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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滨区：

产业扶贫成为群众脱贫“加速器”
调整农业结构 提升产业“含金量”

农村致富，需调整农业结
构，提高科技含量，提升产品含
金量。在李村镇南宋村，村党
支部书记宋晓红指着一排闪着
银光的大棚说：“去年建立12个
大棚，平均每个棚纯收入2万余
元，集体经济收入增加8万元左
右，就近为贫困户安排公益岗
位增收1000余元。”

多年来，地处万安山下的
南宋村，群众守着几分坡岭地，
仅能维持温饱，日子过得紧巴
巴的。2019 年，该村驻村工作
队带领村“两委”干部到孟津学
习草莓种植技术，从北京引进
优质种苗，发展草莓种植，调
整产业结构。草莓大棚的部分
收益用于扶持帮助贫困户、家
庭困难残疾人、低保五保等困
难群众。尝到草莓种植的甜
头，今年村里又利用扶贫资金
20余万元，新建3座大棚，致富路

越走越宽了。
同样引进特色种植的，还

有山脚下的诸葛镇下徐马村。
2017 年，驻村工作队从省农科
院买来突尼斯软籽石榴苗，多
次邀请省农科院专家到村传授
种植技术，手把手地教，解除了
村民后顾之忧，群众积极性大
为提高。2018 年、2019 年春
季，共种植了750亩8万多棵石
榴苗。村里又及时成立技术班
子，建立果树养护管理机制，督
促引导农户按照专家要求规范
化养护管理果树。目前，石榴
树生机勃勃，3年前种的已开花
结果，将带动20户80名贫困人
口脱贫。

授 人 以 鱼 ，不 如 授 人 以
渔。利用科技扶贫，加强技能
培训，给群众带来的，不仅是收
入的增加，更是技能的提升、致
富信心的增强。

立足传统农业 拉长脱贫“产业链”

7 月 7 日，天气炎热。寇店镇
水泉村南的丘陵地里，驻村扶贫干
部李举胜正和种红薯大户师广西
查看红薯生长情况。今年，师广西
夫妇种了近 50 亩红薯，在其精心
管理下，长势很好。“种红薯有补
贴，还不愁卖，村里有加工厂大量
收，做粉条，卖粉条，比光卖红薯强
多了。”师广西开心地说。

水泉村的24个自然村散布在
万安山的坡沟里，建档立卡贫困户
有30户90人。2019年年底，该村
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达13500元，仅
剩余贫困户 2 户 5 人。坡岭地带
适宜红薯种植，村里的红薯种植历
史悠久。如何利用红薯做好脱贫
文章？在伊滨区的大力支持下，今
年村里引进新红薯品种并推广种
植。为了解决红薯销售和效益增
长问题，又利用专项扶贫资金 25
万元，新上了先进的红薯粉条加工
项目，贫困户种植的红薯价格会略

高于市场价且放开收购。有了好
红薯，还不用担心销路，种植面积
一下子扩大了700亩。

寇店镇朱窑村也多为坡岭旱
地，有种植谷子的传统。2016年，
该村成立了专业合作社，发展谷
子种植，统一供种，统一技术指
导 ，统 一 组 织 销 售 ，每 亩 收 益
1500 元左右。但苦于附近没有
加工点，群众想扩大种植面积，心
有疑虑。今年，区扶贫资金投入
50 万元，专门扶持朱窑村购置了
一套小米加工、包装设备。群众
种植积极性高涨，朱窑村的谷子
种植面积有 800 余亩，并带动周
边村种植 3000 余亩，预计增收
650万元。

立足自身优势上项目，做好产
品后续工作，不仅扩大了种植面
积，而且拉长了产业链，解决增收
问题，还能安排贫困户就业，对稳
定脱贫增收起到保障作用。

产业兴，农村兴。产

业强，农民富。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

来，伊滨区牢牢抓住产业

扶贫这个关键，根据自然

条件，立足传统产业，调整

产业结构，突出产业特色

搞好多种经营，让传统产

业转化为优势产业，一幅

产业兴旺、贫困户增收的

美好画卷已经铺展开来。

目前，全区 9 个位于万安

山脚下的脱贫村，村村有

特色产业，户户有产业覆

盖，产业扶贫已经成为群

众脱贫的“加速器”。

“伊滨区发展关键在

于抓产业，上项目。对于

脱贫攻坚来说，产业扶贫

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也是实现稳定脱贫、可持

续发展的治本之策。”伊滨

区相关负责人说。

要想长远发展，就要立足本地，多
种经营，推进当地特色产业融合发展，
打出产业扶贫的组合拳。

万安山下的李村镇东宋村集体经济
收入一直较低。这个村有养殖传统，今
年利用扶贫资金建立了一个相对标准化
的养殖场，养殖规模800头左右，预计带
动集体经济收入10万余元。在养殖场
带动下，附近村8家养鸽场陆续搬到该
村，形成了规模化的养殖基地。

