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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因地制宜谋发展 做实做细扶贫事孟 津
农商银行

当前，扶贫开发已进入啃硬骨

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作为服务

孟津经济的重要金融机构，孟津农

商银行机构多、体量大。助推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孟津农商银行肩上

有重担、手里有任务、心中有责任。

脱贫攻坚“做什么”“怎么做”，

孟津农商银行非常明确。“感情要深，

路子要对，落点要准，效果要实。”孟

津农商银行志愿服务队派驻马岭村

的队员对扶贫工作深有感触。

2016年以来，根据市委、市政府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和“六个

精准”的要求，该行领导组织骨干人员

组成精准扶贫工作小组，连续数月下基

层、摸实情、出实招，深入对口帮扶村访

真贫、听真话、察实情，实地研讨精准扶

贫对策，因人制宜、因户施策、真情帮扶

困难群众，谱写了支农强农惠农富农金

融服务的务实乐章。

“多亏了孟津农商银行，让俺现在的生活有了奔
头！”村民习卫国是特贫户，家中母亲和弟弟患有疾
病，还有两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这个六口之家只有
习卫国和妻子两个劳动力，既要照顾家人又要打工挣
钱，怎么办？习卫国感到绝望。了解他的家庭情况
后，去年，孟津农商银行带着责任、办法来到他家，为
他送来百余只鸡苗和小鸡暖房、饮水器、喂食器等，并
聘请技术员指导其养殖，还通过到户增收肉牛饲养项
目为他争取到5头黄牛，帮助他发展家庭养殖，致富增
收。“有了科学指导，土鸡成活率在80%以上，11月即
可出栏，预计为每户贫困户增收约3000元。一头黄
牛一年可实现增收4000余元，这样到了年底，他就能
有近3万元的收入。”马岭村党支部书记马其祥为我们
算了一笔脱贫账。

走出习卫国的家，回首望去，细雨中习卫国正在
精心地给土鸡、黄牛喂水、喂食、打扫圈舍……这个场
景让人心里充满了希望。

2016 年以来，孟津农商银行通过带动贫困户
积极发展种植、养殖业，实现了由“输血”到“造
血”的转变，确保贫困户既解了燃眉之急，又建立
了长效的脱贫机制，帮扶成效立竿见影，马岭村
的群众看在眼里、感恩在心。如今，他们扛着锄
头，背着篮子，带着孩子，赶着牲畜……纷纷行动
起来，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贫困。“只有贫困群众
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发挥主体作用，与党
和政府的扶贫政策形成合力，才能真正脱贫奔小
康。”孙桂斌说。

李军卫 张亚辉 文/图

2 做实帮扶措施
解民忧暖民心

“李建林，家庭人口4人，种植小麦
5亩、玉米5亩、大红袍花椒2亩，养牛2
头、鸡30只……”

“马站民，家庭人口2人，家有一名
高二学生，种植大红袍花椒3亩……”

…………

一份份孟津农商银行帮扶马岭
村发展的扶贫档案，包含了村里全部
95 户贫困户的家庭状况、人口结构、
致富项目、增收项目等内容，图文详
细，一目了然。

为了将扶贫档案做实做细，孟津农
商银行精准扶贫工作小组没少下功夫，
他们将孟津农商银行务实、严谨、规范
的精神用到扶贫攻坚工作中。“只有落

实情况，才能精准发力。一户贫困户我
们要走上十几次，才能把信息收集齐、
弄准确。”孟津农商银行派驻马岭村的

“第一书记”孙桂斌表示，数月来，该行
派出骨干力量入村入户，在常袋镇扶贫
办姜利峰的协助下，集中力量进行资料
收集，安排专人整理，实现了精准扶贫
档案创建工作规范化、标准化,做到真
实具体、随时可查、随时追踪。

扶贫档案做实做细，是各项扶贫措
施取得实效的重要基础。通过精准识
别致贫原因，该行与村委会充分调研、
论证，对贫困户开展“一对一”精准扶
贫，一户多策，成效显著。

1 做细扶贫档案 扶贫胸有成竹

系列之二系列之二

孟津农商银行党员志愿服务队到马岭村实地查看花椒种植情况孟津农商银行党员志愿服务队到马岭村实地查看花椒种植情况

“四个双”
产业体系加快构建

“洛阳有很好的产业基础，下一步
加快发展高新技术是重点。要把传统
产业与智能化、信息化相结合，为产业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在第35届
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投资贸易洽谈会
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机械
工程学院院长、清华高端装备研究院院
长雒建斌在接受采访时说。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产业
支撑。洛阳这个老工业基地要焕发新
活力，首先要构建好现代产业体系。

