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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河湿地公园风景如画金水河湿地公园风景如画 赵普赵普 摄摄

金水河，描绘“引黄入洛”生态新画卷
进入四月，春光明媚。在洛阳市西部的西工红山，蜿蜒流淌的金水河像

一条美丽的飘带，两岸绿树参差，花草丰茂，而蓄水量800万立方米的金水河
水库，水量丰盈，似一块温润的碧玉镶嵌在洛阳的西大门。

金水河，这条古老的河，洛阳市“引黄入洛”工程为她注入新活力，西工
区“金水河生态公园”建设又使她焕发全新的面貌。如今的金水河，经过西
工区一年来大刀阔斧的建设和精雕细琢的提升，正在成为一条生态优美、内
涵丰富、前景广阔的河。

金水河的改造和提升，是西工区推进“生态转型”和“文旅强区”的重大举措，
是洛阳市“四河同治”源头工程之一，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
样本，更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宝贵探索。

金水河位于西工区红山街道西
北部，发源于新安县云梦山东麓，流
经新安、孟津、西工三个县区，全长
30公里，其中金水河西工段长3.9公
里，流经纸坊、寨坪、杨冢、党湾4个
社区，和金水河水库相连。

经由“引黄入洛”工程，黄河水由
小浪底南岸引水枢纽工程自流而出，
向南穿越邙山的20公里隧洞，被送

至金水河水库。
清澈的黄河水，使金水河水库水

质改善，水位增高。由此，与水库一脉
相连的金水河、涧河都得到了黄河水
的补给。同时，经由涧河，黄河水流入
洛河、中州渠，并往东经邙山渠流入瀍
河，盘活了整个洛河以北城市区的水
系，为洛阳市的生态优化和“四河同治”
工程注入了源头活水。（下转03版）

生态转型 建设洛阳西北的“绿色之源”

筑绿色屏障促生态惠民传文化之魂
聚焦主业，着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立根铸魂，着力抓

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固本强基，着力提升基层
党组织组织力；选贤任能，着力培养选拔忠诚干净担当高素质
干部；招才引智，着力集聚各方面优秀人才；从严从实，着力建
设风清气正的政治机关……

2019年以来，市委组织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
重要讲话精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
神及中央、省委、市委重大决策部署，坚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
设总要求，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以组织工作高
质量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和经济发展高质量，为谱写新时代
中原更加出彩的洛阳绚丽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相关报道见05版）

——2019年全市组织工作综述

党旗飘扬风帆劲
砥砺前行谱华章

近日，在位于涧西区的中原智造工业共享云平
台大数据中心，工作人员为客户提供线上线下服务。

该工业互联网平台已进驻企业3523家、上线设备
2918台（套），通过“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融
合，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助力我市先进装备制造
业加速升级。记者 潘郁 通讯员 孙丽涛 化雅楠 摄

打 造 工 业 互 联 网
助力企业加速“上云”

本报讯（记者 陈曦 通讯员 汪冰冰）在4月1日河南自
贸区洛阳片区挂牌成立3周年之际，洛阳片区发布3年建设
成效，晒出了包括“10 组数据、10 个全省第一、10 佳创新案
例、10项改革、10项创举”等内容的“五大成果”成绩单。

挂牌3年来，洛阳片区以“凸显双向开放、聚焦服务贸易、
引领制度创新、优化营商环境、打造宜业宜居新城”为“五大战
略发展定位”，以“改革创新活力源、双向开放先行区、高质量
发展增长极”为“三大发展目标”，叠加区域性禀赋优势，深化

“放管服”改革，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各项工作齐头并进、亮
点频出。

截至目前，洛阳片区累计进驻市场主体2.5万户，注册资
本1014.73亿元；累计进驻亿元以上企业136家，累计进驻世
界500强企业25家，新进驻企业8530家。

洛阳片区实现了在全省第一个设置自贸法庭、第一个行使
省级权限、第一个推进“证照分离”，在全省率先实现“网上可办”
和“一网通办”100%达标，打造了服务贸易的良好营商环境。

在改革方面，洛阳片区不断推行深化刀刃向内的“放管服”
改革。迄今国家要求复制推广的180项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
经验、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省总体方案确定的160项试
点任务、洛阳片区建设实施方案确定的200项试点任务，除在
洛阳不具备条件的以外，洛阳片区均全部落实、完成。

