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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
突出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3〕27号)文件的要
求，为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促进政府
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不断推动我市经济社会建设和“三
化”协调发展，现面向全市市民、团体、经济组织以及所有关
心、支持我市社会发展的海内外人士，开展人民建议征集活
动。活动通知如下：

一、征集内容
（一）日常征集
市委、市政府长期欢迎并鼓励各界人士就我市经济社

会发展及政府工作提出建议。如，发展战略、发展规划、产
业结构调整、重大改革方案等方面的建议；对市委、市政府
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提出意见和建议；对解决
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措施的建议；对各部门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对各级领导干部勤政廉政建设方面的
建议等。建议人提出建议，应包括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两
部分，以便于政府决策参考。

（二）专题征集
本次专题征集活动主要是征集关于“三农”问题方面的

群众建议。如农村征地、村民低保、危房补助发放、农补发
放、村集体经济管理、城中村拆迁改造以及村民生产生活中
存在的问题、原因分析、对策建议等。

二、征集时间
日常征集不设时间限制，专题征集时间自即日起至

8月20日。

三、征集方式
洛阳市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设在市信访局，具体负责

人民建议的征集工作，建议人可以书信、电子邮件、网上投
诉、电话、走访等形式提出建议，并注明建议人姓名、通讯地
址和联系电话等。

市征集办通讯地址：洛阳市政和路7号（市征集办收），
邮编：471023。

市征集办邮箱：lyxfbxk@sina.com。
市信访局门户网站：www.lyxf.gov.cn。
联系电话（传真）：0379-63639110。
建议人也可以通过在市信访局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

留言的方式提出建议。
对通过以上渠道收集到的人民建议，市征集办将及时

予以整理、登记，并定期报送市委市政府研究或转有关部门
研究办理。对征集到涉及重大事项、具有重要价值的人民
建议，市征集办还将根据建议内容，按照职责权限交由相关
部门组织专家学者、社会有关方面代表、特邀建议人等进行
论证，形成论证结论，切实推动人民建议的成果转化。对于
政府采纳后取得明显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合理化建议，
市征集办将对提出建议的人员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

洛阳市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
2015年6月23日

关于开展人民建议
征集活动的通知

5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出席中白工业园入园仪式。在两国元首的见证下，中国一
拖集团董事长赵剡水等6家中资企业负责人接受了由工业
园管委会颁发的入园证书，成为中白工业园的首批入园企
业。（报道见本报5月20日01版）

重点合作项目是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最主要的抓手。
多年来，洛阳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密切，而今

“洛阳制造”该如何借力“一带一路”进一步出海远航？
要建立协调推进机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成为

支撑中国经济发展，塑造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中之重。洛阳
要做好上下衔接，按照国家总体规划，积极寻找定位、主动对
接融入国家战略，打造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具体到企业
层面，要建立政府与企业特别是“走出去”企业的联系协调机
制，加强金融、咨询、法律等多方面的服务，鼓励企业按照市场
规律开展经营活动。企业通过链条式的转移和集群式发展，
可以构建差异化经营并形成整体合力，增强“走出去”的效果。

要充分利用比较优势。“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工
业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处在工业化的早期或中期，要充分
发挥洛阳工业基础雄厚、科教资源丰富、口岸平台齐备的优
势，充分利用我们和他方的产业互补和错位发展机会，为洛
阳的产业在更大范围和区域内配置要素，为洛阳提升传统
产业、加速产业转移、延伸产业链条等扩展新的空间。“一带
一路”项目清单现已浮出水面，国家层面预计启动重点项目
900余个，首期启动项目有50个。要精准对接项目清单，寻
求投资兴业、共谋发展的兴奋点，资源共享、取长补短的契
合点，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结合点，共荣共赢、共建共享的
新亮点，谋篇布局海外市场。

要着力培育核心竞争力。我们“走出去”的不是过剩产
能、落后产能，而是多余的优势产能。根据国家规划，未来
10年与中国合作的沿线国家贸易总额将突破2.5万亿美元，
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3000亿—4000亿美元，其中多数项目
由央企承担，洛阳的不少企业都是央企的子公司或分公司，
要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服务、质量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
搭乘央企出海。把自己的优势产能推出去，在沿线共同打造
一些产业园，构建区域性的价值链条，通过产业间、产业内的
分工，使洛阳与沿线国家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让“洛
阳制造”墙外更“香”！（作者单位：伊川县交通运输局）

《河洛观潮》旨在以评论凝聚洛阳正能量，用观点助推
名副其实副中心建设。来稿请发送至dengdehong@
163.com。也欢迎广大读者通过“洛阳日报”微信公众号
（lyrb0379）或“洛平”微信公众号（luoping20112015）与
我们交流互动。

