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8万亩，这是我市森林覆盖率每
提高 1 个百分点，需要增加的森林面
积，而在十年九旱的豫西山区，每年要
成林22.8万亩并非易事。

日前，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
次会议对市政府关于《洛阳市林业生态
建设提升工程规划（2013—2017 年）》
推进落实情况的报告进行了满意度表
决。表决结果为“满意”。

“满意”的背后，是2013年至2015
年全市森林覆盖率年均增长 1 个百分
点，由47%提高至50%，提前两年完成
了五年提升工程规划确定的目标任
务。这个增长幅度超过全国、全省平均
水平的两倍以上。不仅如此，大量引入
的社会资本、全面放活的林业经济等，
成为我市生态提升中的“绿色风景”。

下面，我们来看一组“绿色数字”——
●绿色投入：3.87亿元与66亿元
林业生态建设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必须全力以赴。这句话的分量，直
接体现在我市本级财政投入林业生态
建设的增长幅度上。3年来，市财政累
计投入资金3.87亿元，年均较《洛阳林
业 生 态 建 设 五 年 规 划（2008—2012
年）》落实期间增长30%。

林业建设公益性强，投入大，单靠
财政资金可谓杯水车薪。在这3.87亿
元资金中，有很大一部分被作为“杠杆
资金”，用以撬动社会资本。3年来，我
市林业生态建设累计吸引社会投资66
亿元。其中，林业生态圈建设、宜林荒
山绿化等工程按照“市场化运作、园区
化打造”的模式，面向社会招商，累计吸

引50家企业进驻，走出了一条“以绿建
绿、以绿兴绿”的市场化新路。

●绿色产业：135.3万亩与160.6
亿元

“生态要保护，先得种好树；种好树
后，林子中间谋出路。”市林业局局长
魏进忠说。林业生态建设不仅要绿起
来，还要美起来，更要富起来。

3年来，我市按照“山上森林化、山
下林网化、环城沿河沿路景观化和乡村
田园化”的标准，把常绿、彩叶、落叶树
种相结合，乔、灌、花相搭配，全面提升
观赏效果，累计完成新造林 135.3 万
亩。其中，林业生态圈绿化 20.19 万
亩，宜林荒山绿化31.49万亩。

随着林业生态的持续改善，全市特
色经济林、花卉苗木、林下种植养殖、林
产品加工、森林旅游等绿色产业蓬勃发
展。今年预计林业总产值可达 160.6
亿元，有望提前完成五年提升规划确定
的158亿元目标。

●绿色银行：229 万亩与 1.83
亿元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现了“山定
权、树定根、人定心”。3 年来，为唤醒
沉睡的山林，我市探索推广林地流转、
林权抵押贷款等政策措施，全面放活林
业经济。截至目前，全市9个县（市）全
部成立林权管理服务机构，累计流转林
地229万亩，发放林权抵押贷款1.83亿
元。全市林业合作社、林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森林旅游区农家宾馆等的总量和
规模也迅速扩大，广袤山林成了老百姓
名副其实的“绿色银行”。

2013年至2015年，全市森林覆盖率由47%
提高至50%，提前两年完成五年目标任务

生态提升跑出“洛阳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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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机器人” 大步向前进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
年，新安县按照市委改革办下发的改革工
作台账，细化了9个方面36项全面深化改
革第一批重点事项，目前已经完成或基
本完成的有24项，正在组织推进的有12
项。新安县深化改革有哪些亮点和成
效？日前，记者采访了新安县委书记、县
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王玉峰。

记者：全面深化改革，是当前中央、
省、市都高度关注的一项重要工作。新
安县如何借助这一机遇，通过改革加快
转型发展步伐？

王玉峰：近年，新安县产业转型压
力很大，城镇化虽然取得不小进展，但
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还有较

大差距，服务业发展滞后，区域环境容
量压力较大，全县还有4万群众尚未脱
贫。同时，当前部分领导干部担当意识
不强，发展思路不清，在转变作风方面
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亟待通过全面
深化改革来解决。

今年以来，新安高度重视改革工
作，认真落实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工作部署，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推动了全县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
发展。截至 11 月底，全县生产总值预
计完成 335 亿元，同比增长 12%；公共
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15.9 亿元，同比增
长 10.8%；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390 亿
元，同比增长16.8%。

记者：结合新安县产业发展现状，
目前重点推进的改革事项有哪些，进展
如何？

王玉峰：新安县的改革重点体现在
以下六个方面：

——行政改革。对两个产业集聚
区功能分别作了套合，通过区镇功能套
合，产业集聚区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
升，政府职能和工作作风得到进一步转
变，行政资源得到进一步优化配置，用

