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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洛阳市委机关报

凡人民所需者，莫不全力而为。
——1948年4月9日本报发刊词

报头题字：

全国百强报刊

据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

（下称《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提出，森林和草原是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
对于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基础
性、战略性作用。要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要求，
在全国全面推行林长制，明确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保护
发展森林草原资源目标责任，构建党政同责、属地负
责、部门协同、源头治理、全域覆盖的长效机制，加快推
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

《意见》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总林长，
由省级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设立副总林长，

由省级负责同志担任，实行分区（片）负责。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根据实际情况，可设立市、县、乡等各级林长。

《意见》还就加强森林草原资源生态保护、加强森
林草原资源生态修复、加强森林草原资源灾害防控、深
化森林草原领域改革、加强森林草原资源监测监管、加
强基层基础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任务要求。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

扫描阅读《关于全面推行
林长制的意见》全文

短网址：http://shouji.lyd.
com.cn/n/1034308

遗址上，唐宋两代遗迹依次叠压；花坑中，发现北宋时期牡丹种植迹象……昨日，记者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洛阳唐城工作队获悉，经过近一年的清理发掘，隋唐洛阳城宫城玄武门遗址考古工作取得重要进展，这座被深埋地
下1000多年的重要城门初现遗址全貌。 记者 张怡熙 摄 （相关报道见04版）

玄武门遗址全貌初现

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中部地区崛
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为河南发展搭建了广阔平台。落实好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河南如何开好
局、起好步？记者采访了河南省委书记
王国生。

记者：回顾2020年，河南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如何？

王国生：2020年是大战大考之年，
河南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一手抓防
控，全力以赴把疫情管住了；一手抓发
展，千方百计把经济稳住了，推动经济
逐季回升，增速由负转正。

2020 年河南粮食产量 1365 亿斤，
再创历史新高。“空中丝绸之路”不断
航，中欧班列（郑州）前 11 个月进出口
增长11.5%，大批抗疫物资通过郑州—
卢森堡航线运往欧洲。

在 2021 年经济工作中，我们将坚
持稳中求进，以更大力度锻长板补短
板、通堵点接断点、增动能强势能；强化
统筹兼顾，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推动经
济发展，突出供需两端发力，做好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突
出项目带动，继续实施补短板“982”工
程，在九大领域遴选实施8000个左右、
年度总投资2万亿元的重大项目，抓好
河南与京沪苏浙各项合作协议的落实。

记者：河南作为农业大省、产粮大
省，如何贯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

王国生：我们持续推进国家粮食生

产核心区建设，紧紧扭住耕地、水利、科
技、政策等关键环节，不断改善农业生
产条件，提高抗灾减灾能力，粮食总产
量连续 4 年稳定在 1300 亿斤以上，不
仅解决了一亿河南人的吃饭问题，还能
每年调出原粮及制成品 600 亿斤左
右。同时，河南的油料、蔬菜、肉蛋奶、
水果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均居全国前列。

面向“十四五”，我们明确提出要打
造新时期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全
国重要的口粮生产供给中心、粮食储运
交易中心、绿色食品加工制造中心、农
业装备制造中心和面向世界的农业科
技研发中心、农业期货价格中心。

今年我们将着力抓好四项工作：一
是坚决守住耕地红线，进一步强化地方
政府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
特殊保护制度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
加大永久基本农田核实整改力度，坚
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
确保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 1.6 亿亩以
上；二是持续提高耕地质量，计划今年
新建高标准农田 750 万亩，到 2025 年
建成高标准农田 8000 万亩，高效节水
灌溉面积达到 4000 万亩左右；三是着
力提升品质品牌，积极发展绿色有机
农产品，打造更多“豫农名片”；四是切

实强化科技支撑，制定了《河南省农业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与 利 用 规 划（2021—
2035）》《河南省“十四五”现代种业发
展规划》，推动建设国家级小麦种质资
源库，加快建立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粮
食科技创新体系，开展农业全产业链
科技攻关，强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
用，重点培育一批“豫麦”品牌和小麦加
工产品品牌。

