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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洛阳监管分局批准，以下机构换发，现予以公告。以
下相关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irc.gov.cn）查询。

机构名称：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洛阳中心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10410300
许可证流水号：0254771
成立日期：2005年01月12日
机构住所：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九都西路与七一
路交叉口东南角香榭里·舍1-3层部分商业用房
发证日期：2020年03月27日 邮政编码：471000
负责人：许冬梅 联系电话：0379-63330998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产损失保
险、建筑工程保险、安装工程保险、货物运输保
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飞机保险、航天保
险、核电站保险、能源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一般
责任保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种植业保险、养
殖业保险、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经中国
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洛阳监
管分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洛阳监管分局
关于颁发、换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的公告

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许可听证公告
洛阳元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本局提

出拟对美景九悦山·二期项目总图及方案进

行局部调整，调整内容如下：

1.将原设计的楼体外观进行优化，外立

面调整为新中式风格，整体颜色为米黄色，配

以棕红色线条，屋顶形式由红色屋檐调整为

灰色坡屋顶造型。

2.一期 （南侧地块） 保持不变，二期

（北侧地块）项目总图布局调整，取消西侧

青岛路9号与13号楼之间的沿街商业门面

房，并对单体方案进行优化，调整后的项目

总建筑面积为389028.99㎡，地上总建筑面积

为 299743.36 ㎡ ， 地 下 总 建 筑 面 积 为

89285.63㎡。

3.项目容积率为3.4996，符合规划技术

要 点 要 求 ， 建 筑 密 度 由 22.5% 降 低 至

22.2%，机动车停车位由1748个增加至2005

个，绿地率保31.6%，日照满足国家相关规

定要求，配套设施满足国家相关规定要求。

本局已受理该行政许可申请，并依法于

2020年4月21日在《洛阳日报》、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网站及项目现场予以公示。

本局认为该项目总图及方案调整可能涉及

他人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相关规

定，本局决定于近日就此行政许可事项，公开

举行听证会。请美景九悦山·二期项目总图及

方案调整的利害关系人（年满18周岁，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原

件、复印件和相关证明资料（房屋契证或购房

合同）正本、复印件，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0年4月30日0时0分前向本局提出书面

听证申请，逾期未提出申请的视为放弃听证权

利，本次听证会不受理电话、邮件、电子邮件

和其他形式的申请，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79-69950716

0379-63115678

联系地址：洛阳高新区滨河北路20号

火炬大厦5楼D区

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建设项目公示

洛阳伊水河畔文化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申请办理洛阳伊水迎宾馆项目用
地规划许可证。根据国家城乡规划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洛阳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现将有关事宜公示如下：

一、项目单位：

洛阳伊水河畔文化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

二、项目概况：

该项目位于龙门园区堤顶路与顾
龙路交叉口东北角地块，东至郜庄村
用地界、西至郜庄村用地界，南至郜

庄村用地界，北至裴村用地界，总建
设用地面积 62980.830 平方米。2019
年12月12日该项目办理河南省企业投
资项目备案证明 （项目代码：2019-
410311-61-03-069463）。

三、用地性质：

旅馆用地
四、公示时间：

自登报之日起七个工作日
五、监督电话：

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63225083 63917263

本报讯（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李
志明）19日至23日，作为第38届中国洛
阳牡丹文化节重要活动之一，“2020 中
国（洛阳）国际牡丹产业专家讲座”线上
活动邀请国内外牡丹领域权威专家学
者，围绕牡丹产业发展、牡丹科研技术、
牡丹产品研究、牡丹市场营销等主题进

行全面讲授、深度解读。
本次活动坚持以花为媒，搭建国际

合作交流平台，面向社会宣传牡丹产业
发展历程和前景，介绍世界牡丹产业科
技创新水平、发展成就和最新动态，探讨
牡丹生产、研发、流通、品牌建设等方面
的前瞻性问题，推进国际牡丹产业发展