在创举方面，随着片区建设逐渐深入，创新载体不断丰
富。2019年10月，洛阳片区加入世界自由区组织，成为拥有
投票权的会员单位。该片区随后还通过发起成立自贸创新联
盟、举办高质量发展论坛等，为片区高质量发展探索路径，并
借助相关平台推动洛阳片区深度参与国际合作。

一组组数据、一项项成果，折射出洛阳片区在激发市场活
力、吸引外来投资和推进国际贸易等方面为洛阳高质量发展
作出的突出贡献，彰显了洛阳片区抢抓加快洛阳副中心城市
建设的大好机遇，对标国际一流、优化营商环境，努力打造一
流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的坚定信心。（下转04版）

挂牌3年来，坚持“五大战略发展定位”，
各项工作齐头并进、亮点频出

自贸区洛阳片区
晒出“五大成果”成绩单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4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同印度总统科温德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回首70年，中印关系走过
了不平凡的发展道路。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建立
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在努力构
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日
益深化，在重大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不断增强。当
前，中印关系站在新起点，迎来新机遇。我高度重视中
印关系发展，愿同科温德总统一道努力，推动中印关系
迈上新台阶，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亚洲
乃至世界贡献更多正能量。

科温德在贺电中表示，过去70年来，印中关系取

得实质性发展，政治、经济和人文等领域联系日益加
强。印中互为邻国，同为文明古国和主要新兴经济体，
保持良好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对地区乃至世界和
平与繁荣至关重要。印方愿同中方共同拓展和深化更
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印度总理莫迪也互致
贺电。李克强表示，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符合中印两国
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将惠及亚洲和世界。中方愿同
印方一道，以两国建交70周年为契机，推动中印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就。莫迪表示，建交70年来，
印中两国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关系稳步拓展。印中要
加强协作，相互团结，共同应对世界面临的挑战。

就中印建交70周年

习近平同印度总统互致贺电

习近平在浙江考察时强调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奋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中信重工研发的室内消毒机器人
为防控疫情境外输入贡献科技力量

“小仙女”现身“新国展”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九万里风鹏正举，副中心宏图再展。
刚刚召开的全市领导干部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省委省政府加快洛阳
副中心城市建设工作推进会精神，围
绕加快建设副中心、致力打造增长极，
不负重托敢担当、实干争先勇作为，奋
力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洛阳绚
丽篇章。市委书记李亚强调，省委
省政府的战略部署接天立地、应时顺
势，吹响了加快推进洛阳副中心城市
建设新的号角，标志着新时代洛阳发
展迎来新机遇、迈上新征程，在洛阳发
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在历史的航道中，总有一些重要
节点，犹如高高耸立的灯塔，标示出光

明的航向。这次省委省政府高规格会
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对
河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站位世界潮流、
国家战略、河南大局，着眼历史规律、
客观实际、发展趋势，科学规划了洛阳
发展的任务书、路线图、时间表。这是
支持更是期望、是机遇更是责任、是给
力更是压力、是信任更是激励！

在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
丽篇章征程中，“建设一个怎样的副中心、
怎样建设一个副中心”，不仅为洛阳人
民所关注，也为全省人民所关注；不仅
是洛阳的事情，也是省里的战略。正如
省委书记王国生强调的那样，加快推进

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是我省落实推动
中部地区崛起战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是关系
河南发展全局的一件大事，深刻阐明了
加快推进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的重大
战略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一个地方的发展，总是在特定的时
空方位上方能显示出非同寻常的意义。

从区域大格局看，我国经济发展
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
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
的主要空间形式。在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三大城市群领跑格局下，河南
拥5万亿元体量，中原城市群凭中部崛
起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两大国家战略加持，能否进阶为带动
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高地”，让中部
地区的“脊梁”更硬，洛阳与郑州“双中
心”驱动非常关键。作为全国重要制
造业基地和黄河沿岸大城市，洛阳在
承接国家战略、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
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和优势。

从历史大脉络看，洛阳是十三朝古
都，6次进入国际大都市之列。新中国
成立后，洛阳依旧站上了时代的浪尖，曾
创造了中国工业看“两阳”的骄人业绩。
近年，洛阳发展速度连年高于全国全省
平均水平，发展质量效益不断提升，是目
前中西部唯一生产总值突破5000亿元
大关的非省会城市。 （下转04版）

——一论加快建设副中心、致力打造增长极

关系河南发展全局的一件大事
洛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