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 了强

工业奏响“从无到有”
“从有到大”“从大到强”
三部曲

本报讯（记者 李迎博）近日，洛阳市地方金融协会
揭牌成立。在该协会的推动下，我市地方金融机构将加
强与政府、银行的联系，努力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促
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据悉，洛阳市地方金融协会成员涵盖融资性担保机
构、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区域股权市场、融资租赁公
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投资公司、农民专
业合作社、社会众筹机构、地方各类交易所等各类地方金
融机构，目前有60多家会员单位。

该协会负责人表示，协会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
会员间交流与合作，立足于服务“小微、三农、普惠”，加强
与政府、银行的沟通合作，不断开拓新业务，开发新思路，
创造新机遇，服务洛阳实体经济做大做强。同时，协会还
将加强行业自律，引导会员企业合规经营，不触底线、不
碰红线，实现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洛阳市地方金融协会成立

近日，在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北玻
股份），各型绿色节能玻璃产品和大型玻璃深加工装备正
陆续下线。

作为我市优秀民营企业的代表，北玻股份积极推进
技术创新，发展不断提速。今年上半年，该公司玻璃钢化
机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1.82%，玻璃钢化机组年产销量
已连续17年稳居行业世界前列。

记者 潘郁 特约通讯员 王思臣 摄

北玻股份：

玻璃钢化机组产销量稳居世界前列

（上接01版）
本次活动由洛阳市住建局主办，洛阳市建筑业协会

组织。活动旨在发动广大市民群众对“十三五”以来洛阳
城市建设新成效“品头论足”，通过普通群众发现城建之
美，通过群众宣传城建形象，通过群众评选争创城建精品
项目，共同书写新时代洛阳更加出彩新篇章，创造洛阳更
加美好的明天。

经过前期市民推荐、企业申报和组织单位初评，共有
24个项目进入“十大城市新地标”投票阶段候选名单，16
个项目进入“十大最美街道”候选，23家企业进入“十佳建
筑施工企业”候选，22人进入“最美一线建设者”候选。为
确保评选活动充分体现群众意愿，本次活动采取报纸公布
参选项目，“第三方问卷调查+网络投票+专家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来实施。在投票期间，市民若有其他推荐项目，
可以将相关名称、图片等发送至市建筑业协会邮箱:
lyjx1902@163.com进行推荐，有关部门也将认真吸纳。

其中，问卷调查由洛阳晚报志
愿者团队进行第三方独立调查，网
络投票平台在“掌上洛阳”客户端搭
建，市民可扫二维码下载“掌上洛阳”
客户端，注册登录后进入相关页面进
行投票。社区调研、网络投票时间为
10天，随后将结合专家投票，最终公
布获奖名单。 （本报记者）

“掌上洛阳”
客户端二维码

我市经济社会实现“三个飞跃”

首场“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
市发改委：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昨日，
由市政府新闻办举办的“壮丽70年·奋斗
新时代”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正式启
幕。此次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将邀请我
市部分重点委局、各县（市）区主要负责
同志，介绍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我市
经济社会取得的成就和经验。

在昨日上午举行的首场系列主题新
闻发布会上，市发改委相关负责同志围
绕“砥砺奋进促发展 锐意改革谱华章”
这一主题，介绍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市
发展改革工作情况。

我市生产总值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1.65 亿 元 ，大 幅 跃 升 到 2018 年 的

4640.8亿元，经济总量稳居全省第二位。

向西跨过涧河、向北跨
过黄河、向南跨过洛河和伊
河，新中国成立70年来，洛
阳城区框架不断拉大，面貌
日新月异。进入“十三五”，
洛阳城市走上了组团式发
展的道路，“一中心六组团”
的城市发展格局不断完善，
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的
战略地位日益提升。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下一步，我市将持续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持续提升城市环境品质，加
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短板，促进城乡融合
发展。

数字看变化

市发改委主任张伊民介绍，新中国
成立70年来，洛阳经济社会发生了天翻地
覆的变化，产业结构实现了由“二三一”向

“三二一”的历史性转变，洛阳在全国全省
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主要
体现在“三个飞跃”：

第一个飞跃，实现了由重工业城市向
现代工业城市的飞跃。

第二个飞跃，实现了由城市带状发展
向组团发展的飞跃。

第三个飞跃，实现了由单一交通节点
向综合交通枢纽的飞跃。

产 业 结 构 实 现 由
“二三一”向“三二一”的
历史性转变

数字看变化
我市产业结构由1978年的

21.3∶54.4∶24.3

调整为目前的

5.1∶44.6∶50.3

六大高成长性制造业对规上工

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7%。

数字看变化

70年来，我市城市区从
4.5平方公里6.8万人口
的小城

发展成了目前建成区
面积达 218.2平方公里
225 万人口的区域性
中心城市。全市城镇化率

达到57.6%。

数字看变化

2018年，我市公路总里程

超过1.9万公里，是新中国

成立初期的47倍；

洛阳机场旅客吞吐量达

到130万人次、同比增长

49%，增速居全国第五。

由重工业城市向现代工业城市
的飞跃，我市工业实现了“从无到
有”“从有到大”“从大到强”的重大
转变。

“十三五”以来，我市加快构建
“565”现代产业体系，布局建设了高
端装备、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等

