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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王城 花情

系列之一系列之一

田园美景尽收眼底，村庄内外
绿树环绕，农家小院幽雅静谧，花
草树木生机盎然，村头巷尾非常整
洁……春日，走进孟津县常袋镇马
岭村，一幅幅美丽的画卷映入眼
帘，让人顿感惬意。

“以前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腿
泥，俺都不愿意出门。现在村里环
境好了，没事儿还能带着孙子去广
场上转转。”谈及村里的变化，正在
广场上锻炼身体的村民王素云
高兴地说。

在马岭村日新月异的背后，有
“一双手”在默默支撑，有力而持
久。这双无形的“手”就是孟津农
商银行的责任和担当。

2014 年8月，孟津农商银行接
受组织安排与马岭村“牵手”，成为
马岭村的结对帮扶单位。在帮扶
马岭村之初，孟津农商银行就充分
发挥自己金融方面的先天优势，认
真落实市委、市政府脱贫攻坚的工
作要求，扎实推进金融扶贫工作，
助力马岭村贫困户脱贫致富。

孟津农商银行派驻马岭村的
“第一书记”孙桂斌认为，扶贫不只
是给钱这么简单，不仅要“扶经济之
贫”，还要“扶精神之贫”，把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和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
来，着力化解精神贫困，才能让贫困
群众树立脱贫信心，彻底帮他们拔
掉“穷根”。为此，孟津农商银行精
准扶贫工作小组积极助力马岭村的
精神文明建设。

环境能改变人的面貌，孟津农
商银行驻村工作组从改变贫困村环
境入手，对村庄环境卫生进行了集
中整治，对道路两侧进行绿化、美化
和亮化，使马岭村的面貌为之一新。
为了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孟
津农商银行大力支持村党支部、

村委会开展各项精神文明活动，在
村文化中心里，金婚榜、学子榜等成
了村民热议的话题，该行捐助的价
值9000元的大液晶电视成了村民
学技术的好帮手，农家书屋也成了
村民农闲时候的好去处。

扶贫先扶智。为了帮助马岭
村贫困学子圆梦，2015年10月，该
行为马岭小学26名贫困生送去书
包及文具。2016年以来，该行为考
入高等院校的贫困生王梦歌等7名
莘莘学子，每人捐助3000元学费，
同时为马岭村村委会和马岭小学
提供资金、物品支持共计8万元，为
马岭村贫困生及孟津县其他品学
兼优的贫困生提供学费、生活费和
助学金等共计14.3万元。

3 扶贫扶智 传播文明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作为“孟津
人自己的银行”，孟津农商银行始终秉承“服务三农、
改善民生”的理念，充分发挥地方金融主力军作用，用
心、用情、用力开展精准扶贫工作。

一对一帮扶，帮出实效。为了加快对口帮扶村——
马岭村整体脱贫，该行不断加大结对帮扶力度，党委班子
成员及所属各分行行长，每人对接该村5户贫困户，制订
具体帮扶计划，限定明确脱贫时间，定期联系沟通。村里

不少贫困户在行领导班子
的对接帮扶下，改变了贫困
面貌，走上了致富道路。

1 饮水思源 帮出实效

专 题

2016年春节，孟津农商银行慰问团
带着95份食用油和大米等慰问品，对马
岭村贫困户逐户走访慰问，把关怀与温
暖送到贫困群众的心坎上。去年3月和
7 月，该行又分别开展两次集中大走访
活动，工作组人员自行购置食用油、大
米、面粉等慰问品，到马岭村 95 户贫困
户家中逐一进行走访慰问，把农商银行
的关怀和温暖送到百姓家中。

2016年6月，该行将首批5200多只
土鸡鸡苗发放到 52 户马岭村贫困户手

中。除了提供鸡苗，该行还帮助他们建
圈舍等，并请来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他们
养殖。

针对马岭村种植专业化程度较低、
抗风险能力较弱、经济效益不佳的现状，
今年春耕时节，孟津农商银行负责人还与
村委会干部一同到四川考察，向有十几年
花椒种植经验的农户取经。2017年，该
行投入4.7万元购买花椒树树苗送给贫
困户，435亩花椒田为贫困户实现长期收
益提供了有力保障。

2 力解民忧 送去真情

责任在肩勇担当 情系“三农”惠万家孟 津
农商银行

“太方便了，以后俺取低保金不
用往镇上跑了。”横水镇红光村的张
世和老先生高兴地说。这是孟津县
第一个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点，该行
为推进普惠金融，为马岭村群众服
务中心购置了自助取款平台。这个
服务点的设立使周边姚凹村等6个
行政村两三万人受益，村民足不出
村就能办理粮补、低保、新农保等小
额取款业务等金融业务。

近年，该行充分发挥农商银行

优势，把金融扶贫落到实处，该行
投入 4 万元为马岭村群众服务中
心添置电脑设备及办公设施，设置
自助取款设备，方便村民享受金融
服务、生活服务，了解惠民政策。
目前，该行已在孟津县 53 个村成
功建立了 53 个助农取款服务点，
使广大贫困地区的群众享受到安
全、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打通了
农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李军卫）

