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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检察机关高度重视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开展，不断强化政治担当，认
真履行职责，推动专项斗争扎实有效开
展。两级检察机关多次召开党组会和
领导小组会专题研究扫黑除恶工作，不
断提高思想认识，把扫黑除恶作为2019
年度重点工作进行部署，及时充实和调
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加强涉
黑犯罪检察组力量，建立健全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工作责任清单，层层压实责
任，加强业务指导，组织编印了《全市检
察机关办理黑恶犯罪案件指引》，提高
参战检察干警的政治站位和执法水
平。制定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考评办法，
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纳入年度考核内
容，为专项斗争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强保
障，全市检察机关形成深入推进专项斗
争的强大合力。

提升政治站位 加强组织领导1

2019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关键之年，洛阳市检察机关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省检察院、市委
的坚强领导下，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压实政治责任，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不断推
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创造安全稳定环境。

（洛检宣）

““深挖根治深挖根治””““破网打伞破网打伞””
市检察机关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近年，洛阳市

检察 机 关 坚 决 落

实党中央的决策部

署，在市委坚强领

导下，认真履行检

察职能，加强与政

法各部门的协作，

聚焦重点问题和关

键环节，依法严惩

涉黑涉恶犯罪，深

挖彻查“保护伞”，

推动综合整治、源

头治理，扎实推进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向纵深发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取得

了显著成效。5 月

9 日，洛阳市检察

机关在全省召开的

刑事检察工作会议

上作了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典型发言，

受到与会领导和同

志们的充分肯定。

制订印发扫黑除恶宣传工作方案，
采取走访调查、普法宣传、张贴悬挂标语
口号等活动方式，加大对扫黑除恶的宣
传力度。围绕检察转型发展，依法严惩
黑恶势力犯罪，营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强大舆论声势。宣传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活动中的先进典型事迹，弘扬社会正
气，提高检察宣传正能量。依托“两微一
端”新媒体平台，编发推送扫黑除恶活动
信息1000余条，有效提升了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宣传氛围和影响力。建立专人负
责的线索台账，统一接受、登记、移交涉
黑涉恶案件举报线索。坚持“一案三查”
要求，即查黑恶势力犯罪，查黑恶势力背

后的“保护伞”，查党委政府的主体责任
和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责任。加强与纪
检监察机关协同配合，对涉黑涉恶案件，
一律深挖其背后的腐败问题，对发现的

“保护伞”线索，及时移交纪检监察机关
查处，对查处的“保护伞”案件和腐败问
题，依法严惩。认真落实市扫黑办《关于
进一步加强联动深挖彻查黑恶势力“保
护伞”的通知》精神，坚持刀刃向内，不遮
不掩，对检察机关内部涉嫌“保护伞”的，
坚决支持纪检监察机关依法依纪查处，
构成犯罪的，依法从严惩处。对监察机
关移送的“保护伞”案件在保证质量前提
下，依法快捕快诉，从严惩处。

广泛发动宣传 认真摸排线索2

坚持涉黑案件指导全覆盖，所办涉黑
案件逐案成立了专案组提前介入指导侦
查，介入率100%。积极参与综合治理，及
时发放检察建议25份，建议事项全部得
到了整改落实和及时反馈。强化机制建
设，建立逮捕双审查制度、重大涉黑涉恶
案件提前介入制度、涉黑案件挂牌督办制

度、疑难案件会商机制、涉黑涉恶案件分
区督导机制等5项制度，推动专项斗争规
范有序开展。市检察院涉黑犯罪检察组
多次到办案一线召开案情分析会，研究、会
商和解决办案中存在的难点问题，所承办
案件均能及时有效、依法依规办理，取得了
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严打黑恶犯罪 强化机制建设3

检察机关注重与行业部门沟通联系，
加强统筹协作，指导行业部门认真分析梳
理本行业本领域黑恶势力和“保护伞”的表
现形式，精准画像、广泛宣传；协助行业系
统开展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堵塞监督
管理漏洞，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对在
办案中发现的城市建设、矿产资源等重点
领域存在管理漏洞，如建筑垃圾清运车辆
违规、建筑垃圾清运市场混乱、黑救护车、
房地产市场乱象、无证开采等违法行为，及

时向行业部门发出加强管理的检察建议，
督促改正，杜绝黑恶势力通过非法手段进
入、干预相关行业。积极开展“法律进校
园”活动，实行法治副校长和法治辅导员制
度，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两级院有
85名检察干警担任法治副校长。积极发挥
派驻监狱检察室作用，督促所驻监狱严格
落实重点人员管控措施，掌握其思想行为
动态，及时进行督促、不断加强研判预警，
提升改造水平。

