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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今年3月，由中国银行业协会主办的《2016年度中
国银行业服务改进情况报告》暨文明规范服务千佳示范
单位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交通银行洛阳分行作为河南
省银行业“千佳示范单位”代表参加会议并接受表彰。
该行营业部跻身全国千佳服务示范行。

2016 年以来，交行洛阳分行党委积极践行国有金
融机构的使命与职责，以党建强基固本，为社会各界提
供贴心更暖心的普惠金融服务。

该行各党支部立足自身实际，将标准化服务延伸为
个性化、细微化、亲情化服务。分行营业部党支部为残障
人士添置轮椅，设置盲人键盘、助盲卡，为聋哑人士设计

爱心服务向导手册，并
定期组织员工开展“金
融沟通无障碍”手语学

习等；英才路支行党支部利用业余时间，开展“企业行”
“社区行”“高端客户专享日”等特色活动，不仅拉近了与
客户的距离，还树立了优质服务品牌。

该行党委还把精准扶贫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去
年以来，多次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宜阳县高村乡张元村，
围绕脱贫攻坚，从人力支持、物力支援到财力支撑上都
作了细致安排；面向全行倡导“扶贫济困 绿化家园”党
团活动，向该村小学捐赠15台电脑和文体用品等，并救
助了3户特困家庭；设立“帮扶基金”，用于村里贫困家
庭应急资助和创业扶持；上马扶贫养鸡项目，目前规模
已达2000只左右。 （李永高 林宏伟）

让暖心服务成为基层党建底色

前些日子与几位一线扶贫干部聊天，多次听到这样的声音：扶贫
的纸质资料太多，繁重的填表任务占去很大精力。现实中，这种情况
不在少数，扶贫干部之所以有如此“感受”，恐怕也未必都是“嫌琐碎”

“怕麻烦”，而是还没有很好掌握破题的“新办法”。
纸质资料多，填写费时费力，回头查看时又要花不少功夫，这对

一线扶贫干部来说压力不小。并且，扶贫的进度在一直变化，比如有
人今年脱贫了明年是否会返贫，扶贫资金今年用了3万元明年用了5
万元……如果每次变化都要用纸质资料归纳整理，的确很烦琐。这
个时候，如果能熟练借助大数据平台，便可以减轻填写纸质资料的繁
重压力及后期烦琐环节，让扶贫轻装前行。

日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谢伏瞻来洛调研，在了解一家
企业研发的大数据扶贫系统能推进扶贫工作轻装前行后说，以信息化
的方式解决精准识别、精准退出、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等问题，在很大
程度上节省了劳动力、节省了资金，开辟了一条新路，洛阳“近水楼
台”，要加强推广应用。这为我们用大数据助推扶贫工作指明了方向。

当然，要用好大数据，需要加强学习与钻研，学会用数据决策、用
数据管理，既为扶贫决策提供精准、可靠的数据支持，又为管理提供
便捷、有效的科学支撑。这就像“外卖”一样，通过大数据平台，可以
清楚地知道什么人需要饭菜，哪些店能提供饭菜，外卖小哥多久能送
货上门。比如，通过大数据平台，管理方能否在后台精准掌握一个地
区的扶贫现状和进程？通过相关手机客户端，一线扶贫干部如何才
能提高办公效率？一些爱心人士是否可以精准选择帮扶对象、详细
了解贫困户状况和需求、时刻关注帮扶效果？

作为科技进步的硕果，大数据技术与平台在扶贫领域得到推广
应用，不仅有助于实现民政、公安、人社、房管等各部门的扶贫数据共
享，全面、动态地掌控扶贫项目实施与资金的使用进度情况，为扶贫
资金的使用算出一笔“明白账”，还能更好发挥众筹众扶的特点，将扶
贫对象的具体需求与政府、公益组织、企业、社会爱心人士等帮扶资
源精准对接，使“扶”与“贫”的结合更便利快捷。这个过程，当然能节
省人力、财力、物力。

把大数据技术运用到扶贫领域，既为精准扶贫提供了新的方法和
技术支撑，又能解决扶贫进程中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何乐而不为？

用好大数据
让扶贫轻装前行

万晓阳

昨日，“清华学子洛阳行”活动圆满结束。活动期间，清华大学机
械工程系博士生、硕士生共12人受邀来洛，先后参观中船重工第七
二五研究所、中信重工和中国一拖集团等我市重点企业，感受“洛阳
制造”的魅力。