4 金融普惠 便民利民孟津县马岭村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点

神舟飞天、嫦娥探月、蛟龙入水……
人们惊喜地发现，在今年的牡丹文化节
开幕式上，创新元素空前增多。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河南要发
挥优势打好“四张牌”，其中之一就是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去年以来，我市以自
创区建设为龙头，加快构建现代创新体
系，着力打通“四个通道”、促进“四链融
合”，大力实施创新主体、创新平台“双
倍增”行动，创新千帆高扬，有力地引领
着洛阳破浪前行。

如今，这座古城绽放的不只是一片
牡丹花海，还有一朵朵厚植工业文明的

“创新之花”，花正艳、香亦浓。

平台之花
金字招牌愈加铮亮

4月的北京，暖意融融。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

放合作推介会拉开帷幕，我市强势推
出一批重点科技创新项目，吸引业界
关注。

中信重工特种机器人制造智能化
工厂落地，洛阳机器人迎风起舞；北方
易初年产100万辆电动车关键技术研
究及产业化项目敲定，洛阳电动车向高

端跃升；我市与中信银行签署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成立500亿元洛阳创新创业
城市发展基金，大手笔助力自创区洛阳
片区发展……人们正用行动为自创区
洛阳片区的发展投出信任的一票！

蓦然回首，自创区洛阳片区“呱呱
坠地”一年来，顶层设计日臻完善，金字
招牌愈加铮亮，这才是信心的源泉。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亚提出，
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为龙头，
加快构建现代创新体系、努力建设创
新型城市，争当全省创新发展排头
兵，争做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领头羊。

定位明确清晰，举措有力。1∶1配
套资助重大科技专项、一流创新创业
团队可获亿元资助、企业上市最高可
获千万奖励……《关于加快推进洛阳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
见》出台，政策“大礼包”涵盖领域广
泛，力道十足。

在政策东风下，去年，自创区洛阳
片区新增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占全市的
94.74%，高技术产业增加值达28%，超
出全市11.2个百分点。创新示范势头
强劲、前景可期！

理念之花

打通通道活力奔涌
“老工业基地洛阳心态之开放、举

措之给力，让我倍感振奋。”科大讯飞高
级研究员、洛阳语音云创新研究院执行
院长闫润强没想到，来洛阳仅一年多的
时间，就收获了中国首个语音控制消防
机器人等多项成果，“人工智能+”正让
洛阳传统产业告别“傻大黑粗”，焕发青
春活力。

去年，我市针对阻碍创新发展的堵
点，全力打通政产学研深度融合、军民
企地对接转化、市场化运作、人才成长

“四个通道”，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
链、政策链“四链融合”，“1+3+N”的政
策体系初步形成，创新活力激流奔涌。

创新力量“统”起来了——
去年，以洛阳企业为理事长单位的

国家、省、市级联盟总数增至26家。高
铁轴承进入产业化、机器人轴承实现应
用示范、高效节能多晶硅大规模清洁生
产技术实现应用……去年以来洛阳取
得的不少重大共性技术突破，均是在我
市企业牵头下，依托联盟协同创新结下
的科技果实。

成果转化“顺”起来了——
我市连续召开地企合作会议，建立

科技成果转化地企对接机制。去年全
年，我市通过地企合作平台签署科技成
果转化协议44项，总金额73.2亿元，一
大批科技成果实现落地转化。

创业激情“唤”起来了——
去年，我市省级以上孵化载体达

38 个，在孵企业和团队突破 2000 家，
“双创”热情喷涌。通过大力实施“河
洛英才计划”，清华大学邢新会团队、
浙江大学刘雪松团队、美国硅谷彭先
兆团队等精英人才纷至沓来，一批

“专精特新”创新创业项目落地生根，
填补了我市在装备制造、生物医药、

高端医疗等领域的空白。

发展之花
创新高地快速崛起

在车间内，机器人“手臂”舞动、银
色机床“跳跃”，传送、装配、检测、标识，
诸多环节自动完成……

去年，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月均自动化工时增长48.9%，数字化工
厂已成为现实。从中国“大火箭”长征
五号，到国产大飞机C919，一项项举世
瞩目的“共和国第一”工程中，都有这家
企业高可靠连接器建功。

不创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
后。为培育更多像中航光电这样的创
新龙头，我市提出构建现代创新体系8
个重大专项，其中“积极实施创新主体、
创新平台‘双倍增’行动，打造全省最具
活力的创新高地”重大专项居首。

点滴积累，量变引发质变。如今，
随着创新生力军成长壮大，一波新的创
新发展正悄然加速——

龙头居首。中船重工第七二五研
究所等 8 家企业跻身首批省级创新龙
头企业，入围数居全省各省辖市首位，
一批创新龙头正在崛起。

平台夺冠。去年4月，中国一拖集团
有限公司首家国家重点实验室——拖
拉机动力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使
我市国家重点实验室数量增至7个，占
据全省总数“半壁江山”。

