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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东慧 通讯员 崔志强）由中兴公司
牵头的智慧城市产业基地项目积极推进，其中生产区今
年完成4亿元投资；同时，智能公交APP、智慧社区、房产
证智能办理等项目也都陆续开始试点，让市民享受更多
智慧城市的便捷服务。

昨日下午，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召开建设工作例会，
听取中兴洛阳智慧城市产业基地项目、惠普-洛阳国际
软件人才及产业基地项目、凯盛科技新型显示材料项目、
洛阳卷烟厂异地改造项目等进展情况汇报。

中兴智慧城市产业基地项目包括总部、生产和服
务 3 个功能区。其中，生产区位于伊滨区，规划占地约
500 亩，定位为中兴智慧城市全国网络服务中心枢纽、
中兴智慧城市生产基地、上下游企业生产基地。截至
目前，生产区已完成土地征收、征迁腾地、围墙圈建、
文物勘探、地质勘探，预计本月底启动主体施工单位
招标工作，8 月施工单位进场。为加快产业项目建设
进度和实现智慧产业集聚发展，中兴公司正同步谋划
项目产业落地和上下游企业招商工作，已梳理出 40 家
上下游企业，正在开展招商对接。服务区板块按照绿
色、生态、科技与人文相结合的现代化软件测试、培训
中心和高科技人才的服务基地标准打造，目前，中兴
公司已与洛阳理工学院、洛阳师范学院达成战略合作
协议。

在智慧城市试点方面，中兴公司已与洛阳师范学院、
洛阳理工学院开展合作，建设实训中心，加快培养专业技
术人才。同时，房产证智能办理及政务APP已上线和开
始推广使用；智能公交手机APP软件已完成开发，部分
终端设备已开始安装试用；智慧社区服务项目，以社区电
动车智能充电为切入点，正在多个社区进行试点，并以此
为基础进行延伸拓展，让市民享受更多智慧城市的便捷
服务。

惠普-洛阳国际软件人才及产业基地项目中，位于
伊滨区的惠普人才产业区累计完成投资约1.4亿元，已
开工的14栋建筑正在进行基础施工，计划今年年底项目
全面开工，总体达到60%封顶；位于洛龙区的惠普国际
商务区单体建筑方案设计工作已启动，地质勘探工作已
完成90%，计划8月底开工。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领导宋殿宇、娄会峰、翟应征等
参加会议。

中兴智慧城市产业基地项目生产区
今年将完成4亿元投资

智能公交APP完成开发
智慧社区项目正在试点

文保与民生困局如何破解，看——

洛阳老城的凋敝与新生
《光明日报》记者 崔志坚 通讯员 苗红英

昨日，《光明日报》刊发《洛阳老
城的凋敝与新生》一文，报道我市着
力破解文物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困
局，最大限度实现民生改善与资源
保护深度融合、历史文化与经济发
展共同繁荣、文化福祉融入百姓家
园的决策与做法。本报今日全文转
发，敬请垂注。

凡被称为古城的地方，都有说不完的历
史。古城洛阳，5000多年的文明史、4000多
年的建城史、1500多年的建都史，在洛河沿
岸东西不足50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二里头
夏都遗址、偃师商城、东周王城、汉魏洛阳故
城、隋唐洛阳城五大都城遗址。在五大都城
遗址的中心地带，保存着至今尚存的古代城
池——洛阳老城。

然而，由于年久失修，历史光环笼罩下的
洛阳老城，渐渐沦落为洛阳市面积最大、人口
最集中、基础设施最差的棚户区，散落其中的
几十处文物古建岌岌可危，文保与民生困局
亟待破解。

洛阳老城是金代在隋唐城遗址上兴建，
历经元、明、清及民国至今。城池格局、街巷
框架基本未变。在东南隅、西南隅历史文化
街区，传统街巷依旧如初，城墙遗址仍可追
寻，现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 3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2 处。
人文景点星罗棋布，是游客探寻古都洛阳文
化记忆的必到之处。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把
洛阳建设成为一个重工业集聚的新型城市，
于是，第一拖拉机厂、轴承厂、铜加工厂等 7
个国家“一五”计划重点工业项目落户洛阳。
为了保护城市历史文化资源不受破坏，同时
满足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需要，洛阳市政
府在新城区一期规划中提出了“保留老城建
新城”的思路，选择在文物古迹较少的涧河以
西地区新建工业区，创立了古城保护与新城
建设的“洛阳模式”。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的
保护与创新留住了根。