记者：作为工业体系较为完备的省
份之一，河南在高端制造业、智能制造
业方面将如何发力？

王国生：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河南考察时强调，要坚定推进产业转
型升级，加强自主创新，发展高端制造、
智能制造，把我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
搞上去，推动我国经济由量大转向质
强，扎扎实实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

河南拥有41个工业行业大类中的
40 个，制造业占规上工业比重超过
85%。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比拼的是
经济的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
看重的是产业的引领性、成长性、坚韧
性。如果搭不上科技自立自强的“快
车”、赶不上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
的“风口”，就会落在后面。

河南盾构、新能源客车、耐火材料、
超硬材料等产业技术水平和市场占有
率，均居全国前列。下一步，河南将谋
划实施一批具有突破性、带动性的战
略行动，力争到“十四五”末，培育 10
个万亿级产业、10 个千亿级新兴产业
集群，努力在科技创新上走在中西部
前列。

一是把优化产业链和提升创新链
协同起来，以创新驱动赢得发展主动，
争创一批国家级科学基础设施和重大
平台，努力占据“头部领域”、掌握“头部
技术”，推动创新型中小微企业快速成
长，培育一批“雏鹰”“瞪羚”“独角兽”企
业。二是把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结合起来，以全面推进国家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建设为抓手，实施数字产业集聚
发展工程，打造千亿级鲲鹏计算产业集
群，拓展“数字+”“智能+”应用领域，争
创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
区，建设数字经济新高地。三是把持续
锻长板和加快补短板统筹起来，着力打
造10个战略新兴产业链、壮大6个战略
支柱产业链，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
定，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省。四是把
做强制造业和壮大服务业融合起来，加
快提升现代金融、研发设计等生产性服
务业发展水平，促进现代服务业同先进
制造业深度融合，同时积极发展高品
质、多样化的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建设
现代服务业强省。

（下转02版）

——访河南省委书记王国生

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人民日报》记者 龚金星 朱佩娴

1921年12月，身着长衫、工装的游
天洋等先进分子，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坚
定信念，走进位于今天瀍河区洛阳机务
段厂区内的一座幽静小院里庄严宣誓，
洛阳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洛阳组”就此
诞生。

如今，中共洛阳组诞生地纪念馆正
进行着新一轮的改造提升，在中国
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将以崭新面貌展
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播下革命的火种
昨日，记者来到中共洛阳组诞生地

纪念馆。由于正在改造提升，该馆已经
闭馆数月。两座有着百余年历史的法
式建筑比邻而立，更显庄严。一墙之隔
的陇海铁路上，不停有火车经过，汽笛
声响个不停。抚今追昔，“中共洛阳组”
与陇海铁路的故事还在书写。

20世纪初，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的黑暗之中，人民生活异常艰
难。当时洛阳境内唯一的铁路就是陇
海铁路，铁路工人在比利时、法国、荷兰
等国路方的压榨下艰难度日。按当时

的物价计算，铁路工人拼死拼活、流血
流汗挣来的工资只能买一石米，根本不
够养家糊口。

为了修建陇海铁路汴洛段，法国、

比利时两国在洛阳修建了洛阳工务段
修理厂（俗称东厂）和洛阳机车修理厂

（俗称西厂），一时间，洛阳成了当时陇
海铁路沿线铁路工人最为集中的地方。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面对
帝国主义的残酷剥削，陇海铁路工人急
需团结起来。1920 年年底，进步青年
游天洋进入洛阳铁路部门。

游天洋是福建人，1919 年毕业于
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唐山分校，曾在粤
汉铁路武昌城外一火车站实习。由于
痛恨黑暗社会，游天洋立志投身社会
改革。

1921 年 11 月，游天洋与白眉珊等
先进分子一起，成立了洛阳铁路工人的
第一个群众组织——陇海铁路洛阳同
人俱乐部。他们借助在《工人周刊》上
撰文及到工人子弟学校讲课等形式，深
入工人中间传播马克思主义，播下革命
的火种。 （下转03版）

“中共洛阳组”：追忆峥嵘岁月 初心历久弥坚

翻开中原大地风云激荡的红色篇章，洛阳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
大力营造庆祝建党100周年浓厚氛围，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本报今起开设

《追寻光辉足迹 坚守初心使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别报道》
栏目，走进洛阳红色教育基地等地，追寻中国共产党人在河洛大地上留下的
光辉足迹，讴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洛阳发展的辉煌成就。敬请关注。