该活动由清华高端装备院洛阳基地组织开展，通过组织优秀
的清华学子来洛参与社会实践，为企业与高层次人才搭建联系的
桥梁。 记者 陈曦 通讯员 李锦锦 摄

搭建交流平台 加速引进人才

本报讯（记者 孙小蕊 通讯员 贾蒙飞）记者从市
工信委获悉，工信部近日公示了2017年智能制造综合
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拟立项项目，我市3个项目成功入
选，入选项目数量位居全省第一。

为贯彻落实《中国制造2025》，深入实施智能制造
工程，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今年工信部、财
政部联合开展2017年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
用项目申报工作，重点支持两类项目：一是智能制造综
合标准化试验验证类项目，二是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类
项目。入选项目将获得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补助金
额一般为项目设备总投资额的30%左右。

此次我省共有8 个项目入选。我市入选的3 个项

目分别是：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数控机床及机
器人精密轴承数字化车间互联互通互操作标准研究与
试验验证”项目，成功入选“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试验验
证”项目；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现代农业装备智能
驾驶舱数字化工厂”项目和麦斯克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大规模集成电路硅基智能制造新模式”项目，成功入选
“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项目。

市工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实施一批智能制造
项目，将有力推进郑洛新“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
市群创建工作，促进我市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服务化转型，加快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制造强
市、智造名城”。

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拟立项项目公示

我市三项目入选

近日，洛轴集团南山生活区内一片
繁忙的施工场面，工程车辆进进出出。
小区内新供水管道基本铺设完成，预
计最近两天将进行户表安装；新路灯
已安装到位，小区外墙也粉刷一新。

“这个小区总户数3000多户，目
前供水和物业提升施工改造任务基本
完成，正在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洛
轴资产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里实施的正是“三供一业”改造
项目。据了解，洛轴集团需要进行“三
供一业”改造的共有6个小区14个自
然街坊。其中，涉及供电改造小区 5
个，供电移交改造工作已全部完成；供
水改造、供热改造、物业提升改造分别
按节点推进，本月30日前将完成全部
改造任务。

所谓“三供一业”，是指供水、供
电、供热和物业管理。我市作为全国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试点城市，自
2015 年启动改造以来，积极推进，成
效显著。

作为重工业城市，我市部分国有
企业的家属区建于“一五”时期，多数
小区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维修改造，水、
电、气、暖等基础设施管网老化陈旧，
物业管理不到位，社区服务不完善，停
水、停电、停暖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
随着相关设备的老化，运行、维护成本
越来越高，企业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之后，企业
从“三供一业”中脱离出来，不仅节约
了成本，减轻了负担，还能提高社区居
民的供水、供电、供暖和物业管理质

量，对于企业和居民都是好事。
分离办社会职能是深化国有企业

改革的重要内容，在企业办社会职能
中，“三供一业”补贴比重最大，影响面
最广，意义最大，最迫切需要解决。除
此之外，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
作也是重中之重。

“把企业退休人员纳入社区管理，
就是要给他们一个遮风挡雨的新家，
保障其晚年生活安定，提高其生活质
量。”市国资委相关负责人说。

今年 4 月，我市正式启动省属国
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此
项工作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不断提
高企业退休人员生活质量为宗旨，将
企业退休人员管理服务工作与原企业
相分离，企业退休人员交由当地政府

实行属地管理，由街道（乡镇）和社区
提供相应的管理服务。

市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
要求，驻洛省企剥离办社会职能工作
将在本月底全部完成。其中，我市进
行“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的省属企
业共计 8 家，总预算资金 3.68 亿元。
目前，8 家省属企业供电分离移交工
作已全部完成。涉及退休人员移交的
省属企业共有18 家，共计3.5万余名
退休人员，分布在各县（市）区，目前该
项工作已全部完成。通过实行社会化
管理服务，保障了企业退休人员老有
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本报记者 李迎博 孙小蕊 通讯
员 赵燕

驻洛省企“三供一业”分离移交本月底完成

“仅仅半天，就订出1万多双！”20
日，为期 5 天的 2017 中国布鞋之都·
偃师秋季产销对接会闭幕。在产销会
上，拿着一大沓订单的偃师市宇龙制
鞋厂总经理杨占凤乐不可支。和她一
样开心揽单的，还有一同参会的其他
100多家偃师鞋企老板。

