为其理想太“远大”，耗时也
太长。但随着对《墨言洛阳》的了解，
他的心开始动摇。

情投意合再结缘
一波三折多磨合

“第一集出来后，组委会又来找
我，看了选取的画家，又欣赏了作品，
我觉得《墨言洛阳》能继续做下去。”
侯震说，现在社会上打着传承历史幌
子的文化产品很多，起初他对《墨言
洛阳》也是这样的看法。但看了作
品，感受到《墨言洛阳》策划团队对洛
阳文化由衷的热爱后，他觉得，他们
的理想是一致的。

情投意合的侯震和《墨言洛阳》
终于走在了一起。“考虑到侯震老师
专注洛阳历史题材多年，《墨言洛
阳》策划团队给他的题目是画一张

《穆王西巡图》。我们进行历史文化
题材创作，这段历史不可忽视。”《墨
言洛阳》总策划徐磊说。

接到任务，侯震便待在家里闭
门创作。为符合人物的时代特征，
又体现人物的个性特点，他看史书、
查资料，经常一天下来饭都忘了
吃。“有一天半夜，侯老师给我打电
话，非要和我讨论周穆王的服饰衣
着。”徐磊说，很多次，侯震的创作精
神都让他感动。

可一个月后，组委会将《墨言洛
阳》专家评审团队的意见反馈给侯

震后，侯震却怒了！

画作被毙起争执
惺惺相惜同绘洛阳史

“《墨言洛阳》竟然敢枪毙我的
画稿！”昨日，说起几个月前的小争
端，侯震仍有点“愤愤不平”。有艺
术评论家曾表示，侯震在人物塑造
上，绝不逊于当代名流。

这样一位艺术大家的作品，还
能被毙？

“枪毙侯老师的画稿，我们的压
力也很大。”组委会解释，《墨言洛
阳》策划团队有一整套评审机制，凡
是受邀参与的画家将画作提交后，
组委会都会请各个层次、各个领域
的专家来看。一旦有不同的声音，
就得返工。

沟通的过程虽然很艰难，但最
终，侯震被说服了。不过，与其说是
说服，倒不如说是感动。“评审的机
制很透明，他们对艺术创作的要求
也是精益求精的，这一点，我心服。”
侯震说。

又一轮创作开始了，侯震工作室
的灯每天关得更晚了。终于，当一张
张全新的《穆王西巡图》呈现在评审
专家面前时，大家的眼睛亮了……

本报记者 李燕锋

侯震：《墨言洛阳》第二集《乙未》之《穆

王西巡图》创作人。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洛阳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新加坡
国立大学艺术顾问，河南省美术家协
会理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侯震寄语：创作《墨言洛阳》的初
衷，是通过现代史学专家与书画艺术
家对洛阳历史的再解读和再升华，为
当代人和后人创作一部严谨、生动、
权威、艺术性和传承性俱佳的“洛阳
历史文化宝典”。只要《墨言洛阳》今
后的创作初衷不改，我都将当仁不让
地参与其中，和热爱洛阳历史文化的
朋友们一道，完成这部洛阳文化的艺
术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