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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创业创新免费平台、设立
创业创新基金、开展“接地气儿”的
产学研合作……洛阳理工学院多措
并举，鼓励师生创业创新，“象牙塔”
里掀起“创业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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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李明豫）“油锅起
火莫惊慌，切忌油上浇水，可迅速盖上锅盖灭火，或者
将切好的菜放入锅中冷却灭火。”昨日，我市第 25 届

“119消防宣传月”活动在泉舜购物中心启动，消防队
员现场演示了家庭易发火灾的处置方法。

启动仪式上，市防火委命名表彰任会霞等22名同
志为我市首届“社区消防宣传大使”；消防部门向群众现
场讲解了各种消防器械的使用方法，进行了电动自行车
模拟燃烧试验，组织开展了商场火灾逃生救援演练。

今年“119消防宣传月”的主题是“参与社区消防、
建设平安家园”。活动期间，我市将重点开展社区和电
动自行车火灾防范活动；开展“社区消防宣传大使”评
选活动，培养、选拔、推举一批社区消防宣传大使；在社
会单位开展消防安全教育活动和疏散逃生演练，让全
员知场所的火灾危险性、会查改火灾隐患、会扑救初起
火灾、会组织人员疏散逃生。

消防部门呼吁广大群众，从自身做起，开展就近查
看一次灭火器、就近学习使用一次消火栓、带家人夜间
走一次疏散通道等消防体验活动，切实提升自身消防
安全意识和逃生自救技能。

副市长尚英照等参加启动仪式。

我市“119消防宣传月”
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白云飞）即日起至11月15日，第
三届洛阳名特优农产品（上海）展销周筹备组委会面向
全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等公开招展，通过审核的参展企业和组织，一律免收展
位费和产品运输费。

本届展销周由市政府主办，市供销社承办，并定于
12月10日至13日在上海光大会展中心举行，展区面
积1200平方米。展销周期间，将举办产品展示展销、
产品专题推介、招商洽谈、评奖等活动，全面展示推介
我市现代农业、牡丹产业、特色农业工艺品行业等发展
成果，提升洛阳名特优农产品知名度，拓展高端市场，
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有意赴上海参展的企业和
单位可向组委会申报。

联系人：张韶新，电话 63936078；陈洪恩，电话
18625993599。

洛阳农产品（上海）
展销周公开招展
参展企业和组织
免收展位费和产品运输费

近日，孟津县组团参加了第二届中原
（鹤壁）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参展的唐
三彩、牡丹瓷、牡丹画、王铎碑帖、书法拓
片等500多件文化产品一亮相，就以其独
特的文化魅力和创意理念，吸引了大批省
内外参观者驻足观赏。这仅仅是该县文
化产业发展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
一个缩影。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缺失文化
的经济发展是枯燥的、暂时的。作为炎黄
母族的故里，‘一画开天’之地的孟津，用
先进的公共文化推进经济发展，促进社会
和谐，是县委、县政府一以贯之的思路。
如今，全县文化产业活力迸发，文化内涵
日渐丰富，文化动力越来越强，一场以文
化产业助推县域经济发展的大戏愈演愈
烈。”县委书记黄玉国如是说。

孟津地处邙山腹地，有4000多年的
文明史，境内有河图之源的龙马负图寺、
一园翠柏的汉光武帝陵、古朴典雅的王铎
故居、周武王会集八百诸侯灭纣的会盟台
和集历代帝王陵墓之大成的邙山古墓群
等许多历史文化古迹，其黄河文化、伏羲
文化、易经文化、宗教文化、三彩文化和
牡丹文化等交相辉映。雍容华贵的平乐
牡丹画、瑰丽无比的朝阳唐三彩、威风凛
凛的黄河石虎画、古韵盎然的横水青铜
器等，都充分展现出孟津文化产业的博
大精深。

如何让这些灿烂的文化底蕴“聚变”
为助推经济发展的“真金白银”？近年，孟
津县以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为契机，充分发掘当地文化资源优势，
积极培育和打造具有影响力和吸引力的
文化产业品牌，在平乐农民牡丹画、南石
山唐三彩、白鹤黄河石画、会盟王铎书法
等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上，加大创新力
度，丰富产品内容，拉长产业链条，使其在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中成为一股新生力量，
文化产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快速发展期。

平乐镇把牡丹画作为文化主导产业
来抓，建起了占地95亩，包括美术馆综合
楼和158套画家创作公寓的牡丹画创意

园区，催生出牡丹画专业户150多个，牡
丹绘画爱好者 1000 多名，拥有国家、省
市画协、美协会员70多名。目前，该镇已
形成集创作、装裱、销售于一体的文化产
业基地，年可生产商品牡丹画39万幅，实
现销售收入9100万元左右。其书画作品
除销往全国各大旅游胜地的精品商店外，
还漂洋过海，远销日本、美国及东南亚。