“洛阳制造”
借力出海正当时

六月的河洛大地，麦浪滚滚，满目
金黄。一台台收割机来往穿梭于田间，
织就一派丰收美景。“洛阳小麦面积
372.5 万亩，小麦平均亩产 343.3 公斤，
总产 12.787 亿公斤，亩产、总产均突破
历史最高纪录……”这组我市农业部门
最新的调查统计数据，是对河洛大地再
获丰收最有力的注解。

小麦生产大丰收
口粮丰足又安全

据市农业部门调查统计，2015年洛
阳小麦种植面积 372.5 万亩，平均亩穗
数32.1万，扣除5月6日风雹灾害损失，
全市将收获小麦12.787亿公斤，比上年
高出2.167亿公斤，增幅20.4%；比历史
最高年份 2012 年增加 1.54 亿公斤，增
幅13.7%。小麦平均亩产343.3公斤，比
上年增加61.6公斤，增幅21.86％；比历
史最高年份2006年增加43.3公斤，增幅
14.4%。亩产、总产均超历史最高纪录。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小麦是
我市的主要口粮，按每人每天400克口
粮计算，全市全年需小麦10.16亿公斤，
而今年夏粮达到12.787亿公斤，一季夏
粮就保障了全年口粮自给有余。

建设高标准粮田
打造丰产基础

在孟津、宜阳、伊川、洛宁这4个全
国粮食生产核心县，我市实施了高标准
粮田“百、千、万”工程，规划到 2020 年
建设高标准粮田 66.55 万亩，其中百亩
方数量168个、千亩方数量154个、万亩
方数量16个。

在市农业局的组织下，按照“整合
项目、聚集资金、整体开发、集中连片、
示范带动、整体推进”的思路，以高标准
粮田“百、千、万”工程建设为载体，打破
行业界限和部门分割，整合各类涉农项
目资金，集中投向高标准田区，改善水、
电、路、林等基础设施条件和技术服务
能力，增强综合生产能力。

目前,全市已累计建成“田成方、林
成网、沟相通、渠相连、旱能浇、涝能排”
的高标准粮田 35.1 万亩。5 月 27 日至
28日，市农业局组织三个小麦高产创建
验收组，对高标准粮田区内的16个高产
创建万亩示范方进行实地测产，平均亩
产600公斤以上。孟津县会盟镇1.1万
亩高产创建示范方平均亩产达到了
639.4 公斤，创造了我市小麦万亩连片
亩产最新纪录。

关键技术推广到位
小麦丰收有支撑

2014年麦播前，市农业局狠抓小麦
品种布局，因地制宜选用品种，水地以
推广周麦 22、周麦 26、焦麦 668、洛麦
21、洛麦 22、豫麦 49-198、许科 316、矮
抗58等半冬性品种为主，旱地以推广洛
旱6号、洛旱7号、晋麦47、西农979、西
农928等半冬性品种为主。

“亩产 653.9 公斤！”6 月 8 日，农业
部小麦专家组副组长、河南农业大学郭
天财教授，在洛宁县小界乡史村的“洛
旱6号”千亩旱地示范方实打验收现场
宣布了这一结果。洛旱6号由洛阳农林
科学院培育，该品种再次刷新了我国旱
地小麦高产新纪录！

与旱地相呼应，我市水地也涌现许
多高产典型。孟津县白鹤镇的万亩示
范方，统一选用周麦26品种，平均亩产
达到了 633.6 公斤；新安县磁涧镇万亩
示范方选用周麦22品种，平均亩产达到
629.7公斤，均刷新了当地小麦万亩连片
高产纪录。

测土配方施肥是我市承担的国家
推广项目，经过几年的研究、试验、示范、
推广，我市已形成“水地小麦控氮、增磷、
补钾，两次施肥”和“旱地小麦稳氮、磷钾
双补，一次底施”的施肥路线，制定了“水
地小麦亩产 550—600 公斤的施肥标
准”和“旱地小麦亩产350—400公斤的
施肥标准”，研制、推广配方肥料，实现
我市配方施肥技术普及率95%以上，对
今年我市小麦产量的提高发挥了巨大

作用。
去年9月25日，全国旱地规范化麦

播现场会在我市孟津县召开，有力促进
我市机械化播种的开展。全市麦播深
耕面积 127 万亩，比上年增加 10 万亩；
新增防缠绕免耕沟播机80余台，推广机
械免耕沟播30万亩，比上年增加15.6万
亩，免耕沟播技术从孟津、洛宁、新安等
县扩大到全市多地。今年 6 月 2 日，全
国农技推广服务中心组织小麦专家对
我市旱地小麦不同播种机械播种试验
示范项目进行了实际应用效果测产验
证，结果表明：全还田防缠绕免耕沟播
区平均亩产 451.6 公斤，比常规播种增
产27.8公斤，增幅6.6%。

