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滨经开区党工委深入贯彻中央及省委、市委各项
要求，确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构建“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伊滨经开党建新格局，新时代“三新”大讲堂引
领群众致富、“两新”党建助推产业发展、党建+基层治理
促乡村振兴、农村金融服务为集体经济发展“输血供
氧”……打造一个个党建创新亮点，发动各领域开启“红
色引擎”，以“五维一体”推进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激活
伊滨经开高质量发展“源动能”。

凸显政治功能维度。严格要求全区各基层党组织规
范“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民主评议党员等 7 项基础制
度，创新开展“651”“5+X”主题党日活动，以新时代“三
新”大讲堂为主阵地，开展深入、持久、广泛的讲习活动，
以市委宣讲团专场宣讲、区级班子成员逐一宣讲、区宣讲
团及各领域专家讲师团巡回宣讲等多种形式，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解读乡村振兴战略、宣传富民惠民政策、培
训创业致富技能。

拓展组织体系维度。在全区“两新”组织中实行党员
“五双”管理法（双登记、双培训、双活动、双帮扶、双考评），
在青岛、太原、苏州、杭州、上海等5市建立驻外党支部，在
流动党员中开展“一大会址重温誓词”“千里送党课”“庆七
一书画展”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系列活动，引导流动党
员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交叉培养党的基层干部和人
才，为家乡带回先进地区最新管理方法及技术创新成果，
推动传统行业升级换代，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

精耕队伍素质维度。在5镇106个村的基层党组织
积极探索“抓班子、带队伍”方法创新实践，在基层实施党
员联系户“1+10”工作法，通过镇级“两会两报五微信”、
村级“一村一本四大员”、党员“1+10”联系户等措施，狠

抓党员干部队伍管理，有效引领基层治理水平提升，促进
乡村振兴；把党员模范典型树立在网上，依托河南首家淘
宝镇建设成立淘宝党支部，28家党员店铺亮明身份，发挥
模范先锋作用带领750家网上店铺树立诚信经营“红色
电商”品牌，线上累计销售额突破2亿元。

丰富服务功能维度。全区按照市委组织部要求，共
提升 74 个村的阵地建设，面积达 3.1 万平方米，总投资
4400余万元。按照“四统一”标准打造村级党群服务中
心规范化工程，健全各党群服务中心功能，开展“家风”道
德评议，开办“日间照料中心”，组织各种文艺表演、免费

理发活动，现场发放“孝心基金”。把爱心超市、医疗服
务、务工信息、便民充值等便民服务逐一“装”进党群服务
中心，把小型“银行”——农村金融服务站引入党群服务
中心，为乡村经济发展“输血供氧”。

多元保障功能维度。区党工委注重实施“请进来、走
出去”的学习教育培训方法，组织调研组赴贵州学习借鉴

“塘约道路”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战
斗堡垒作用，以村党支部为主体推行“党建+扶贫”模式，
建起以村党支部为主导的农业种植合作社，并进行复制
推广。全区所有合作社目前共吸纳入股农户238户，其
中以土地入股农户 212 户，贫困户 26 户，流转土地 847
亩，种植的突尼斯石榴、核桃、小米等作物长势喜人，部分
合作社农产品已经开始销售并实现收益，村级集体经济
便民市场项目已投入使用，贫困村光伏发电项目已并网
发电，环保企业项目已建成投产，文化旅游项目“倒盏村”
日客流量逾十万。 （齐琳）

基层党建“五维一体”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伊 滨
经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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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出台相关规划，打造全国重要的区域冷链物流枢纽，到2023年——

全市冷链物流市场规模将超600万吨

项目档案
■项目名称：洛阳启明超硬材料六面顶压机生产项目
■项目简介：该项目位于新安县洛新产业集聚区，项目一

期已经建成并投产，二期将根据市场情况适时开展规划和建
设。项目投资方——洛阳启明超硬材料有限公司拥有六面顶
压机生产方面的核心技术，在国内人造金刚石合成设备制造
行业处于领军地位。

一件件烧得通红的铰链梁依次下线，泛着银光的工件在
紧张加工中……日前，在洛阳启明超硬材料六面顶压机生产
项目现场，记者感受到的是产品热销背后的生产热情。

“中国人造金刚石产量居世界第一，素有‘世界人造金
刚石看中国’之说。去年，我们公司实现销售 400 余台，销
售收入约 2.7 亿元，产能居国内第一，持续为我国人造金刚
石产业提供设备支撑。”洛阳启明销售部部长钟涛话语中带
着自豪。

人造金刚石，是一种广泛用于工业、军事、探矿、医疗、
建筑、装饰等领域的超硬材料，被誉为“最硬最锋利的工业
牙齿”。

钟涛介绍，六面顶压机由铰链梁、活塞、密封盖等构成，是
国内外工业生产人造金刚石应用最广泛的设备。在反应中，
设备内部需要经受近100兆帕高压等恶劣环境，对设备材料、
工艺要求很高。

利用计算机有限元分析技术，大幅减小压机关键部件断
裂风险；改善活塞往复运动时的润滑性和平衡性，有效减少泄
压“放炮”现象……近3年来，洛阳启明围绕产品性能提升持
续开展科研攻关，形成了20项知识产权，产品技术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

好品质，必然带来好销量。如今，洛阳启明在国内市场占
有率稳居第一，成为人造金刚石合成设备领域“隐形冠军”，其
中约3成产品还出口至美国、新加坡、印度、欧盟等国家和地
区，成功在国际市场打造“洛阳智造”新名片。