去年，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提出
构建“五强六新五特”现代产业体系。
按照国家政策导向和市场发展方向，选
择产业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的先进装备
制造、新材料、高端石油化工、电子信
息、旅游作为重点发展的主导产业；选
择市场前景好、增长速度快的机器人及
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现代物
流、电子商务、金融作为积极培育的新
兴产业；选择资源禀赋好、竞争能力强
的文化、科技服务、牡丹、健康养老、特
色高效农业作为大力发展的特色产业。

主导产业效益较差、新兴产业规模
不大、特色产业特而不优等，这些问题

是产业发展绕不过去的坎。因此，洛阳
的现代产业体系坚持传统产业改造升
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双轮驱动”，坚
持城区经济与县域经济“双向发力”，坚
持高端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双高引
领”，坚持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双赢并
进”。“四个双”是我市加快构建现代产
业体系的加速器。

“三二一”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旺仔旺仔，跳个《最炫民族风》
吧。”音乐响起，几台机器人挥舞“双手”
轻轻摇摆。这是在昨日结束的洛阳市
开放招商展览展示活动上的精彩一幕。

娱乐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种机
器人、扫地机器人……各种机器人成为
此次展览上的亮点。不少客商驻足洛
龙、高新、伊滨等展区，详细了解当地机
器人产业的招商重点、产业发展规划，
寻求下一步的合作对接。

去年以来，我市机器人及智能装备
产业发展迅猛。

中信重工发展侦察机器人、消防机
器人、水下机器人等特种机器人产业，
如今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消防机器人生
产企业。

德平科技是世界上第三个、国内唯

一能够生产石油天然气管道自动焊接
机器人的企业，产品出口俄罗斯、韩国、
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家。

一方面，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异军突
起；另一方面，是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在洛阳中科信息产业研究院“互联
网++众创空间”，中国一拖智能拖拉机
系统已进入第三代的研发阶段。拖拉
机装上远程定位、远程控制系统，不仅
可监控拖拉机的实时运转情况，还能检
测土壤成分，实现合理有效耕种，这就
是由洛阳中科信息产业研究院与中国
一拖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智能拖
拉机。

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已然成为推
动我市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突破口。

措施有力。去年，我市实施亿元以
上重大结构调整项目339个，累计完成
投资 416 亿元。阿特斯 1 吉瓦太阳能
组件等213个项目加快建设，中诚新能
源汽车工业大学、中航光电新技术产业
基地等65个项目如期开工。

成效显著。去年，全市高技术产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16.8%，六大高成长性
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分别高
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7.9个和4.4个百
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达 44.3% ，对 经 济 增 长 贡 献 率 达
56.6%，产业结构正在由“二三一”向

“三二一”渐进。

“稳促聚”
引进投资发展共赢

再见河南心里程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彭金璋，是在昨日举行的洛阳市开
放招商展览展示活动上。

2012 年，广东心里程平板电脑项
目落户伊川，目前年营业额超过 1 亿
元。几年来，彭金璋见证了伊川县电子
信息产业的发展。从手机生产到芯片
封装，从平板电脑制造到软件研发，目
前，伊川县在电子信息产业方面形成了
百花齐放的大好局面。

今天的项目就是明天的产业，今天
的投资决定明天的发展。伊川县电子
信息产业的发展，正是通过引进投资实
现的，既推动了产业的转型升级，也实
现了县域经济的持续发展。

稳投资——项目建设有力支撑。
围绕适度扩大合理有效投资、增加

优质供给、补齐发展短板，去年，我市谋
划实施一批具有全局性、基础性、战略
性的重大项目，形成大项目有序接替、
好项目梯次跟进、新项目投产达效的良
好态势，带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促投资——平台搭建共赢发展。
我市深挖地企合作这一“富矿”，以市

场为导向，以产业为牵引，以资本为纽带，
以项目为抓手，实现地企双方共赢发展。

聚投资——载体吸引提质转型。
我市加快推动产业集聚区提质转

型创新发展，产业集群吸引力、竞争力、
带动力进一步提升，在促进产业结构调
整、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推动经济平稳
健康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我市全力实施“9643”合理有
效投资行动计划，以项目建设带动产业
结构优化，推动基础设施提升，改善城乡
人居环境，必将开创洛阳发展的新局面。

