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以新发展体系为支撑

加快推进“9+2”工作布局 奋力实现“四高一强一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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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国产大型客机成功首飞令国人振奋不已，
而“洛阳制造”装备C919的消息更是在河洛大地引发欢
呼：从供应电子设备综合设备架、平视显示器，到为机
身穿上“铁甲衣”，这些饱含制造业转型升级最新成果
的“洛阳元素”与C919一起腾飞，刷新着中国航空事业
的纪录。

飞机制造被称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其研发
和制造能力是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重要标志。C919一
飞冲天，背后是几代航空人近半个世纪的接力，凝聚着
22个省、市200多家企业近20万人的十年攻坚，也将带
动几乎涵盖所有工业门类的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成
为引领“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尽
管首飞全程只有79分钟，却是从无到有、厚积薄发的不
凡蜕变，意味着“八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的尴尬即
将终结。

正如C919成功首飞一样，转型发展也是一个从量变
到质变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保持战略定
力，紧盯“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的发展方向，
加快结构优化、加强创新驱动，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
牢牢把握市场话语权，洛阳发展才能站上新的“腾飞
点”，飞向广阔天空。

中航光电全程参与飞机设计、安装和试验，产品融
合了流体力学、材料学、电磁兼容、电气传输等领域创
新，以“零事故”保障了首飞成功；中信重工克服重重困
难，联合多家单位研制出国内首台12000吨航空级铝合
金板材张力拉伸机，为 C919“编织”轻便又坚固的“外
衣”；面对技术壁垒，航空工业光电所不断学习、消化、
创新，研制出世界级机载光学显示系统……这些“洛阳
制造”一再表明，没有坚实的脚步和“十年磨一剑”的真
功，哪会有翱翔天空的闪光时刻？

这些年，从载人航天、蛟龙探海、国产航母下水到这
次C919首飞，“洛阳制造”在国家尖端工程中被广泛应
用固然可喜，但必须看到，当前洛阳转型发展依然任重
道远。增长方式粗放、产业结构不优、科技含量不高、
质量效益不好、核心竞争力不强，这些问题成为洛阳发
展亟待打破的瓶颈。推动转型发展不放松，就要以新
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发挥
优势打好“四张牌”为重点，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
中心，从有效破解制约转型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难题入
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如此，洛阳终将在由量变到质
变中迎来发展的“腾飞点”，让老工业基地焕发新活力。

站上转型发展的
“腾飞点”

魏春兴

近日，栾川县陶湾镇张盘村巧媳妇
服装加工厂里一派忙碌景象，几十名妇
女手脚并用，娴熟地操控着缝纫机，赶
制新一批订单。

忙，并快乐着。“上个月干了21天，
挣了 2700 元呢！”其中一名女工王川
说。王川家是张盘村建档立卡的贫困
户，她的丈夫身患残疾，婆婆年迈体
弱，两个孩子正在上学，全家生活都要
靠她。去年6月，王川作为贫困人员被
优先安排到该厂上班。起初，每月工
资 1600 元，现在月收入在 2000 元以
上。

同样是张盘村的贫困户，54岁的张
丰西在该厂负责熨烫、剪线头等零碎活
儿，每月收入近 2000 元。提起这份得
心应手的工作，张丰西十分满意。

张丰西身患残疾，干不了重活儿，

熨烫活儿操作简单不费力，她完全可以
胜任，而且工厂就在家门口，平时上下
班非常方便，家里的大小事儿一点也不
耽误。“有了固定收入，脱贫肯定没问
题！”皮肤黝黑的张丰西笑着说。

和王川、张丰西一样，还有30多名
贫困群众在张盘村巧媳妇服装加工厂
上班，占工厂总人数的近一半。近期，
该厂新采购了 80 台机器，更多的贫困
群众将在家门口就业。

脱贫路上不分男女，巧媳妇也能
“织”出致富路。在栾川县城的玲珑服
饰加工厂里，刘晓燕是所有职工的榜
样。今年 4 月，她拿到了 6400 元的高
工资。

刘晓燕家是贫困户，不怕吃苦、勤
奋学习的她入职仅3个月，就熟练掌握
了缝制、钉扣眼等操作技能。如今的收

入，让她对脱贫信心十足。
目前，玲珑服饰加工厂有近120名

员工，新培训的 20 多名员工也即将上
岗。“要感谢政府出台了好政策，不然我
也不敢扩大生产规模，服装厂也不可能
发展得这么好。”该厂厂长齐甄感叹道。

齐甄口中的好政策，是自去年起栾
川县为支持脱贫攻坚，每年拿出300余
万元财政资金用于发展服装加工产业，
一方面资助贫困户入厂培训、贷款入
股；另一方面给聘用贫困户的企业发放
补贴，为入村建厂的企业提供免费厂
房、装修补贴、资金奖励等。

“农村巧媳妇，栾川大财富。”栾川
县扶贫办服装产业办公室主任李建阁
说，这些服装产业被统称为“巧媳妇工
程”，通过建设卫星工厂、新型社区工厂
和流水线班组工段，把闲散劳动力尤其

是贫苦户引入服装加工产业，既破解了
企业用人“不好招、留不住、用不起”的
难题，也为农村妇女打开了就业门路，
帮助贫困户在家门口实现脱贫。

据统计，截至今年 2 月，栾川县服
装加工企业发展至 28 家，加工设备近
1800 台，工人 2000 余名，其中贫困群
众近 600 名。今年，该县计划新建 30
多个小微服装加工企业，将就业岗位增
加至 5000 个，让更多的农村妇女在家
门口就业。

本报记者 朱艳艳 通讯员 罗代彬

栾川县每年拿出300余万元扶持服装加工产业，吸纳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巧媳妇”走上脱贫路

近日，在宜阳县樊村镇沙坡村150 千瓦
光伏扶贫项目工地上，工人们正加紧安装太
阳能光伏板。该项目由定点帮扶企业中国诚
通集团投资130万元援建，并网后年可创造
利润21万元，收益全部归村集体所有，用于
贫困户精准脱贫，并为该村未来发展提供长
期资金支持。

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仝少飞 摄

光伏扶贫：
为集体经济“充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