研发领衔。“机器人控制与驱动及
离线编程关键技术研究与样机研制”等
6 个项目获得省重大科技专项立项支
持，共获得省拨经费1700万元，占全省
的18.58%，位居全省各省辖市之首，洛
阳创新版图更显辽阔！

听！那片绚丽的牡丹花海中，创
新鼓点正密集敲响，合奏出古都发展
最强音！
本报首席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张炜

“创新之花”香亦浓

昨日，在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几位受邀参加首届河洛文化大集活动的哈密
绣娘，手持牡丹刺绣作品在牡丹花间翩翩起舞，美不胜收。

记者 鲁博 通讯员 安瑞云 摄

哈密绣娘翩翩花间舞

春光无限好，赏花正当时。昨日，第35届中国洛阳牡丹文
化节花情预报小组发布最新花情预报：市区各牡丹观赏园的牡
丹整体进入盛花期；市郊各牡丹观赏园的早开品种牡丹陆续进
入盛花期，中开品种牡丹渐次开放。

四星级牡丹观赏园花情
■隋唐城遗址植物园
全园进入盛花期，约有580个品种12.5万株牡丹开放。其

中，西施、鲁菏红、墨润绝伦、冠世墨玉、霓虹焕彩等品种盛开；香
玉、姚黄、岛锦、锦袍红、百花娇艳等品种初开。主要赏花点位于
科技园、九色园、百花园和特色园。

■王城公园
全园进入盛花期，约有 560 个品种 6.7万株牡丹开放。其

中，蓝宝石、肉芙蓉、贵妃插翠、春红娇艳等品种盛开；初乌、玉芙
蓉、蓝田玉、东海浪花等品种初开。桥北区域的大株型洛阳红成
片盛开。主要赏花点位于沉香楼、王城春早、傲梅渲春和牡丹仙
子周边。此外，第35届牡丹灯会正在该园举办。

■中国国花园
全园进入盛花期，约有370个品种15.2万株牡丹开放。其

中，珊瑚台、冠世墨玉、贵妃插翠、霓虹焕彩等品种盛开；胡红、岛
锦、首案红、雪映桃花等品种初开。主要赏花点位于留芳园、赏
花木栈道和唐风隋影广场。

■国家牡丹园
全园约有360个品种15万株牡丹开放。其中，贵妃赏月、

豆蔻年华等品种盛开；太阳、芳纪、卷叶红、珊瑚台、玫红争艳、紫
香秀色等品种初开。四季牡丹展馆内展出300盆催花牡丹。

■国际牡丹园
全园约有180个品种6.8万株牡丹开放。其中，鲁粉、丛中

笑、迎日红、粉中冠等品种盛开；彩绘、景玉、二乔、兰贵人、胜葛
巾、桃花飞雪等品种初开。主要赏花点位于华夏园和九色园。

■神州牡丹园
全园约有320个品种12.6万株牡丹开放。其中，二乔、卷叶

红、冠群芳、黑海撒金、贵妃插翠等品种盛开；岛锦、赵粉、珊瑚
台、青龙卧墨池、雨后风光等品种初开。主要赏花点位于国花
坛、四季展馆、新品种展示区。

三星级牡丹观赏园花情
■牡丹公园
全园进入盛花期，约有260 个品种1.9 万株牡丹开放。其

中，太阳等品种盛开；初乌、圣代、花王、岛大臣等品种初开。
■西苑公园
全园进入盛花期，约有135个品种1.1万株牡丹开放。其中，

岛锦、姚黄等品种盛开；初乌、香玉、花王、岛大臣等品种初开。
■洛阳农博园
全园约有10个品种5800株牡丹开放。其中，粉中冠、蓝宝

石等品种盛开；景玉、洛阳红、迎日红、富贵满堂等品种初开。
■郁金香牡丹园
全园约有10个品种1.3万株牡丹开放。其中，凤丹、彩绘、

洛阳红、粉中冠等品种盛开；二乔、赵粉、银红巧对等品种初开。
园内的郁金香正成片开放。 本报记者 赵佳

国色伴春光 游人醉花海
花开时节，洛阳牡丹倾国倾城，四海宾朋纷至沓来。
30多年来，我市以花为媒，借助牡丹文化节舞台，经济、社会、文

化等各领域取得长足发展。特别是去年以来，我市以新发展理念为
引领，着力发挥优势打好“四张牌”，认真落实洛阳发展新战略定位，
加快推进“9+2”工作布局，向着“四高一强一率先”奋斗目标迈进。
即日起，本报开设《一朵花带给一座城的获得感》栏目，从不同侧面展
现践行开放理念、持续扩大开放给洛阳带来的发展成果，敬请关注。

开
栏
语

她在丛中笑她在丛中笑 徐文波徐文波 摄摄

昨日，百岁抗战老兵刘锡藩在护理员的陪伴下在中国国花园观赏牡丹。刘
锡藩是新安县人，1939年12月入伍，参加过百团大战等战斗，曾获得“独立自由
勋章”“解放勋章”。 记者 曾宪平 摄

百岁抗战老兵乐赏花

隋隋唐唐 春色国国花花 有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