朝阳镇南石山村是唐三彩的发源地，
经过30多年的发展，现有大小唐三彩工
艺品生产企业70多家，从业人员2000多
名，年生产各类三彩工艺品100万件，成
为全国最大的唐三彩工艺品集散地。该
村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大胆创新，
形成了新型工艺、仿古工艺和壁画工艺三
大类共300多个品种，产品畅销全国各地
及日本、埃及等数十个国家，产值超亿
元。其三彩烧制工艺已入选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唐三彩工艺大师高水旺被
授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称号。

白鹤镇充分发挥地处黄河岸边、奇石
资源丰富的优势，把黄河石画作为一项特

色文化产业来抓，先后多次参加牡丹文化
节、深圳文博会、中原文化产业博览交易
会等，累计参展精品石画作品 5000 多
方。同时，该镇将建立中国黄河石画馆、
农民黄河石画一条街和镇村两级黄河石
画活动场所，评定一批“奇石书画艺术家
庭”，做大做强黄河石画产业，使之成为该
县文化旅游产品的新兴主导产业之一。
目前，该镇拥有黄河石画画家300多名，
年创作石画数万幅。

孟津是著名大书法家“神笔王铎”的
故乡，王铎作为明末清初中国书坛上的领
军人物，其书取法高古、张弛有度、气势豪
迈，被称为自唐怀素后“中国书坛第一
人”。孟津正是因为王铎在中国书法史上
的尊崇地位，以及留在其故居的90块稀
世珍宝《拟山园帖》成为国内著名的书法
朝圣地。近年，该县不断加大对王铎的宣
传力度，提升王铎故居和王铎书法馆的
知名度，并在全县形成一个又一个有一
定规模的书法爱好者群体，涌现出国家、

省、市书协会会员200多名，书法爱好者
4万多名。

该县还以牡丹画、唐三彩、青铜器、黄
河石画、民间剪纸等为文化产业龙头，鼓
励各农民创业基地创新运转模式和公共
服务方式，改善创业软硬环境，帮助农民
创业，同时促进农民创业项目提档升级，
鼓励各镇充分发掘地方文化资源，发挥文
化产业优势，着力打造“一镇一品”的文化
产品。如今，全县从事文化产业的人员有
6万多，年产值7亿多元。丰富多彩的特
色文化资源不仅装点了美丽的古津大地，
更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我们一方面把包括特色文化产品在
内的孟津优秀产品、优秀企业推出去，另
一方面把外面的人才、技术、项目引进来，
找到项目与项目、产业与产业、行业与行
业的最佳契合点，从而形成新的商机，培
育新的产业，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孟津
县委副书记、县长宗国明说。

本报特约通讯员 郑战波 文/图

产业发展渐成气候 产品进军国际市场

孟津特色文化产业活力迸发 日前，孟津县烟草局负责人带领驻村干部深入横
水镇上院村开展“进村入户、访困问需、访贫问计”活
动。今年以来，县烟草局班子成员带头与所联系贫困
村的贫困户“结穷亲”，党员与贫困户“一对一”结对帮
扶。全局56名在岗党员捐款8600元，为30户贫困户
送去温暖包裹，为26名贫困学生送去爱心书包，给他
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温暖，受到了干部群众的赞誉。

（郭建国 崔东汉）

县烟草局
送温暖进帮扶村

近日，位于孟津县城黄河路与英才路交叉口的理
想家园幼儿园吸引了不少过往群众驻足。该幼儿园是
理想家园小区的配套幼儿园，建筑面积约 3500 平方
米，开办15个教学班，可容纳幼儿450名，由洛阳荣熠
房地产公司与一拖幼教中心共同打造，是城关镇首个
精致化国际幼儿园。 郑战波 王文娟 摄

理想家园幼儿园建成投用

昨日，在华阳产业集聚区的金彭车业有限公司电
动车生产车间，10个机器人正忙着焊接三轮车箱，整
个车间一片繁忙景象。该项目概算投资12亿元，占地
面积400多亩，设计年产电动三轮车35万辆、燃油三轮
车2万辆、电动汽车3万辆。 郑战波 张利锋 摄

华阳金彭三轮车产销两旺

创建国家示范区 提升文化软实力

洛阳·孟津

洛阳理工学院多措并举，鼓励在校师生创业创新

“象牙塔”里掀起“创业潮”

“这个叫‘自动码垛机’，可利用智能机器
人控制系统搬运砖头”“这个机器把等离子切
割机与点胶技术相结合，90 秒钟可完成打
孔，为企业降低不少成本”……昨日上午，在
洛阳理工大学王城校区大学科技园，该校机
械工程学院教师、洛阳兴达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杨海军兴致勃勃地为记者介绍他的最新
研究成果。