“六大产业园”，形成了先进装备制
造、新材料、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三个
千亿级产业集群，“天宫”“蛟龙”“墨
子”“天眼”等大国重器闪烁着“洛阳
创造”的光芒。

近年，我市加快改造升级传统
产业，积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推动
新旧动能转换。机器人及智能装备
主营业务收入突破1000亿元，成功
引进清华洛阳基地、中科院自动化
所等新型研发机构14家，全市创新
主体达到 4657 家、创新平台 2242
个，自贸区洛阳片区已累计进驻企
业7104家。

张伊民介绍，洛阳已经形
成了铁路、公路、航空“三位一
体”的综合交通体系，成为名副
其实的全国枢纽城市。

“十三五”以来，我市紧紧
抓住国家大力发展高铁的战略
机遇，积极争取呼南高铁豫西
通道过境洛阳，我市“十字架
构”的高铁网络呼之欲出。

公路网络日渐完善，“一中
心六组团”快速路网构建成型，
洛济、尧栾西、新伊、栾卢等高
速公路快速建设，即将形成“三
横三纵三环”高速网络。洛阳
机场先后开辟了洛阳至北京、
上海、广州等多条航线，机场三
期扩建工作即将启动，正在朝
着“一体、两翼、一基地”的目标
不断迈进。

本报记者 李迎博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二场举行，
市农业农村局：

农业强了 农村美了 农民富了

中心城区面积扩大
近50倍，走上组团式
发展道路

“三位一体”综合
交通体系让群众出行
更加方便快捷

昨日下午，“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第二场举行，市农业农村局围绕“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奋
力谱写洛阳‘三农’新篇章”主题，全面展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
河洛大地波澜壮阔的农业农村发展历程。

近年，全市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
的重要论述，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压舱石”作用越发
凸显，农村正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
我市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加快改善农业基础条件，农产
品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截至目前，全市建成高标
准农田 253.37 万亩，发展节水
灌溉面积 120 万亩，主要农作
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80%。

这些年，我市以深化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重
点发展特色种植和优质畜禽养
殖，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打造供应链。目前，全市蔬菜

播种面积 104 万亩、水果 82.6
万亩、中药材78.9万亩，畜禽饲
养量、绿色杂粮生产面积和生
产水平均位居全省前列。

同时，我市立足豫西山区
实际，积极发展沟域经济和富
硒农业，农业新模式新业态蓬勃
涌现。如今，全市发展富硒农业
面积20万亩，培育建设市级沟
域经济示范带33个，形成了洛
宁苹果、孟津草莓、栾川印象等
一批特色农业品牌，休闲农业、
农村电商发展风生水起，拓展了
农业农村发展的新空间。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场硬仗。
这些年，我市围绕垃圾治理、污
水治理、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整
治、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改变群众卫生习惯等六个方
面持续发力，生态宜居的美丽乡
村初见成效。

农村基础设施短板加速补
齐。全市所有行政村实现通硬
化路、通客车、通邮政，省级以上

“四好农村路”示范县达到4个，
建成农村安全饮水工程 3901
处，受益409万人。

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
础和关键。我市着力构建党建
引领、“三治”并进、服务进村（社
区）的基层组织体系、治理体系
和服务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
的乡村善治新格局。

目前，全市建成“三新”讲习
所 5811 个，创建市级以上文明
村镇642个，2200个行政村建立
完善了“一约四会”制度，文明乡
风蔚然成风。

从温饱不足到吃穿不愁，从“一穷二白”到
奔向小康……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市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动农民收入稳步提升。
如今，粮袋子不用愁，钱袋子鼓起来，农民的底
气越来越足。

与此同时，我市聚焦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矛
盾，加快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经过这些
年的努力，我市已实现县域内义务教育发展的
基本均衡，行政村标准化卫生室实现全覆盖，
农村群众享受到像城市一样的公共服务。

昔日东南飞，今朝燕归巢。如今，农民返
乡创业热情持续提升，全市返乡创业人数
96398 人，带动就业 44.3 万人，我市也被评为
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市。

深化改革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
我市坚持围绕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扎实推进农村土地制度、集体产权制度、农村
经营体系等重点领域改革，农业农村活力持续
迸发。目前，全市 2961 个行政村全部建立村
级集体经济组织，94.2%的村有集体经济收入，
其中64.4%的行政村超过5万元。

本报记者 白云飞

数字看变化

2018年，全市粮食产量达到50.1亿斤，是1949年

0.51亿斤的近100倍。

农村 了美

实施“百村示范、千村整
治”工程，农村垃圾基本清

零，23%的行政村生活污

水得到有效处理，农村改厕

超79万座。

数字看变化

农民 了富

2018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到13637元，农民城镇

购房户数达到18.86万户，收入

水平和消费能力持续提升。

制图制图 雅琦雅琦

近日，在汝阳县陶营镇，工人们正在收割艾草，在位
于该镇的河南舒尔康艾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艾草
经过深加工及包装，成为即将走向市场的艾绒产品。

近年，汝阳县大力发展投入成本小、产出效益高的艾草
产业，扶持陶营、蔡店、城关、十八盘等乡镇种植艾草1万余
亩，并延伸产业链，逐步把“小艾叶”发展成农民脱贫致富的
新型“大产业”。 记者 梅占国 通讯员 康红军 摄

艾叶铺就脱贫路

2019年9月10日 星期二 编辑：梁姣龙 校对：陈治国 组版：三杰
洛阳·综合06

数字看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