“在这儿住，就怕下雨下雪。”洛阳
市老城区西南隅鼎新街6号的“土著老
户”何济轩说，“雨天将就着也能过，可
现在房子的地基出现这么大裂缝，谁
还敢住啊？”老何面露难色。由于老城
区内没有排水系统，污水倒灌导致的
房基开裂现象频繁出现。

让老百姓闹心的远不止雨天和排
污。狭窄的街道，一个地方卡住，一
条街都瘫痪；环卫、消防设施不完善，
垃圾随处堆，苍蝇满天飞；很多居民
家庭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如厕得跑两
条街……

资料显示，洛阳古城保护与整治

区域面积约1平方公里，却居住着2万
多人，低保户占一成多；给水管道、主
要下水管网多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
前，电力线路容量有限，无法满足现在
的生活需要。近年，虽然政府陆续投
入资金改造旱厕、完善照明配套设施
等，但是“打补丁”式的维修，并不能彻
底解决古城居民的生活难题。

与生活设施缺失并存的是大量文
物被破坏、侵蚀。

古城保护与整治区域拥有国家级
文物保护单位和河南府文庙、河南府
城隍庙、文峰塔等３处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还有曹操点将台、存放关公首级

的妥灵宫、武则天来过的安国寺、狄仁
杰办公的府邸……但这些文物遗址要
么被周边杂乱的建筑湮没，要么被占
用、被侵蚀。９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大院多为居民占用，建筑形态已被破
坏；几十处具有文物价值的明清建筑
散落在民居之中，有的已是残垣断
壁。一位外地游客感叹：“老城街区内
的私家大院年久失修，就连最具代表性
的文峰塔，三面都被破旧建筑包围，想
给文峰塔照个全身照都找不到地方。”

登高远眺，历史悠久的洛阳老城，
只见棚户不见古城。宝贵的历史文化
资源如明珠蒙垢。

2010 年，以老城东南隅、西南隅
历史文化街区为主体的古城保护与整
治项目被提上议事日程。经过3年修
改和完善，古城保护和整治的相关规
划获得国家级专家委员会和省住建厅
评审通过。

“古城保护与整治，重点在民生，
核心在为民。”老城区古改办主任王延
生说。项目规划区1360亩范围内，涉
及居民9000余户2万多人。最大限度
地保障和改善民生，成为古城保护与
整治工程的核心与关键。

对于群众最为关心的搬迁安置，
考虑到居民对古城的深厚感情，老城
区将全区最好的临河地段作为安置用
地，就近安置被征迁居民。在配套设

施上，社区内暖气、燃气、地下停车场、
幼儿园、社区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一
应俱全，周边交通十分便利。

为了防止整治对文物建筑的破
坏，征迁伊始，洛阳市专门组织人员对
项目区进行细致的摸底调查，将 300
余处基地面积约 7100 平方米的老建
筑一一登记造册；已征收历史建筑分5
级实施挂牌管理，注明建筑名称、保护
等级、责任单位、责任人，并成立20余
人的队伍专门看管、巡逻。

在紧张施工的项目一期201亩核
心区工地，记者看到已经征迁完毕的
废墟之上，唯有古树、老宅保存完整，
格外显眼。“古城保护与整治项目将
突出对文化资源的抢救性保护，古城

的街巷、古树、历史建筑等细微之处，
也将被重点考虑。”王延生告诉记者，

“古城保护与整治将遵循历史原真
性，整个城市的风貌、韵味、尺度、肌
理，都被原封不动地传承下来，打造
一座充分展现千年古都历史文化的

‘现实之城’。”
历时 3 年规划，投资额达85亿元

的洛阳古城保护与整治项目一期工程，
计划今年10月竣工。届时，洛阳老城
将再现古色古香的千年风韵，最大限度
实现“民生改善与资源保护深度融合，
历史文化与经济发展共同繁荣，文化
福祉融入百姓家园”，让老城居民真正
享受古城保护与整治带来的民生改善
和地缘优势形成的发展机遇。

2014 年 12 月，经河南省专家初
审，洛阳古城保护与整治项目（金元古

城保护项目）入选PPP模式开发建设
项目。该项目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模式，由洛阳市政府与上海升龙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建立“全过程”合作关系。