▶▶ 03版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100周年特别报道周年特别报道

日前，《洛阳都市圈发展规划（2020—2035）》（下称《规
划》）发布，标志着洛阳都市圈建设正式启动。《规划》提出，“到
2035年，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都市圈，形成一体化
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近年，我省在做强做优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郑州都市
圈的同时，致力培育壮大洛阳副中心城市，出台了两轮支持政
策，推动洛阳在 2019 年成为中西部地区唯一生产总值突破
5000 亿元的非省会城市，辐射带动能力稳步提升。特别是
2019年以来，省委省政府从全省发展大局出发，围绕发挥洛
阳副中心城市引领作用，在更大范围内统筹资源要素打造高
质量发展共同体，提出规划建设洛阳都市圈，推动洛阳、平顶
山、焦作、三门峡、济源一体化发展。

洛阳都市圈主要包括洛阳和济源全域，焦作的孟州市，平
顶山的汝州市和鲁山县，三门峡的义马市、渑池县和卢氏县，
行政辖区总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其中生态涵养区面积约
1.5万平方公里。洛阳都市圈与郑州都市圈联动影响的叠合
区域包括巩义、登封、沁阳、温县和博爱，辐射联动豫西北和晋
东南地区。

前期，在省委省政府和省直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市会同
济源、平顶山、三门峡合作制定了“洛济 33 条”“洛平 30 条”

“洛三 32 条”等融合联动发展措施，推动协同一体化建设。
洛济深度融合已经率先启动，旅游年票合二为一，开通了城
际公交，济源东站到洛阳高速免费通行，固定电话资费同城
化，这些措施已经初见成效。（相关报道见02版）

前期部分措施已初见成效

洛阳都市圈建设铿锵起步

“抓好伊水金街、龙门古街、关林步行街等重点特色步行
街建设，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近日，市委书记李亚主持
召开市委专题会议研究一批重点领域“十四五”和2021年重
点工作，“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提法给人无限想象空间。

作为现代国际化都市的“标配”，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消
费资源的集聚地。2019年年末，商务部开展“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建设试点，培育若干有全球影响力、吸引力的综合性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和一批专业化、特色化、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各大城市迅速响应，成为新一轮城市竞争的目标。在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语境下，一个城市能否集聚大牌产品、吸引消
费者、引领国际消费潮流，既关乎其能级提升和扩大内需，也
关乎其发展潜力的厚植激发。

从一定角度看，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不仅代表了洛
阳进军“国际化”的雄心，更是抢占消费制高点的迫切需
要。作为千年古都、副中心城市、洛阳都市圈的核心，作为
豫西、晋东南传统的商业中心，洛阳历来受国内外一线消费
品牌青睐，老字号非遗资源丰富。近年，我市加快文化旅游
融合发展，带动文创、文博、会展等新兴消费业态不断涌现，
消费升级正在“提速”。

回望过去的一年，尽管受疫情冲击，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仍有望达2110亿元，消费实力和后劲不容小觑。而从发
展态势看，从“古都夜八点”点燃夜经济，令古都“越夜越美
丽”，到“古都新生活”消费品牌更潮更炫，让游客“来了不想
走”，再到加快推进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改
革，“逛在洛阳、货买全球”的消费新场景越来越亮眼。

可以说，在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竞争中，洛阳拥有“消
费力”和“国际范儿”的比较优势，这也是为什么省委在制定河
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
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支持洛阳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只
要“以长见长”发挥特色优势，我们完全有可能脱颖而出，带着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新名片闪亮登场。当然也要看到，我们
在消费地标、首店经济、时尚品牌、特色文创等方面尚有差距
和短板，需下足功夫追赶、补齐。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融入新格局，抓住新机遇，做足地
标文章，发展“首店经济”，加快步行街、免税店等建设，打造更
多新型消费场域载体，形成国际品牌的“聚集地”、时尚潮流的

“引领地”、华夏文化的“传承地”、消费创新的“策源地”，以强
大的消费能力赋能洛阳现代化强市建设。

打造“国际消费中心”新名片
洛 平

我市“地铁守则”征求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