在伊滨区，有个人气火爆的景区
“倒盏村”。如何利用这个景点带动群
众致富？在区扶贫办的指导下，寇店镇
成立洛阳创富种植专业合作社，与“倒
盏村”合作开发体验区农产品加工产
业，投资80万元，建立粉条加工生产线，
购买两套石磨等面粉加工成套设备、玉
米糁综合加工成套设备、2 套香油液压
机设备，并设立扶贫产品展销点，将伊
滨区所有扶贫产品统一进行展销，直接
扶持贫困户55户166人。

2020 年，全区共实施 18 个扶贫项
目，投入扶贫资金651万元,目前已全部
竣工。9 个贫困村已分别于 2016 年、
2017 年全部脱贫。已实现脱贫 457 户
1447人，剩余未脱贫人口38户97人，计
划2020年全部脱贫。

伊滨区立足自身实际，将产业发展
与脱贫攻坚深度结合，使二者步入了发
展“快车道”，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深入
推进乡村振兴。 （爱松）

搞好多种经营

打好产业“组合拳”

本报讯（记者 陈曦 通讯员 曹薇
薇 刘伟侠）昨日，记者从市工信局获
悉，今年以来我市各部门树牢服务企业
的“店小二”理念，围绕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完善常态化企业服
务机制，上半年全市各类市场主体达
51.2 万户，同比增长 4.3%，全市 60 户
重点工业企业中有20户产值实现两位
数增长，为“二季度出谷转正稳增稳升”
奠定坚实基础。

“四企”活动保市场主体稳定。我
市通过持续深化地企合作，扎实开展

“联企入企惠企助企”活动，建立企业反
映问题列单、交单、办单、清单“四单”机
制，千方百计帮助企业保要素、降成本、

拓市场。今年上半年市级层面协调解
决问题 300 多个，开展产销对接活动
37 期，交易金额约 9471 万元；落实减
税 降 费 减 免 房 租 等 各 类 惠 企 政 策
18.43亿元，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同
比增长17%。

产业链“固链稳链”行动助企业对
接顺畅。我市建立链条企业清单目录，
发挥中原制造工业共享云平台作用，促

成洛轴 LYC 等企业外协订单 700 余
项，组织 155 家企业申报省“育鹰计
划”，迄今全市重点产业链企业已成功
对接71家，融资金额近亿元。

“一行动三工程”促市场主体壮
大。通过实施重点企业提质倍增行动、

“小巨人”“隐形冠军”“瞪羚”企业培育
工程，我市积极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
发展，迄今全市超百亿工业企业9家，

今年前五个月15家提质倍增试点企业
营业收入799.7亿元、同比增长64%。

此外，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我市
积极探索危困企业的提前识别预警，
利用税收、市场监管和司法等大数据
实现风险的提前识别和洞察，由不同
部门入企开展“点对点”帮扶、“滴灌
式”辅导、“靶向式”惠企政策投放，确
保企业资金不断贷。今年上半年累计
为企业办理还贷周转金650笔33.8亿
元，为企业节约资金成本 0.47 亿元。
针对企业涉诉案件，我市还建立了“速
调+速裁+速执”的一体化纠纷解决机
制，目前已将涉营商环境案件平均审理
期限缩短至70天。

我市各部门树牢服务企业“店小二”理念，完善常态化企业服务机制——

上半年各类市场主体同比增长4.3%

本报讯（记者 陈曦）近日，记者从中国船舶七二五所获悉，
由其参与研发的我国首台液态金属钠-超临界二氧化碳印刷板式
换热器（PCHE）近日顺利通过专家组验收，标志着我国在第四代
核能革新型动力转换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洛阳创新”助力我
国掌握钠-超临界二氧化碳换热器的设计、制造、测试技术，并在
该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实现工业应用奠定坚实基础。

我国首台液态金属钠-超临界二氧化碳印刷板式换热器，
由七二五所联合中核集团原子能院和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
公司共同研制，是先进动力转换技术——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
顿循环中的关键设备之一，可在高温、高压等苛刻条件下实现高
效换热。

“本次通过验收的是我们针对冷热侧介质流动换热特性差
异大等特点，开发的新一代印刷板式换热器产品，标志着我们的
产品在核能领域实现了新突破。”七二五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七二五所本次交付的新一代印刷板式换热器产品，不仅是
高效紧凑型钠-超临界二氧化碳系统的首选，还可用于铅铋合
金、钠钾合金等其他液态金属冷却反应堆的动力转换系统，具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

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项目团队针对液态金属钠换热特性
好、流动性差、常规印刷板式换热器容易引起液态金属钠堵塞等
问题，创新性地提出了混合通道非对称结构的换热器芯体型式，
突破了冷热侧异种通道结构设计、大通道换热板片蚀刻、芯体扩
散焊接等关键技术，于去年年底按期完成研制并交付相关产
品。今年5月，换热器样机还通过了多种工况下传热性能实验，
验证了设计合理性和结构可靠性。