60年前城市建设的
“洛阳模式”

老城经历双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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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古城保护与整治列入PPP模式试点项目

（上接01版）
项目所生产的优质无烟炭“浑身是宝”，低端的可以

作为烧烤用炭，如果将其中的杂质去除，还可以作为单晶
硅、铜等工业原料的还原剂。“目前已经有人联系包销，销
路一点也不发愁，每吨炭的价格在500元以上。”陶予敏
笑着说，随着夏收的临近，预计今年项目可实现产值500
万元以上。

陶予敏更看重该项目的社会效益。据了解，尽管近
年我市不断加大秸秆综合利用推广力度，但是禁烧工作
压力仍然不小，原因在于农民秸秆综合利用积极性不高。

以陶营镇为例，该镇约有4万亩农田，每年秸秆产生
量约为2万吨。往年，为了禁烧秸秆，村里要花费大量
的人力物力，仅清运就要花费120万元左右，收集之后，
再送到电厂或者大型养殖场，收益微乎其微，只能“抵
消”运输费用。

“秸秆收购价不高，回田耗时耗力，喂牲畜又远远大
于需求……种种因素导致部分农民仍倾向于一烧了之。”
陶予敏说，相比之下，由于“秸秆变炭”项目具有耗能少、
产出物经济效益较高等优点，有望带动秸秆收购价格的
提高。

眼下，该项目秸秆收购价为每吨80元，与市场价格
基本持平。未来，随着项目产能扩大、规模化效益提高，
收购价有望进一步提高。“秸秆收购价高了，农民秸秆综
合利用的积极性也随之提高，禁烧压力也就相应缓解。”
陶予敏说。

目前，项目已具备20 吨炭粉、炭棒的日产能，可年
处理秸秆 2.6 万吨，即消耗 2.6 万亩土地的秸秆产量。
未来，随着项目产能的进一步扩大，争取 3 年累计产值
超亿元。

我市首个
“秸秆变炭”项目试生产

（昨日的央视《朝闻天
下》栏目，报道我市古城改造
坚持保护文物、改善民生相
统一的做法。观看视频，请
扫描二维码）

本报讯（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马
克义）“平均亩产653.9公斤!‘洛旱6号’
小麦新品种刷新全国旱地小麦产量纪
录。”昨日下午，在洛宁县小界乡史村

“洛旱 6 号”万亩示范方的田间地头，由
农业部小麦专家指导组副组长、国家小
麦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郭天财教
授领衔的验收专家组，在随机抽取两个
小麦测产区实打测产后，郑重发布了验
收结果。

“洛旱6号”是洛阳农林科学院选育

的旱地小麦新品种，具有抗旱、抗寒、抗
倒、抗病、抗干热风及丰产、稳产性好等
特点。目前，该品种已成为我国种植的
旱地小麦主导品种之一，年均推广面积
达300万亩。

昨日下午，验收专家组成员抵达示
范方后，选定了两个地块进行测产。经
过仔细丈量，两个地块分别为1.8亩和
1.74亩。随后，联合收割机现场收割，专家
组成员现场称重，在减去杂质和包装重量、
按国家粮食入库安全含水量13%的指标折

算后，两个地块实产分别为636.6公斤/亩
和 671.3 公斤/亩。经测算，“洛旱 6 号”
万亩示范方平均亩产为653.9公斤。

村民李铁虎家的责任田是被抽中的
地块之一。“种子好，政策好，人努力，天
帮忙，这一季粮食丰收在意料之中，但旱
地小麦亩产达到千把斤还是头一回。”李
铁虎说，去年在农业技术部门的指导下
搞示范方，统一供种、统一播种、统一管
理，技术都很到位，加上风调雨顺，收成
确实不错。

“旱地小麦亩产突破 600 公斤的产
量，已经基本达到了水地小麦高产水
平。此次‘洛旱 6 号’测产达到 653.9 公
斤难能可贵。”郭天财说，全省旱地小麦
种植面积有1600万亩，洛阳旱地小麦种
植面积占洛阳小麦种植总面积的2/3，超
过 200 万亩，在更大范围推广“洛旱 6
号”，对于挖掘旱地小麦增产潜力、保障
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省农业厅巡视员薛豫宛、省农科院
院长马万杰等参加实打验收。

“洛旱6号”刷新全国旱地小麦产量纪录

平均亩产653.9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