人机制也得到进一步完善。
——投融资体制改革。组建了新

安县发达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洛阳市洛
新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等。此外，为破解
交通公路发展建设的资金难题，正在以
310国道新安段改建工程为基础，组建
新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平台，着
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交通
公路建设长效机制和交通公路资产良
性运营机制。 （下转02版）

——访新安县委书记、县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王玉峰

激发创新活力 推动转型发展

本报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金志锋

近日，在位于孟津县麻屯镇的
河南顺晟电气有限公司里，员工正
在检验一批即将出口缅甸的低压电
控柜产品。

该公司是我市一家专业从事高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箱式变电站等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研发和制造的民
营企业，其产品被广泛用于电力、冶
金、化工等行业。近年，该公司加大
科技创新投入力度，借助“一带一
路”战略，积极争取外贸订单，输配
电及控制设备出口亚洲、非洲的多
个国家。

记者 潘郁 通讯员 郭超 摄

借力“一带一路”
民企产品走出国门

【你好，洛阳】省政府专门出台文件
支持我市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发
展，这在河南还是首例。从资金、技
术、人才、管理支持到市场应用推广，
政策扶持针对性强、涉及面广、含金量
足。顺应“机器换人”大势，用好、用
活、用足“政策红利”，矢志不渝提升创
新及研发能力，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必
有洛阳一席之地！

近年近年，，我市大力实施飞播造林我市大力实施飞播造林，，河洛大河洛大
地披上绿装地披上绿装（（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记者记者 曾宪平曾宪平 摄摄

本报讯（记者 陈曦 孙小蕊）昨日，记者从洛阳玻璃
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洛阳玻璃）了解到，其重大资产重组
方案正式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洛阳玻璃已于近日公布
其重大资产置换最新进展，在中国国企改革大戏中发出

“洛阳声音”。
据悉，洛阳玻璃此次重组主要是将旗下经营生产普通

浮法玻璃、矿产业务的子公司股权置出，置入生产超薄玻璃
的蚌埠公司全部股份。在重组完成后，洛阳玻璃将不再经
营普通浮法玻璃业务，取而代之生产超薄玻璃基板，实现从
普通浮法玻璃向电子玻璃转型，向高档化、超薄化、高性能
化方向发展。

据洛阳玻璃相关负责人介绍，重组一是可以实现主营
业务升级，进一步拓展上市公司的发展空间；二是能够改善
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这意味着洛
阳玻璃业务转型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企业将面临新的机遇
与挑战。 （相关报道见03版）

舍“浮法”重“超薄”
洛阳玻璃重组升级

“我们是一家‘老国企’转型的研发型企业。”提到企业前身，
洛阳汉鼎起重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梁旭如此介绍。

记者近日在该公司生产厂房内看到，30多米宽的欧式双梁
起重机横架在厂房顶部，十分醒目。在1万多平方米的厂房内，
10多名工人正在忙碌着。

目前，该公司全部是订单式生产。今年7月，该公司交付了
7台10吨双梁起重机至江苏邳州；10月，出口了9台不同规格
起重机至黎巴嫩；供给阿尔及利亚的17台不同规格起重机正在
紧张生产中……

汉鼎公司现有员工50余名，研发团队有37人。
电动葫芦是起重机的核心部件。2013年，该公司完成欧式

低净空钢丝绳电动葫芦的研发工作；2014年，又研发出液晶和
饮食行业专用洁净室纤维绳电动葫芦，填补了国内此项产品的
空白。同时，通过对产品的结构优化，汉鼎公司生产的各型号起
重设备整体重量减轻30%，产品耗电量也降低近40%，为客户
节约了厂房建造费用和生产成本。

正是凭借对核心产品的创新，汉鼎公司先后通过了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欧盟CE产品认证，并拿下了13
项国家专利，被授予“河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和我市“隐形冠军
企业”称号。

汉鼎公司还联合上海宝钢集团旗下的宝信软件集团，合作
研发了无人化智能车间。目前，该公司已接到了上海宝钢的订
单，生产2套无人化智能车间，并于近期陆续交付。

诚如“老洛起”厂房内的新口号：“和传统的昨天告别，向
规范的未来迈进。”这家曾有着辉煌经历的国企已实现华丽
转身。

本报见习记者 李梦龙 通讯员 袁少华 李健

“老国企”的华丽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