在这个美丽的春天，花与城的故事
在洛城精彩上演，产业与发展的希望之
舟在洛阳扬帆远航！

本报记者 李迎博

转型之水浇灌产业之花

春意浓来国色俏，牡丹花城迎来最佳赏花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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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牡丹观赏园的牡丹整体进入盛花期，国际牡丹园和神州牡丹
园的早开品种牡丹进入盛花期，中开品种牡丹渐次开放。

四星级牡丹观赏园花情
■中国国花园
全园进入盛花期，约有400个品种17.6万株牡丹开放。其

中，岛锦、胜葛巾、白雪塔、乌龙捧盛、春红娇艳等品种盛开；时雨
云、乌金耀辉、飞燕红妆、桃红飞翠等品种初开。主要赏花点位
于留芳园、赏花木栈道和唐风隋影广场。

■隋唐城遗址植物园
全园进入盛花期，约有600个品种13.5万株牡丹开放。其

中，白鹤卧雪、宫娥乔妆、姊妹游春等品种盛开；雪莲、姚黄、浪花
锦、李园春、桃红飞翠等品种初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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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个品种7万株牡丹开放。其中，

太阳、芳纪、蓝芙蓉、冠世墨玉等品种盛开；胡红、岛大臣、璎珞宝
珠等品种初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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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届
牡丹灯会正在该园举办。

■国家牡丹园
全园进入盛花期，约有 500 个品种 17 万株牡丹开放。其

中，芳纪、太阳、冠群芳、墨楼争辉、红楼春梦、红尘紫陌等品种盛
开；胜葛巾、金桂飘香、粉云托月、紫香秀色等品种初开。凤丹牡
丹林全面盛开。四季牡丹展馆内展出300盆催花牡丹。

■国际牡丹园
全园约有200个品种8.8万株牡丹开放。其中，鲁粉、黑珍

珠、粉中冠、锦袍红、山花烂漫、火炼金丹等品种盛开；群乌、二
乔等品种初开。主要赏花点位于华夏园和九色园。

■神州牡丹园
全园约有360个品种14.7万株牡丹开放。其中，二乔、卷叶

红、冠群芳等品种盛开；岛锦、赵粉、珊瑚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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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个品种 1.9 万株牡丹开放。其

中，太阳、岛锦等品种盛开；日暮、花王、岛大臣等品种初开。
■西苑公园
全园进入盛花期，约有140个品种1.2万株牡丹开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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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个品种8300株牡丹开放。其中，迎日红、肉芙蓉、

白雪塔、富贵满堂等品种盛开；香玉、洛阳红、黄翠羽等品种初开。
■郁金香牡丹园
全园约有14个品种1.9万株牡丹开放。其中，梨花粉、洛阳

红等品种盛开；乌龙捧盛等品种初开。园内郁金香成片开放。
■天香牡丹园
全园约有 20 个品种 3000 株牡丹开放。其中，景玉、迎日

红、火炼金丹等品种盛开；珊瑚台、黑海撒金、乌龙捧盛等品种
初开。 本报记者 赵佳

国色香满园 赏花入佳期

“我们是专门从辽宁赶过来的，这里牡丹开得好，我们创作也更有灵感。”昨
日，在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几名来自辽宁的画家，用古典没骨（中国画技法名）画
法描绘牡丹，笔下牡丹栩栩如生，引来游客纷纷驻足观赏。

记者 鲁博 通讯员 安瑞云 摄

千里来洛画牡丹
昨日，全自动防雨遮阴牡丹大棚在中国国花园投用。该大棚位于国花台南，

面积4000平方米，采用电动控制装置，全方位呵护20多个品种5000株牡丹的生
长，延长花期，同时也能为游客提供更加惬意的赏花体验。

记者 潘郁 特约通讯员 邵安领 摄

防雨大棚护好花

隋隋唐唐 春色国国花花 有约

王王城城 花情

王城公园牡丹全面进入盛花期 徐文波 摄

一朵花的魅力，不仅在于给城市增添了多少美，更重要的是以花
为媒，以牡丹文化节为平台，广交朋友，打开一扇与世界对话、谋共同
发展的窗。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亚强调，产业是率先发展的根基所在。要
加快构建“五强六新五特”现代产业体系，明确主攻方向，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不断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去年以来，我市坚持传统产业改
造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并举，以产业集聚区、产业园区为平台，
谋划实施了一大批具有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的重大项目。

产业结构持续转型升级，城市影响力持续提升，千年帝都的牡丹
花海，引来产业的蝶变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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