发挥检察职能 促进综合治理4

坚持把整改落实工作作为一项极其严
肃的政治任务，强化政治责任担当，压紧压
实工作责任，制定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扫
黑除恶第 6 督导组意见共性问题整改落实
工作台账》《关于贯彻落实扫黑除恶第 6 督
导组意见个性问题整改落实工作台账》，将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纳入年度考核
内容，推进扫黑除恶工作向纵深发展。一是
建强补齐短板，提升办案质效。进一步消除
办案能力上的短板，创新完善办案机制，结
合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新要求，选优配强
办理涉黑涉恶案件专业化团队，发挥“捕诉
一体”优势，坚持提前介入机制，切实做好引
导侦查收集、固定、完善证据，确保打击质量
和打击力度，切实提升办案质效。二是加大

深挖彻查，同步“打伞断血”。加强与纪检监
察机关协作配合，落实同步上案、同步彻查工
作机制，坚持“刀刃向内”，加大严厉查处“保
护伞”力度。在“破网打伞”和“打财断血”上
持续发力。积极学习先进典型案件，充分发
挥精品案件指引作用，以案件办理的高质量
推动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的高质量。三是延
伸检察职能，注重综合整治。紧盯矿产资源、
建筑工程、非法借贷等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审
查行业管理部门在市场准入、规范管理、重点
监控等方面有无管理漏洞，加大同行业部门
的协调对接，把行业部门专业优势和检察机
关执法优势结合起来，提高检察建议水平，以
更实用、更管用的有效措施，推动行业管理部
门常态化监管落到实处。

坚持问题导向 持续推进整改5

我市油用牡丹产业经历市场起伏考验，步入良性发展阶段——

油用牡丹产业的“突围之路”

初夏时节，新安县正村镇正村村起起伏伏的丘陵上，2000
多亩凤丹牡丹基地郁郁葱葱、蔚为壮观。去年秋季，北京强佑
集团强势进军油用牡丹产业，在宜阳、新安、嵩县发展油用牡丹
6.6万亩，一跃成为全市规模最大的油用牡丹种植企业。

“牡丹籽油是最好的植物油之一。随着健康中国建设持续
深入，牡丹籽油将在市场上独占一隅。”强佑集团洛阳基地负责
人赵战营分析。过去，提到高档食用油，人们普遍会想到橄榄
油。与之相比，牡丹籽油的表现堪称“惊艳”，不饱和脂肪酸含
量90%以上，α-亚麻酸含量也超过40%，堪称“液体黄金”。

早在2011年，牡丹籽油被国家列入新资源食品名录。彼
时，我市油用牡丹产业蹒跚起步。到2014年，国家出台关于加
快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的意见，基于维护国家粮油安全的战略高
度，将油用牡丹纳入木本油料体系。此后，我市油用牡丹种植
面积迅速扩张。

“2016年以前，油用牡丹市场是火热甚至是滚烫的。”市
牡丹办负责人坦言，当时，牡丹籽供不应求，市场一哄而上。
此后，受加工能力薄弱、终端消费疲软等因素影响，牡丹籽原
料价格由每公斤二三十元暴跌至10多元。受此影响，油用牡
丹种植面积大幅萎缩。

在赵战营看来，经过市场的洗礼和磨砺，油用牡丹产业发
展方能更加稳健。当下，以强佑集团为代表的实体企业重新
布局牡丹产业，是对市场科学研判之后的审慎选择，也掀起了
新一轮油用牡丹产业发展的热潮。

距离正村镇不远，南李村镇李村社区，大片
齐腰高的油用牡丹已经结荚。再过两个月，这
片三年前种下的牡丹将迎来首次集中采收。剥
开果荚，露出乳白色的牡丹籽，黏稠透明的油脂
随之外溢。随着果荚的生长，牡丹籽还将披上
一层黑亮的外壳。

“油用牡丹耐寒耐旱，病虫害少，管理起来
十分轻松，而且多年不换茬，堪称‘铁杆庄稼’。”
河南荣元农业公司负责人岳付芝算了一笔账。
盛果期，牡丹籽亩均产量在150公斤左右，出油
率为18%，每亩约可榨油27公斤。当前，牡丹籽
油价格每公斤在400元左右，产值相当可观。

牡丹籽油深加工，是油用牡丹产业链的关
键一环。与其他油料作物相比，牡丹籽油的加
工要经过挑选、剥壳、低温粉碎、压榨或萃取等

一系列复杂工艺。此前，我市具备牡丹籽油生
产加工能力的企业可谓凤毛麟角，大部分品牌
采取外地代加工的方式生产，市场“打个喷嚏”，
整个产业就可能会“感冒”。

“只有夯实加工能力，前端种植效益才有保
障。”市牡丹办负责人说。目前，强佑集团、万景
祥等一批龙头企业在扩大一产种植面积时，均
布局建设牡丹籽油加工基地，以此扩大市场回
旋余地，提升抗风险能力。

最近，在孟津县国花坊牡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一套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生产线正在紧
张建设。这种工艺利用超临界二氧化碳的高溶
出特性，通过控制温度和压力分离牡丹籽油，可
最大限度保留活性物质，技术水平比传统压榨
工艺又向前迈出一大步。

