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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市出台《洛阳市制造业创新中
心建设实施方案》（下称《方案》），提出将围
绕制造业十大类31个重点领域，力争年底
前认定3家市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加速我
市制造业创新提升和转型升级。

我市现有省级制造业创新
中心1家、培育单位3家

制造业创新中心是由企业、科研院所、
高校等创新主体自愿组合、自主结合，以企
业为主体，以股份制独立法人形式建立的
新型创新载体。

作为《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的“五大
工程”之首，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是创新驱
动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关键举措，承载着

“关键共性技术协同研发”“实现首次商业
化”和“产业孵化”等战略任务。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多方合作创新，
攻克各领域难题并实现市场化运作的一个
平台。”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自全省开展此项工作以来，目前我市
已拥有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1家，即一拖
集团牵头组建的河南省智能农机创新中
心。此外，轴研所牵头组建的河南省轴承

创新中心、中钢洛耐院牵头组建的河南省
先进耐火材料创新中心和中信重工牵头组
建的河南省智能矿山装备与工艺创新中
心，分别被认定为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培
育单位。

该负责人表示，在此基础上培育建设
市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对我市制造业攻克
制约行业发展共性关键技术难题、推广先
进适用技术、储备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培养
技术创新领军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围绕十大类31个领域培育建设
根据《方案》，我市将围绕先进装备制

造、新材料、高端石油化工、电子信息、新能
源、生物医药、有色金属、人工智能、建材、
轻工食品等十大类31个重点领域创新发
展的共性需求，培育建设一批国家、省、市
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按照发起单位不同，我市培育建设的
制造业创新中心主要分为3种：由行业领
域内研发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突出的企业
特别是民营企业发起的企业型制造业创新
中心；由高等院校校办企业、各类技术研究
院（所）、产业研究院等牵头组建的院所型

制造业创新中心；由园区开发主体（园区管
理机构）、第三方专业化检测机构等打造的
平台型制造业创新中心。

其中，发起单位在本领域应具有显著
领先优势和竞争优势，有较雄厚的科研资
产和经济实力，申报年份的上年度销售收
入不低于1亿元（发起单位为非企业或科
研院所转型企业的除外），并且建有省级以
上创新载体。

在时间安排上，我市制造业创新中心
创建工作将分“三步走”：在今年年底前，力
争确定5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培育对象，认
定3家市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推动机制创
新、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形成引领示范效
应；到明年年底前，相关数字进一步增加，
并初步形成行业共性关键技术创新体系和
供给机制；到2025年年底，我市将力争认
定20家市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建成5家省
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建成 1 家到 2 家国家
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构建比较完善的制造
业创新体系，形成显著的支撑效应。

加大资金、政策支持力度
对制造业创新中心主体，我市将在专

项资金和配套政策层面加大支持力度——
对列入培育名单的，自成立独立法人

机构起，市财政每年将给予 50 万元资金
资助。被认定为市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的，经评价合格后，按照上年度非财政经
费支持的研发经费支出额度，市财政给
予不超过 20%、最高 500 万元的补助，连
续支持3年。

对列入省制造业创新中心培育名单且
属于企业法人的，或被省认定为省制造业
创新中心的，我市将按照省补助资金给予
1∶1 配套，配套资金与市级制造业创新中
心补助资金不重复享受。

对成功创建省、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
心的，我市将分别给予 100 万元、300 万
元的一次性奖励；对引进的省级以上制造
业创新中心和被省推荐创建国家级制造业
创新中心的，将按照“一事一议”原则给予
支持。

我市还将加大税收和金融支持力度，
建立多元化融资渠道，并通过加强用地、人
才保障等多项措施，进一步支持制造业创
新中心建设。

本报记者 陈曦 通讯员 窦海国

我市将围绕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高端石油化工等十大类
31个重点领域进行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

建好创新中心 加速制造业转型升级

近日召开的全市重点项目推进会议指出，要
围绕构建“565”现代产业体系，特别是工业结构
调整优化、服务业提质增效、文旅融合发展、重
大产业园区建设等，谋划一批建链、补链、延链、
强链的重大项目，加快推进产业转型。这一部
署，为的正是提升产业链水平，塑造高质量发展
新优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升产业链水
平，注重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
优势，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当前，我国产
业链正处于从低端迈向中高端的发展阶段，与一
些高端产业还有一段距离，加之低成本的劳动
力、土地等要素越来越少，要求我们必须提升产
业链水平。所谓提水平，就是要突出创新引领作
用、发挥集聚优势，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供
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全面提升，形成新的经济
增长点。

近年，我市围绕构建“565”现代产业体系，以
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为方向，以自创区
建设为“龙头”，深入实施“双倍增”行动，着力打通