本报首席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许金安 朱彦霖 文/图

洛阳启明去年实现销售收入约2.7亿元，
产能和市场占有率均居国内第一

“洛阳造”金刚石合成设备
持续旺销

洛阳启明生产的六面顶压机

看目标：
连接全国、联通亚欧，
发展更显国际范儿

规划提出，到2023年，我市将初步建成覆盖
全市、辐射周边、连接全国、联通亚欧的区域冷链
物流枢纽，全市冷链物流发展水平位居中西部城
市前列：

全市冷链物流市场规模将超600万吨，果蔬、
肉类、奶类冷链流通率分别超过40%、70%、70%，
可追溯率分别在40%、85%、85%左右。

我市冷链物流设施将不断升级，冷库总库容
达80万立方米，冷藏车保有量超过1000辆，建成
产地公共预冷库30个，新增智能生鲜柜1500个。

全市将至少培育 3 至 5 家冷链物流标杆企
业，引进、培育15家第三方冷链物流企业，建成2
至3个区域性冷链资源交易平台和生鲜电商交易
平台，新增3至5家冷链物流专业园区。

我市冷链出口品类新增10个以上，4至6
个知名农产品、食品品牌实现“走出

去”，牡丹（芍药）鲜切花年出口
量2000万支以上。

看布局：
搭网络、畅通道，
发展驶向高质量

规划指出，我市将构建以物流枢纽为中心、大型
物流园区为支撑、城乡分拨配送网络为基础的物流
网络和通道布局，带动全市冷链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

●网络布局

“一基地”——依托全国性重要交通枢纽建设
和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建设，规划建设孟津冷
链物流基地、冷链仓储和分拨配送设施，打造覆盖
城乡、内捷外畅、辐射周边、陆空联动的区域冷链
物流枢纽。

“多园区”——依托航空、铁路、公路等，在批
发市场周边、特色农产品产地布局建设一批冷链
物流园区。

“全覆盖”——在城市周边、特色农产品产地，
重点布局冷链物流节点，建设面向终端的城乡网
点，形成覆盖全市城乡的冷链物流分拨配送网络。

●通道布局

“双走廊”——构建东西、南北向延伸的
十字形冷链物流密集带，依托连霍高速、
310国道等，形成集种植采摘、加工储存、

运输配送、批发零售等于一体的果蔬
冷链物流“东西走廊”；依托二广
高速沿线等，形成集养殖、屠宰、
加工、包装、储存、运输及销售
等于一体的肉类冷链物流“南
北走廊”。

“三通道”——构建东
联西进、北上南下的冷链物
流交通网络，打通国际冷
链物流通道，构建辐射国
内外的“互联网+冷链”
通道。

看措施：
“五大工程”助推
现代冷链物流网络体系建设

规划提出，我市将重点提升果蔬、肉类、花卉、药
品和乳制品“五大行业”的冷链物流，通过实施“五大
工程”构建现代冷链物流网络体系。

●“一带一路”节点工程

一方面，依托河南自贸区洛阳片区、洛阳—中亚
班列、洛阳空港等，加快发展生鲜跨境贸易，推动建
设国际农产品双向冷链物流通道；另一方面，筹划建
设智能生鲜类口岸，到2023年，在粮食、花卉等领域
实现口岸建设新突破，新建1 至3 个生鲜类口岸或
查验点。

●区域集散工程

打造集中转集散、区域分拨、城市配送于一体的
区域冷链物流枢纽；推动宏进、通河等农批专业市场
的冷链物流基础设施转型升级，推进跨区域反季节果
蔬冷链物流体系建设，拓展牡丹（芍药）鲜切花集散交
易等；鼓励电商物流园延伸冷链业务。

●城市共同配送工程

鼓励优势企业建设城市冷链共配中心，推进集
仓储、冷藏运输、低温加工、检测、城市配送等功能于
一体的民生保障型冷链物流园区建设，实现多个客
户的共同配送，保障食品安全。引导各类市场主体，
布局终端配送网点或智能冷链终端，打通生鲜宅配

“最后一公里”。

●县、乡、村三级网络建设工程

依托特色种养业基地，按照“一县一中心、一乡
一站点、一村一门店”模式，建设或改造一批县域冷
链物流节点，打造产业协同、上联下通、畅通农产品
上行渠道、带动农民增收的三级物流节点体系等。

●军队冷链保障社会化工程

积极建设双基地多站点保障设施，探索军队冷
链保障社会化联采统购直供模式，开发物流信息平
台，着力提升平时战时急时保障服务水平等。

此外，我市还将加强引进国内外优势冷链物流
企业，加快培育本地第三方冷链物流企业，提升冷
链物流基础设施智能化水平，推动业态模式融合创
新发展，健全标准化体系，强化信息平台与技术开
发等。

本报讯（记者 赵佳 通讯员 张华伟）我市冷链物流产业发展将驶上“快车道”。近日出台的
《洛阳市冷链物流发展规划（2019—2023年）》绘就产业发展蓝图——到2023年，全市冷链物流市场
规模将超600万吨，将建成“全链条、网络化、严标准、可追溯、新模式、高效率”的现代冷链物流体系，
打造全国重要的区域冷链物流枢纽、“一带一路”冷链物流重要节点和豫西北冷链物流集散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