从一朵花到一粒籽再到一滴油，油用牡丹
开启了从花香到油香的蝶变之路。然而，多年
来，牡丹籽油市场一直不温不火，始终没有走向
千家万户的餐桌。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牡丹籽油的市场认可度不高，且产品价格高昂，
难以获得消费者青睐。

“牡丹籽油是好油，这一点无可挑剔。过硬
的品质是牡丹籽油产业突围的最大砝码。”赵战
营认为，今后，随着油用牡丹种植和牡丹籽油深
加工的规模化、标准化程度提高，生产成本将大
幅降低。另一方面，牡丹籽油也需要更加精准
的市场定位和品牌塑造，除了作为高端食用油，
还要充分挖掘其独特的药用和保健功能，开辟
更多细分市场。

企业界常讲，三流企业做产
品，二流企业做品牌，一流企业做
标准。前些年，我市持续推动牡丹
科研升级和产业化发展，油用牡丹

育种、栽培、质量分级等实现了一些突破，不过
整体仍处于小而散的初级阶段。“油用牡丹产
业品牌化、标准化建设任重道远，但必须全力
以赴。”市林业局负责人表示。

如今，《洛阳市牡丹产业发展规划（2017—
2025年）》《洛阳市牡丹产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

（2018—2020年）》陆续出台，油用牡丹产业迎
来重大政策机遇。下一步，我市将着力优化政
策供给，以市场为导向，加快推动油用牡丹科
研、种植、加工、营销、品牌建设融合发展，不断
增强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带动力，助力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梁艺馨

牡丹雍容华贵，被誉为“花中之王”。如
今，它早已突破传统美学角度上的观赏，实现了
立体综合开发。特别是牡丹籽油以其极高的营
养和保健价值，被赋予“液体黄金”的美誉，也为
牡丹产业开辟了崭新的发展空间。

这些年，我市油用牡丹产业在曲折中发
展，经历了“过山车”一般的市场考验，正加速走
向成熟，步入良性发展阶段。当下，随着北京强
佑集团、河南荣元公司、国花坊生物科技等一批
龙头企业和高新技术项目落地，油用牡丹产业
将重整行装再出发。

核
心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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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01版）
打破世界纪录就意味着更多的首创技术。在这样的“超级工

程”中，蘑菇头的性能是关键。该底枢蘑菇头直径达1.2米，是三
峡大坝船闸底枢蘑菇头的1.2倍，尺寸远远超出现有国家标准，是
世界上首次以高碳高铬不锈钢材质铸锻打造的底枢蘑菇头，以及
世界上的最大尺寸底枢蘑菇头。

“中信重工参与这项超级工程的背后，有一个‘慕名而来’的故
事。”高伟说。

由于材料特殊、尺寸大且无成功先例可借鉴，蘑菇头铸锻难度
极高。去年3月至10月，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委托当前行业内铸锻经验较为丰富的厂家连续两次进行铸锻，但
均以失败告终。

为降低制造失败风险，提高供货保证率，确保工程进度，大藤
峡公司结合水规总院专家咨询会意见，委托中信重工与其同时铸
锻，互为备用。

攻克重大难题，为世界水利提供重要借鉴

去年12月1日，大藤峡公司高管率队来到中信重工，协商推
进蘑菇头制造事宜。

高伟介绍，企业深刻认识大藤峡工程对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
意义，贯彻全局意识，迅速部署落实，将其作为公司“绿色通道”重
点项目，当晚召开研究会分析原厂家底枢蘑菇头前两次铸锻失败
原因，讨论技术难点，提出设备制造方案。

“在未拿到合同第一笔付款的情况下，我们不等不拖，隔天开
始炼钢，24小时不间断加工，最终提前33天完成2个底枢蘑菇头
毛坯铸锻。”高伟说。

手有金刚钻，敢揽瓷器活。在加工过程中，中信重工采用的电
渣重熔、大吨位压力机快速锻压及合并铸锻等新技术，有效解决了
毛坯内部组织疏松和单个蘑菇头铸锻细长比不够的技术难题，同
时巧妙保证了锻造材质最优部分分布于蘑菇头主要受力部位，为
世界水利工程提供了重要借鉴。

最终，该蘑菇头以6次回波的优异成绩，顺利通过水利部水工
金属结构质量检验测试中心检测。“对这种超大尺寸高碳高铬不锈
钢来说，6次回波已经是相当高的品质。”高伟说。

从为国产大飞机 C919 打造“钢筋铁骨”，到为中国航母锻
造关键部件，近年，中信重工持续加强大型钢锭模优化设计、
大型钢锭真空铸锭、冶炼工艺优化、造型合浇等多项创新研
究，实现了大型铸锻件制造工艺的重大系统突破，有效满足了
我国航空航天、国防、冶金、船舶、水利、电力、石化及机械制造
等行业对大型铸锻件的急迫需求，挺直了中国大型装备制造
业的“脊梁”。

本报首席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黄政伟

洛阳造超级“门轴”
扛起“天下第一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