及科研国际交流。
本次线上系列讲座由省林业局、中

国经济林协会、中国园艺学会等单位指
导，中国经济林协会牡丹产业分会、河南
科技大学和市林业局承办。

市林业局牡丹办负责人表示，此次
邀请的专家学者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

尹伟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副局长
李育材、中科院上海辰山植物园主任
胡永红、中国农科院研究员张秀新，以
及来自美国、以色列、日本等国际牡丹
研究重点地区的 15 名专家学者。相关
讲座内容将在洛阳广播电视台文旅频
道晚间播出。

“2020中国（洛阳）国际牡丹产业专家讲座”线上开讲

作为牡丹科研权威专家，中国工程院
院士尹伟伦曾多次到访洛阳，对洛阳牡丹
的历史、文化及产业发展状况熟稔于心，
并有着深刻思考。今年牡丹文化节，洛阳
创新策划推出“2020中国（洛阳）国际牡
丹产业专家讲座”线上活动。尹伟伦欣
然接受邀约，围绕“洛阳牡丹花卉产业发
展的战略思考”主题，在“云端”开讲。

“洛阳是牡丹的故乡，是原产地、发
祥地和重要的传播地。”尹伟伦说，牡丹
原产于中国，9个野生品种中有6个生于
洛阳及周边地区。洛阳牡丹人工栽培历
史悠久，隋唐以来，便是天下之最。

经过系统梳理，尹伟伦说，新中国成
立以来，特别是这些年，洛阳以牡丹资源
为核心，不断拓展其蕴含的生态、经济、
文化、社会等功能价值，推动牡丹迎来了
更加繁荣兴盛的新时代。

就洛阳牡丹产业发展现状，尹伟伦坦
言，洛阳牡丹种质资源世界领先，鲜切花逐
步挺进国际市场，牡丹产业也有了多元化
发展的良好势头，但不可否认，洛阳牡丹观
赏品种创新不够，牡丹产品缺乏统一标准，
突出表现在“一大一小”“一高一低”“一强
一弱”，即名气大、规模小，社会关注度高、
产业贡献率低，观赏牡丹强、产品加工弱。

“今后，洛阳牡丹产业发展要面向未
来，顺应科技进步和美好生活向往，全方
位构建牡丹产业链，充分挖掘牡丹的丰
富价值，服务社会、服务百姓。”尹伟伦建
议聚焦八个方面重点用力。

聚焦牡丹丰产栽培与花卉产业，建
设牡丹规模化、标准化优质种苗繁育、种
植、切花及加工示范基地，增强牡丹高产
高效栽培生产及市场供应能力。

聚焦牡丹资源开发与新品种创新，
将基因工程与传统育种相结合，引进和
培育珍稀牡丹新品种，优化观赏、油用、
切花、盆栽等专用牡丹品种。

聚焦牡丹功能成分开发与食品产
业，深入开发牡丹籽油、精油、酵素、花色
素及其他活性物质成分，提高食用类和
功能类牡丹产品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
提升牡丹衍生品的产品品质。

聚焦牡丹保健功能成分与医药产业，
深入开发牡丹生物活性成分的药用价值，
大力研发牡丹系列药品和保健产品。

聚焦牡丹文化与旅游产业，推动牡
丹产业培育与特色小镇、园林景观、文化
展示、牡丹文化旅游线路培育相融合，发
展高山牡丹，形成次第花开、风格各异的
牡丹观赏区。

聚焦牡丹景观与康养产业，集牡丹
欣赏、药用、食用、文化于一体，依托格调

高雅、景色优美的牡丹基地，打造独具特
色和魅力的牡丹康养产业。

聚焦牡丹园林利用与宜居城市建
设，在城市规划、建筑风格中融入牡丹元
素，形成“满城尽是牡丹花”的氛围。

聚焦牡丹产业与致富惠民，将牡丹
产业和精准扶贫有效结合，在贫困地区
的丘陵、林下大力发展牡丹种植，带动农
民增收。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牡丹产业升级
必须强化科技支撑。”尹伟伦建议洛阳强
化政、产、学、研合作，鼓励重大牡丹研究
课题立项，加强基础性和实用性研究，加
强多学科交叉，提升牡丹产业标准化和
竞争力，打造国际一流牡丹科研产业新
引擎。

