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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梦龙 通讯员 魏胜南）近日，全市
“学习强国——我和我的祖国”千人答题挑战赛总决赛举
行。来自全市各地各部门的21支代表队共105名选手
参加总决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
市把“学习强国”作为主题教育的重要学习平台，各地各部
门通过“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线上挑战答题、线下组织的方
式，累计开展186场分赛，超过6100名党员干部参赛。

比赛现场气氛紧张，选手们个个聚精会神、热情高
涨，大家注视着手机，认真思考和解答着每一道题。现
场，“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挑战答题题库共 1077 道题，
105名参赛选手中，有42人在规定时间内通关。用时最
短的选手在 53 分钟内完成答题，平均每道题用时仅为
2.95秒。

经过90分钟的认真作答，最终来自洛龙区科技园办
事处的王帅琳获得个人总冠军。大赛还评选出了市国资
委等5个优秀代表队和20名“学习达人”。比赛采取现
场直播的形式进行，9.6万人在线观看了比赛。

在深入开展主题教育之际，我市通过以赛促学等多
种形式，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积极通过“学习强国”学
习平台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热情日益高涨，学习
效果逐渐凸显。通过学习，全市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牢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信念，营造出争做新时代出彩
洛阳人的浓厚氛围。

我市举行“学习强国——
我和我的祖国”千人答题总决赛

以赛促学热情高

本报讯（记者 孙小蕊 通讯员 李庆军）昨日，记者
从市商务局获悉，我省推动农商互联完善农产品供应链
项目即日起开始申报，申报时间截至22日。

此次支持主体为注册地在河南省且注册1年以上的
独立法人企业，申报项目为 2019 年 1 至 12 月实际投资
建设并竣工验收的项目，已列入各级各类财政支持（或已
被支持过）的项目均不在本次申报范围。支持范围包括：
订单农业主体，指签订长期（2年以上）农产品采购协议，
发展订单农业的农产品流通企业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产销一体主体，包括实现“销+产”一体化经营的农产品
流通企业和实现“产+销”一体化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股权投资合作主体等。

根据相关政策，我省将按照以奖代补方式对相关项
目给予支持，支持比例不超过实际核准投资额的30%，
单体项目补助不超过500万元，单家企业累计补助不超
过1000万元。

符合条件的单位（企业）可向注册地或实体所在地各
县（市）区商务部门提交申报书，申报时间截至22日。具
体申报要求可咨询市商务局，电话：63300025。

全省推动农商互联
完善农产品供应链项目开始报名

相关单位（企业）可申报

10月15日，央行对仅在本省级行政
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定向下调
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洛阳银行在
此次下调之列。这是上个月央行下调存
款准备金率的延伸。

9 月 16 日，央行宣布了今年的第二
次全面降准，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
率0.5个百分点，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
司和金融租赁公司除外。此外，为促进
服务基层的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小微企
业的支持力度，央行还额外对仅在本省
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定向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于10月
15 日和 11 月 15 日分两次实施到位，每
次下调0.5个百分点。

“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降低社会融

资的实际成本，降准将主要为我市民营
小微企业带来利好。”人民银行洛阳市中
心支行货币信贷科科长梁波说。

15日，记者从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
支行获悉，此轮降准在我市主要涉及的
法人金融机构有洛阳银行、洛阳农商行
系统和村镇银行系统，可释放共计28亿
元资金。其中，9 月 16 日的全面降准释
放资金约14亿元；10月15日和11月15
日的两次定向降准，涉及洛阳银行，将再
次释放资金14亿元。

今年以来，央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更有针对性，我市法人金融机构资金流
动性进一步增强。

1月，央行全面降准加定向降准，我
市法人金融机构共释放资金29亿元。

5月15日、6月17日和7月15日，央
行连续三次下调服务县域的农村商业银
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我市 8 家县域
农商银行共释放资金16亿元。

梁波介绍，今年已经实施的两次定
向降准，都被要求释放的资金必须用于
民营小微企业。此举将有效增加金融机
构支持实体经济的资金来源，促进服务
基层的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小微企业的
支持力度。同时，小微企业的贷款成本
也有望降低。

当前，我国小微企业仍面临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在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
率、释放增量资金的基础上，我市启动了
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百千万”三年
行动计划。按照“有市场、有潜力、符合产

业政策要求，征信、环保、纳税记录良好，
就业吸纳能力强、科技创新潜力大，金融
支持相对薄弱”的标准，由人民银行洛阳
市中心支行和市金融工作局牵头，联合市
银保监分局、市发改委、市财政局等10家
单位，在全市范围内筛选了1000余家重
点支持的优质民营和小微企业作为“百千
万”三年行动计划首批支持对象。

据悉，通过对首批企业名录进行动
态调整，目前，我市“百千万”三年行动计
划支持企业共计1035家。截至8月末，
36家金融机构已累计向728家名录库企
业发放贷款77.33亿元。其中，427家有
资金需求但以前没有获得贷款支持的企
业，首次获得贷款支持14.18亿元。
本报记者 李迎博 通讯员 裴栋梁 贾静