此外，农业部门发挥56个植保监测
站的作用，强化病虫害监测、预警、防控，
定期发布病虫情报，指导农民开展防
治。据统计，全市共防治小麦病虫害673
万亩次，其中防治纹枯病109万亩次、麦
蜘蛛126万亩次、麦蚜223万亩次。

旱作技术发力
天人合力增产

我市丘陵山地面积大，水利基础设
施较为薄弱，降雨时空分布不均，造成
十年九旱，小麦产量低而不稳，减产绝
收现象常有发生。旱地小麦占到全市
小麦总种植面积的六成以上，而产量只
占到四成。今年粮食生产出现新常态，
由于洛旱系列、晋麦47、西农979、中麦
175 等耐旱品种推广面积大，机械探墒
沟播、机械精播面积大，配方施肥面积
大，“一喷三防”面积大，这“四大”技术
措施落实到位，加之气候适宜，全市旱
地小麦面积235.5万亩，收获6.786亿公
斤 ，比 去 年 增 加 2.248 亿 公 斤 ，增 产
49.5%；平均亩产288.15公斤，比上年旱
地亩增 97.55 公斤，增产 51.18％；旱地
总产第一次超过水地小麦（水地总产
6.001亿公斤），成为全市小麦丰收的最
大推手，具有划时代意义。

今年麦播期间的降雨，促进了小麦
一播全苗和冬前发育。小麦苗情可谓

近年最好的一年，为多成穗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水地小麦因不缺墒，还省去了
底墒水、拔节水和灌浆水三次灌水，从
而使水地小麦每亩节本150元左右。

“三严三实”当先
指导服务到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推进干部作风
建设时提出“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
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
实”的重要论述。市农业局局长归宝辰要
求市农业系统全体干部和技术人员在粮
食生产指导和服务中践行“三严三实”。

突出抓好科技进村入户，提高科技
兴农贡献率。扎实开展“万名科技人员
包万村”活动，组织600余名农业科技人
员分片包干、进村入户，在农业生产关
键季节，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送科技下
乡活动。通过举办技术培训班、召开现
场观摩会和咨询答疑等多种途径把农
业科技知识传递给广大农民朋友。

突出科技服务创新，提高科技推广
普及率。我市推行“绿色植保”和“公共
植保”，组建了196个植保专业化服务组
织，拥有植保机械装备总数7026台，其
中大中型机械装备272台，日作业能力
17.1万亩，为农户提供病虫害代防代治
和统防统治服务。

突出服务，强化督导，让丰收的麦
子颗粒归仓。在夏粮生产的关键季节，
市农业局“一把手”和分管领导多次深
入实地，查看苗情、病虫、墒情，研究布
置抓好麦田管理的具体措施。实行领
导包片制，每个局领导都分包 1 或 2 个
县（市）区，定期开展督导活动，直接推
动了各项措施的落实。在“三夏”期间，
市农业局组织 10 个“三夏”生产督导与
技术服务工作组，深入田间地头，督导小
麦收获。坚持一粒小麦不入仓，督导服
务不停步，直至每一块麦田收打完毕。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
烟”。全市农业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继
续走在开拓进取的大道上，又在谋划特
色农业的新未来。 （洛农）

科技兴农 洛阳今夏大丰收
王社民

引黄入瀍梦成真

滋养两岸

泵站提水 开启九泉水库下泄口

21日，随着滚滚的黄河水不断涌入孟津县
瀍源生态景观水系公园，我市多年来瀍河人工
复流的梦想终成真。

瀍源生态景观水系公园位于孟津县新区南
部的小浪底大道瀍河大桥两侧，规划范围东西
长800米，南北宽700米，总面积642亩，建设长
144.2 米的橡胶坝，蓄水形成水面 200 亩，蓄水
量47.5万立方米，回水长度800米。该园的建
成蓄水，使这里将逐步形成以湿地保护、文化娱
乐、观景休闲区为主，展现河道生态和亲水特征
的野趣园。

此次引黄入瀍蓄水，是从小浪底南岸神柏
峰下引水枢纽将黄河水经乔庄泵站提升，通过
孟西灌区总干渠向九泉水库供水，再经全长7
公里的瀍河河道流向下游的瀍源生态景观水系
公园。目前，瀍河河道二期治理工程朝阳段正
在实施。

记者 梅占国 通讯员 王文娟 郭红旗 摄

瀍源生态景观水系公园开始蓄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