本报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李志明
文/图

中国工程院院士尹伟伦：

“打造国际一流牡丹科研产业新引擎”

VR全景“漫游”博物馆，线上观非遗
大展聆听“黄河故事”，“金牌导游”“网红
主播”快手、抖音上直播带货……随着“享
游洛阳”文旅消费平台等线上活动火力全
开，第四届河洛文化大集人气“火爆”，头3
天吸引在线观众超千万人次，销售额破千
万元。

“互联网+”时代，随着人工智能、大数
据、5G等信息技术发展，数字化转型已成
为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创新的新动力。由
于“旅游新人口”伴随互联网和数字文化
长大，只有拥抱数字技术，重构文旅产业
供应链，构建全新的文旅生态，有效开发

文化旅游资源，催生文旅融合新业态，洛
阳才能抓住这些“一部手机走天下”的互
联网原住民，从而开启文化和旅游深度融
合的新篇章。

近年，我市在文旅融合上大胆闯新
路，加快推进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展示
等数字化转型，一大批景区基于5G 等数
字技术开发线上游览平台等。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后，洛阳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
址博物馆、龙门石窟景区等纷纷推出线上
活动，网络直播开启“云游学”新体验，线
上互动打开河洛文化传播“新窗口”，助力
历史文化“活”起来。

疫情虽然带来不小的冲击，但也带
来了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的契机。本届牡
丹文化节，诸多线下的集聚型文化活动
被搬到线上，“云赏牡丹”“云博物馆”“云
旅游”“云端展会”等不断涌现，使得线上
文旅产业发展表现抢眼，吸引了大量海
内外“粉丝”，同时显示了文旅产业数字
化潜力远未被充分挖掘。把握数字化发
展的新浪潮，借机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迫
在眉睫，否则就可能成为“退潮后裸泳的
那一个”。

任何人都不能躺着走向未来。以数
字化转型赋能“诗和远方”，需要我们进一

步用好数字技术这一“催化剂”，在管理上
提升文旅产业公共服务与行业监管水平，
在供给上催生更多文旅产业的新商业模
式和新业态，在需求上更好满足游客的体
验升级，让文化和旅游更好地融为一体，
推动洛阳在“诗和远方走在一起”中，达到
文化繁荣兴盛的新境界。

以数字化转型赋能“诗和远方”

本报讯（记者 朱艳艳 通讯员 栾海宁）文化遗
产是五千年文明的馈赠，薪火相传是每代人的责任
与担当。昨日，记者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获悉，自
即日起，“九曲黄河·非遗魅力”黄河非遗守护人网络
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公众可在线参与，共同守护“黄
河非遗”，传承黄河文化。

感兴趣的网友可通过扫二维码（下图）进入活动
页面，在线选择想守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

“洛阳牡丹花会”“洛阳喝汤的风俗”“河图洛书传说”
等，然后上传头像，输入或选择守护语，后台会自动
生成可分享的创意海报。参与活动后，守护信息会
在线上黄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展网站的相关板块长
期显示。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活动
是今年牡丹文化节线上黄河非
物质文化遗产大展的一项内
容，通过创新展示形式、增强互
动体验，吸引更多人了解非物
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保护、传
承、弘扬黄河文化。

尹伟伦院士

孙利华

记者 李卫超 摄

看花型 识牡丹（七）

冰心红斑白（荷花
型——中型花朵；花瓣
4 轮，瓣大，倒卵圆形；
瓣基大紫红斑三角状菱
形，周辐射状紫纹；花心
黄白色）

胡红（皇冠型——
外瓣宽大平展；雄蕊全
部瓣化，瓣化瓣由外向
内越靠近花心越宽大；
雌蕊瓣化或退化；全花
高耸，似皇冠）

黄河非遗守护人
网络征集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