“细分市场”“创新创意”“塑造品
牌”成为此次产销会上的热词。与今
年鞋业市场整体低迷的态势相比，有
着“中国布鞋之都”之称的偃师，已不
满足于只做一双普通的鞋子，正进行
一场没有硝烟的供给侧改革。

“会呼吸”的小白鞋
布锦轩鞋业的展台虽然所处位置

较偏，但没有阻挡客商的脚步。展柜
上一双简简单单的小白鞋，成了客商
的“新宠”。

“这款鞋的特点是柔软舒适、透气
性好，鞋面的海绵层能吸汗，帮助脚‘呼
吸’，专为爱运动的幼儿园孩子和小学
生设计。”布锦轩负责人石朝杰介绍。

“这鞋没有花哨的图案，摸起来手
感很好。”石朝杰说，原来的硫化鞋鞋
底重，好看不好穿。受客户启发，他们
研发出 2 个系列 7 个品种的小白鞋，
年龄定位从2岁到12岁，在淘宝网上
推广，一个月就卖了1.6万双。

偃师是全国最大的布鞋生产基
地，有千余家鞋业企业10万名从业人
员，去年生产各类布鞋5亿多双，占全
国布鞋市场份额的1/3以上。但绝大
多数鞋企同质化生产，靠走量赢利。
要打破这种局面，重新进行市场细分，
精准定位，进行差异化生产是关键。

“近两年竞争日益加剧，鞋企生存
和利润空间被一再压缩。成本在提
高，市场个性化需求在提升，传统鞋厂
必须细分市场、找准定位，才能不被淘
汰。”石朝杰说。

不卖鞋卖创意
各种不同面料、不同类型的鞋样，

紧跟时尚潮流……与其他厂家展销鞋
品不同，偃师市杏红制鞋设计研发创
作室的冯晓丽不卖鞋，卖的是各种鞋
样的设计创意。

偃师鞋业有 50 多年历史，布鞋
产品辐射到全国各地，并远销东南
亚、西亚、非洲、南美洲等地区，但产
品单一、缺乏设计一度成为其鞋业发
展的短板。

“哪家生产出一个新产品，其他鞋
厂一窝蜂跟风。偃师鞋业不缺文化，
缺创意，缺少各种资源、创意、文化元
素的有效整合，只有实现共享发展，才

能改变低端恶性竞争的状况。”把市场
需求作为第一要素的冯晓丽说。

冯晓丽介绍，她的创作室从鞋的
面料搭配到款式，从材质选用到工艺
流程，都强调个性与时尚融合，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针对不同客户的需求量
身定做，将新潮流、新技术迅速转换为
新产品。

偃师市鞋业协会会长于前进介
绍，近年随着市场扩大，偃师诸多鞋企
纷纷在产品研发设计上加大投入力
度，建立了自己的研发中心，有些鞋企
还与温州、晋江等地的研发单位合作，
全力增强企业设计能力。目前偃师鞋
企被市科技局认定为“洛阳市企业研

发中心”的有10多家，设计师成为推
动偃师鞋业发展的新生力量。

鞋好也要会“吆喝”
偃师制鞋企业共拥有注册商标

700 余个，其中华荥桥、金旺老字号、
鹏辉、佰瑞祥等被评为河南省著名商
标。虽然有的企业拥有三四个注册商
标，但有品牌无知名度的尴尬现象依
然存在。

在展销会上，与许多每双10元到
20元不等的鞋品相比，洛阳金泰隆鞋
厂的鞋子每双均价都在 30 元以上。
该公司创业之初与本地多数鞋企一
样，靠贴牌生产销售，产品附加值低，
一直没有做自己的品牌。

该企业负责人戴进超介绍，偃师
部分鞋企曾经因产品质量把关不严，
一些布鞋穿一周左右就会开胶、断
底，被人们戏称为“礼拜鞋”。随着消
费者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提高，更注重
鞋的脚感和舒适度，促使企业必须在
质量上下功夫。只有下决心淘汰档
次较低的产品，不断提升质量，企业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酒好也怕巷子深。戴进超目前正
着手注册商标，并打算好好“吆喝吆
喝”，把品牌打出去！

本报记者 常书香 通讯员 黄伟
伟 周三平 文/图

细分市场 注重创意 打响品牌

一双鞋的供给侧改革

产销会上的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