作为七二五所近年自主研发的标志性高技术产品，印刷板式
换热器兼具管壳式换热器和板式换热器的双重优点，具有换热效
率高、耐低温高温、耐高压、可靠性强等优势，其节能效果和经济
效益相当可观，是国家重大工程急需产品。目前，七二五所研
制的印刷板式换热器产品已在高效火力发电、第四代核电、氢
能、海洋工程等市场实现我国首台套产品的供货。

中国船舶七二五所参与研发的国内首台液态金属钠-
超临界二氧化碳印刷板式换热器通过专家组验收

“洛阳创新”助力我国第四代
核能系统革新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本报讯（记者 陈曦 通讯员 汪冰
冰）“二季度出谷转正稳增稳升”持续巩
固。昨日，记者从自贸区洛阳片区获悉，
今年前五个月，洛阳片区多项经济数据
稳步增长，其中新增注册资本54.73亿元，
同比增长13.34%；实际利用外资1.52亿
美元，同比增长30.59%；实现外贸进出
口总额 9.5 亿元，同比增长 45.54%，其
中进口2.06亿元，同比增长162.68%。

今年以来，洛阳片区持续加大改革
创新力度，为多项优秀数据奠定坚实基
础。在产业招商方面，洛阳片区强化调

查研究分析，积极开展线上招商工作，
先后与苏州海歌集团、联东 U 谷等企
业开展线上项目洽谈活动。目前银隆
项目陆续推出新品，格力项目进入试生
产阶段，万邦集团投资40亿元的农产
品国际进出口贸易中心、乾发供应链管
理公司投资 3.8 亿元的跨境电商综合
服务平台等重大产业项目正在推进，为
高水平双向开放提供产业支撑。

在平台建设上，洛阳综合保税区一
期七栋保税仓约10万平方米建设已完
成验收；自贸大厦综合服务中心已进入

试运营阶段，配套协同办公平台已上
线；洛阳—布哈拉农业综合示范区贸易
额突破 1000 万美元。目前自贸区还
在支持推进华瀚（洛阳）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与蒙古铁路国有股份有限公司合
作筹建中蒙产业园，进一步扩大对外贸
易、开展国际合作，加快壮大具有核心
竞争力的外向型企业集群，增强国际市
场竞争力。

在金融服务上，洛阳片区引导金融
机构打好“组合拳”，先后组织“线上银
企对接”活动5次，目前区内已进驻金

融及类金融机构 63 家，融资额超过
500 亿元。省内首单跨境金融区块链
服务平台融资业务在洛阳片区成功落
地，进一步助力外汇业务的“网上办”

“线上办”。
下一步，自贸区洛阳片区将结合高

新区、自贸区、自创区和跨境电商综试
区、综合保税区“五区”联动，继续深入探
索挖掘创新亮点，为企业提供更加便利的
营商环境，同时加快推进综保区和跨境
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全力打造改革开
放新高地，助力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

“二季度出谷转正稳增稳升”持续巩固

自贸区洛阳片区多项数据向好
本报讯（记者 戚帅华）日前，省科技厅公布了 2020 年度

河南省县（市）创新引导计划立项项目，我市共有8个项目入选，
将获专项资金支持。

我市入选的8个项目分别为：汝阳县绿康农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承担的脱毒甘薯优质高效栽培技术示范推广项目、汝阳县
宇帆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承担的汝阳香菇集约化生产及示范推
广项目、洛阳伊尹实业有限公司承担的嵩县道地药材种植与深
加工技术推广及应用项目、洛阳亚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担的
荷斯坦奶牛养殖技术及乳制品深加工技术示范与推广项目、伊
川鑫川牧业科技有限公司承担的“澳湖一代”种羊快繁技术推广
与产业化项目、洛阳辰涛牧业科技有限公司承担的安格斯牛智能
化养殖技术示范与产业化项目、宜阳鹿超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承担的万亩花椒高效种植技术集成应用与示范推广项目、洛阳
景森农业有限公司承担的红薯淀粉深加工技术及应用项目。

河南省县（市）创新引导计划项目重点围绕全省各县（市）优
势特色资源和产业基础，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县域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提升县域科技创
新能力，支撑县（市）支柱产业发展，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0年度河南省县（市）创新引导计划立项项目公布

我市8个项目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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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在宜阳县上海交通大学洛阳
特种材料研究院产业园车间内，工作人
员正在生产汽车用定心支架。

该产业园以轻质高强新型材料为主
攻方向，已建成高性能铝镁合金半连续铸
造、精密铸造、精密锻造、表面处理中试研
究示范生产线及相应的分析测试、仓储设
施。目前，该产业园已掌握从特种材料、
铸造、塑性变形、机械加工到表面处理的
全工艺链条成形特种产品的制备技术，承
担了多项国家重点型号和装备的研制工
作，试制了50余种轻量化产品，部分产品
已得到型号试用和小批量应用，将进一步
提升洛阳及周边地区新材料产业的整体
实力和创新活力，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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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特种材料研发应用
助力新材料产业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