央 行 降 准 带 来 利 好

28亿元资金定向支持我市民营小微企业

本报讯（记者 孙小蕊 通讯员 刘
湘龙）记者从市工信局获悉，我市日前出
台《两岸（河南）智能装备产业基地洛阳
核心区建设方案》（下称《建设方案》），提
出要加快两岸（河南）智能装备产业基地
洛阳核心区建设，推动我市装备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

今年1月，我省下发《河南省智能装
备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提出经过 3 到 5
年努力，力争全省智能装备重点领域产
业规模超过1000亿元，形成郑州、洛阳、
新乡、许昌 4 个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两岸

（河南）智能装备产业基地核心区，基本
建成具有竞争力的智能装备产业体系。
为抢抓我省与台湾地区共建两岸（河南）

智能装备产业基地的历史机遇，加强与
台湾地区数控机床、自动化设备等优势
产业的对接合作，我市出台了《建设方
案》，就两岸（河南）智能装备产业基地洛
阳核心区建设情况进行具体谋划。

根据《建设方案》，我市将以高端化、
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为方向，聚焦数控
机床及零部件、机器人、智能成套装备等
重点领域，以市场需求带动系统集成，以
集成应用带动关键零部件研制，以关键零
部件突破促进产业集聚，加快构建产业链
条完整、要素支撑齐全的机器人及智能装
备产业体系，力争洛阳核心区智能装备产
业实现“两突破”“三提升”，即关键零部件
和高端产品的重大突破，质量可靠性、市场

占有率和龙头企业竞争力的大幅提升。
两岸（河南）智能装备产业基地洛阳

核心区在空间布局上，以高新区、涧西
区、伊滨经开区为重点，推动智能装备产
业集中布局，完善产业配套体系，形成以

“一基地两园区”为主导的产业格局。依
托高新区，抢抓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三区叠加”机遇，
加快推进格力智能制造产业基地建设，
打造以机器人、数控机床整机、系统集成
及控制系统、传感器等产品研发生产为
主的产业示范基地；依托涧西区洛阳国
家大学科技园，重点建设以机器人系统
集成、驱动器、控制器、伺服电机等产品

研发生产为主的智能装备特色园区；依
托伊滨经开区洛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园，加快建设以特种机器人、智能成套装
备、智能制造生产线研发生产为主的智
能装备专业园区。

根据《建设方案》，经过3至5年的建
设，两岸（河南）智能装备产业基地洛阳
核心区新引进培育智能装备研发生产企
业50家以上，引进智能装备科研院所或
研发机构10家以上，研发10个标志性智
能装备产品，智能装备产业主营业务收
入年均增长 15%以上，打造 2 个国内先
进的百亿级智能装备特色产业园区，基
本建成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机器人及
智能装备产业研发和生产基地。

我市出台《两岸（河南）智能装备产业基地洛阳核心区建设方案》

建设“一基地两园区”实现“两突破”“三提升”

近日，在伊滨区寇店镇寇准路城市书房，市民们在享受阅读乐趣。
该城市书房建筑面积180多平方米，现有藏书4500余册，包含儿童读物、

党建读物等多种书籍，可满足不同年龄层、不同爱好读者的需求。书房还配有
自助借还书机、自助办证机、电子书下载机等电子设备，方便市民办证、借书、
还书、下载电子书等。 记者 刘冰 通讯员 杨万通 李少红 摄

城市书房
书卷香

（上接01版）
放眼河洛大地，智能制造正在重新定义生产链、价值

链，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新“洛阳制造”呼之欲出。
“智能工厂投用后，预计使产品研制周期缩短50%，运营
成本降低30%，生产效率提高30%，能源利用率提高20%，
不良品率降低30%。”谈及项目生产效率将得到质的飞跃，
曹志斌脸上写满了激动与喜悦。是的，过去人们曾这样设
想新一轮工业革命：软件更加智能，机器人更加灵巧，网络
服务更加便捷，生产效率更加高效。如今，这样的场景、这
样的质变，正在越来越多的洛阳工厂中展现出来。

也要看到，智能制造考验的不仅仅是“智力”，还有转
型攻坚的“魄力”与“定力”。现实中，有的企业看不清趋
势，担心投入大、风险高，智能化改造束手束脚、积极性不
高；有的系统壁垒重重、交互困难，导致智能化改造重复
投资、浪费严重；有的缺乏既懂研发又懂制造的高端智能
制造人才，盲目“机器换人”走了不少弯路……困难是现
实的，挑战是严峻的，但必须正视的一点是，当拐点到来
时，只有作出改变，才能避免被时代所抛弃。

以“智”提“质”风正起。我们必须乘势而上、顺势而
为，结合好产业与院所，统筹好军工与民用，对接好产业
链与创新链，融合好制造业与服务业，推进生产方式“智
造”，重塑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当越来越多
企业像中信重工一样，生产车间安上智能的“大脑”，接上
互联网的“云端”，“洛阳制造”或许就会变得更加聪明，就
会逐渐告别重型装备“论吨卖”的昨天，走向智能制造解
决方案“多元化输出”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