“四个通道”、促进“四链融合”，扎实推进创新“金
十条”等举措，使创新成为高质量发展新底色；大
力实施“三大改造”，制订省定12个、市定16个重
点产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绘制产业链图谱，明确
发展路径和目标，促进阿特斯、中信重工、古城机
械等一大批企业提质增效、脱胎换骨；蹄疾步稳打
造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电子信息等七大千亿级
产业集群和一批百亿级企业，为产业发展集聚强
大动力。

当然，工业基础能力项目产业化突破不够大、
产业集聚效应不明显、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度不够
高等，仍是制约洛阳提升产业链水平的问题所
在。对此，有关各方要抓基础突破，努力实现优势
领域、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以创新链
的突破带动产业链的延伸；抓集群发展，加快推动
重大产业园区提速提效、龙头引领项目落地见效，
强化产业上下游延伸、左右链配套、集群式发展；
抓融合发展，用好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抓好“三大改造”，积极培育和发展智能制造、服务
型制造、绿色制造等新业态、新模式。

处在转型升级的关口，提升产业链水平已不
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持续“创”造新增长、

“引”来新动能、“改”出新活力、“聚”集新优势，洛
阳正奋力推动产业链迈向中高端！

提升产业链水平
是“必选项”

张庆旭

本报讯（记者 李梦龙）20日，我市召开“党
的创新理论万场宣讲进基层”活动推进会，总结全
市该项活动开展实效，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按照会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党的创新
理论万场宣讲进基层”活动方案》，我市将聚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条主线，
深入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全面深化改革、生态文明等重要论述。按照方案，
活动开展时间从3月下旬至12月底，分为动员部
署、扎实推进、深化提升等阶段，将开展不少于
1000场宣讲活动，做到基层宣讲全覆盖。

会议强调，今年是全市“基层理论宣讲质量
提升年”，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提升对理论
宣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着力补短板、强弱项、
创品牌，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在我市落地生根、形成生动实践。要保持
清醒头脑，不断巩固提升理论宣讲工作的良好
态势，坚持理论宣讲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
进校园、进社区、进网络。要明确目标要求，紧
盯关键处、瞄准薄弱点、立足高标准，采取更加
扎实有效的举措，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
百姓家”。

让党的创新理论
“飞入寻常百姓家”

“王老师，与总书记握手时，您啥感
受？”

“王老师，您和总书记说了啥？”
…………
20 日 9 时许，市政协一楼会议室，全

市文联系统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座谈
会开始前20多分钟，全国人大代表王绣刚
进门，就被前来参会的画家、书法家、摄影
家团团围住。

“三八妇女节那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河南代表团，与大家亲切握手，我很激动、
很感动！”王绣满面微笑说。

这是 77 岁的画家王绣第七次参加全

国“两会”，第三次和总书记握手。
王绣回忆说，2013 年、2018 年全国

“两会”期间，她有幸与总书记两次握手，深
受鼓舞。

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代表团
审议，与大家握手后，他代表党中央向参加

“两会”的女代表、女委员、女工作人员和各族
各界妇女，致以节日的祝贺和美好的祝福。

“我们女代表又激动、又兴奋，倍感亲
切和温暖。”王绣说。

从“两会”盛况、会风会纪到习近平
总书记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到总书记讲话在河南团引起的热烈

反响，再到自己学习“两会”精神的心得体
会……座谈会上，王绣向大家分享了她在
北京开会的点点滴滴。

王绣说，此次“两会”让她感触最深的
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社科工作者提出
的殷切希望。文艺工作要坚持与时代同步
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
德引领风尚，这为大家今后的创作指明了
方向。

“虽然我已近 80岁，但作为洛阳文艺
战线的一名老兵，我愿和大家一起，不忘初
心，把繁荣发展洛阳文艺事业的担子挑起
来，以人民为中心，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

民、歌唱人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精
品力作。”王绣话音刚落，台下响起了热烈
的掌声。

市美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张建京说，听
了王绣老师的分享，感觉心里更亮堂了，创
作艺术精品的心劲更足了。笔墨当随时
代，作为基层文艺工作者，我们将以更加饱
满的热情、更加精妙的作品，书写新时代、
讴歌新时代。

本报记者 常书香 通讯员 李杨

“两会”归来话初心

近日，在凯迈（洛阳）航空防护装备
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工作人员正对刚
下线的一批新型智能精密包装箱进
行验收。

该公司积极打造防护产业链，率先
在国内成功研发出考古和文物保护行
业所需的智能防护与包装系列产品，在
先进技术集成和应用方面超过国外同
类产品，今年以来公司订单同比增长
20%以上。

记者 潘郁 通讯员 陈岑 摄

凯迈航空防护装备公司：

打造防护产业链
订单增长超两成

新 闻 特 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