作为该园区最早进驻的30家企业的领
导人之一，杨海军已尝到了创业创新的“甜
头”。由最早为中小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到如
今参与学校与地方政府的合作项目，既学有
所用，又增加了收入，杨海军感叹：这样的人
生比较有成就感。

洛阳理工学院院长屈凌波介绍，为鼓励
在校师生创业创新，学校专门腾出1万平方
米的教学楼作为“创新大厦”，建立大学科技
园，为进驻企业免除房租、水电费，如今园区
孵化的企业已有40多家；学校还建设“千度
创客空间”，设工作室、路演厅、创业咖啡等，
为师生创新创业提供开放式的交流场所，帮
助准备创业或已经创业者广交人脉，整合资
源，创造更多的创业机会。

此外，该校开元校区设立“洛阳理工学院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九都校区设立文化创
意产学中心，目前已建立杨建宏品牌工作室、
郭栋文创工作室、范万武玉雕工作室、赵永涛
设计室、李学武牡丹瓷创研中心等20余个教
师工作室和实训室，多数产品已走向市场。

农作物秸秆还田机械、无损探伤管
道机器人、红外目标运动模拟仿真系
统、水草及水面杂物清理机……在洛阳
理工学院教师朱德荣成立的洛阳木星
子科技有限公司，创意设计琳琅满目。

2011 年以来，朱德荣已申报国家
专利60余项，涵盖了军事、工业、农业、
民用及环保等领域，不少专利已转化为
产品，仅废旧塑料造粒机每年就卖出
100余台，销售额300余万元。

朱德荣说，用技术创新为企业解决

实际问题才是“王道”，要让用的人“够
得着”。

高校有大批科研成果亟待转换，企
业想突破技术瓶颈找不到渠道，产学研
协同创新为企业和高校架起了桥梁。

近年，洛阳理工学院坚持以实用为
核心，以市场为导向，密切联系企业，
建立创新目标明确、创新体制完善、创
新利益分配合理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
体制。

目前，该校已与固高科技（深圳）有

限公司、偃师市政府合作组建智能装备
协同创新研究中心，解决装备制造企
业转型中的关键技术问题；与中科招
商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设立 10 亿元规模的
创新创业基金，服务该校师生创新创
业、项目孵化、成果转化；联合北京二八
零零投资集团，设立黄河中游沿黄经济
带产业创新孵化基地，开展大学生就业
实训和项目孵化工作，提高大学生创业
成功率。

屈凌波介绍，为激发广大师生的创
新活力，学校每年投入学生课外创新竞
赛的奖励资金有几十万元，每年专门用
于学生科技作品立项和科技创新活动
的专项资金近50万元，用于资助和奖励
第二课堂活动资金近100万元，并设立
了专项资金，重点资助和奖励优势项目，

鼓励项目孵化落地。
目前，部分学生已在大学科技园注

册成立了公司，将在校期间的科技创新
作品孵化落地。洛阳卓凡科技文化有
限公司就是其中的代表。

该公司“老板”为该校土木工程学
院大四学生詹一凡。受学校科技创新大

赛启发，他从大一开始，用废旧材料制作
航模，并在课余时间研究航拍技术。大
三期间他注册成立公司，目前公司业务
包含为企事业单位航拍宣传片、为客户

“量身定制”无人机、与影视公司和婚庆
公司合作拍摄录像、为中小学进行航模
培训等，年营业额30余万元。

该校与偃师市开展全方位合作，促
进偃师鞋业和铁皮柜产业转型升级，打
造“中国鞋帽之都”和“铁皮柜之都”；

与沃德福机器人公司合作，成立机
器人研究院，把沃德福机器人生产研究
技术与经验和教师的科研成果、专利结
合起来，实现成果最大限度的转化……

眼下，洛阳理工学院一个又一个产
学研项目正有序推进。

“目前我校的创业氛围很浓厚，形
成了制度支撑、队伍保障、基地孵化、氛
围营造‘四位一体’的创业创新支持体

系，投身创业实践的学生越来越多。”屈
凌波说。

据介绍，下一步，洛阳理工学院将
继续立足地方、立足行业，服务地方经
济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鼓励师生创
业创新；发挥学校集成优势，调动更多

公共资源为小微企业服务，为小微企业
的技术创新、服务创新和业态创新提供
科技资源和人力资源；与地方政府合
作，进行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协助实现
产业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常书香 通讯员 赵燕昌

搭建免费平台，
鼓励师生当“老板”

项目“接地气儿”，政产学研深度融合

设立专项资金，激励科技作品孵化

培养实用人才，服务地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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