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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戚帅华 通讯员 刘
建齐）1 月 31 日，记者从市科协获悉，
中 国科协日前发布的第十一次中国
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洛阳
市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 11.2%，
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比“十二五”末
的6.7%提高了4.5个百分点。

市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结果
表明，我市圆满完成了《洛阳市全民科
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
2020年）》提出的到2020年公民具备科

学素质的比例超过9%的目标任务，为打
造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提供了坚实
的人才支撑。

科学素质是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公民具
备科学素质是指崇尚科学精神，树立科
学思想，掌握基本科学方法，了解必要
科技知识并具有应用其分析判断事物
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科学素
质，对于公民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对于增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文化

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都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科协于2020年4月至10月组
织开展了第十一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
样调查，旨在全面了解掌握新时代我国公
民科学素质的发展状况，调查覆盖我国
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8
岁至69岁公民。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
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10.56%，河南
省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10.17%。

“十三五”期间，我市广泛开展各类

科技教育、传播和普及活动，重点实施
了青少年科学素质行动、农民科学素质
行动、城镇劳动者科学素质行动、领导
干部和公务员科学素质行动等四大行
动，以及科技教育与培训基础工程、社
区科普益民工程、科普信息化工程、科
普基础设施工程、科普产业助力工程、
科普人才建设工程等六大工程，科学素
质建设长效机制逐步完善，科学素质公
共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公民科学素质提
升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第十一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结果发布

洛阳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达11.2%
本报讯（记者 李东慧 通讯员 高江鹏 韩跃辉）1月

31日，记者从市住建局获悉，洛阳市三川大道向北打通重
要节点工程——唐寺门立交取得阶段性进展，东西向主线
正式通车。

唐寺门立交北起瀍涧大道、南至陇海铁路，西起焦柳铁
路、东至二广高速，地处洛阳“东大门”，地理位置重要。该
立交采用全互通式立体交叉的设计方案，上下共5层，设置
8条匝道，地面辅道为双向4车道。

唐寺门立交主线为双向6车道。其中，南北向三川大
道段高架主线长1.2公里，东西向邙岭大道段高架主线长
1.6公里。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唐寺门立交东西向主线通
车后，市区群众可以直接走邙岭大道，向东快速前往洛白
路、白马寺及偃师等方向，大大提升洛阳市东北片区的通达
能力，缓解该区域交通压力。

根据施工计划，唐寺门立交今年牡丹文化节前将陆续
开通5条匝道，整个工程将在5月底实现全线通车。

唐寺门立交东西向主线通车

“在处置的问题线索中，立案7件，剩余1件，我们将统
筹调度协作区人员，加大排查、核查力度，确保案件线索清
零任务高质量按时完成。”近日，洛宁县纪委监委第七纪检
监察室组长刘建华在汇报问题线索清零工作时这样说。

近期，为深入推进洛宁各个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
治理，该县纪委监委在全县范围内开展问题线索清零行动
时，采取“书记抓总、常委负责、协作区落实”的方法，对近年
来巡视巡察反馈移送、上级转办交办的问题线索及来信来
访举报进行大起底、大排查，坚决查处贪污侵占、虚报冒领、
截留挪用等侵害群众利益的“蝇贪鼠患”，确保问题线索处
置无遗漏、无死角。

为高效推进问题线索清零行动，该县纪委监委督促
各部门集中力量甄别脱贫攻坚、涉黑涉恶、民生诉求等
类型线索，把握“先急后缓、先易后难”原则，对未办结的
问题线索进行认真梳理排查、摸清底数，详细分类交办，
明确承办人、处置方式和拟办结时间。对案情明了、可
查性强的问题线索优先办理、办结；对重点案件、突出问
题，要求分管领导亲自督办、办案能手领案办案、协作区
通力支援，提升问题线索办结效率，扎实做好巡视巡察

“后半篇文章”。
同时，为确保问题线索顺利清零，该县纪委监委强化督

办、严格审核，对协作区内乡镇纪委、派驻纪检组拟了结问
题线索进行审核，由审理室指定专人对拟立案案件进行协
审，发现问题及时退回补充；案管室加强催办，实时更新线
索清零台账，实行一周一统计、一周一通报，切实压实任务
责任，提高问题线索处置和信访件办理质量。

自去年以来，该县纪委监委共对755件问题线索进行
攻坚清零，其中立案234件，党纪政务处分263人，组织处
理375人次。 （邱瑞丹）

集中攻坚线索清零
提升巡视整改质效

本报讯（记者 余子愚）1月30日，洛阳客家文化研究会
成立大会在应天门会议中心举行。会上，姬铁成当选为会长。

洛阳客家文化研究会是由热爱河洛历史文化、关心客
家文化传承和发展，致力于提升河洛文化影响力、深入探索
客家精神、研究开发及推广客家文化的人士自愿组成的地
方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接受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市民政局
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全球客家、崇正会联合总会，欧洲荷比卢（荷兰、比
利时、卢森堡）崇正会，福建省客联会，广东省客联会等
海内外 70 余家客家社团组织向洛阳客家文化研究会发
来贺信。

洛阳作为客家先民首次大规模南迁的出发地，是客家
人的精神家园。洛阳客家文化源远流长，在客家文化研究
中具有显著的资源优势。洛阳客家文化研究会的成立是推
动洛阳“客家祖源地”文化品牌建设，进而推动洛阳历史文
化名城建设的又一重大举措。

洛阳客家文化研究会成立

■ 省教育厅近日发布河南省本科生学业导师制
改革试点高校遴选结果公示，河南科技大学和洛阳师
范学院入选我省首批学业导师制改革试点高校。根据

《河南省高等学校本科生学业导师制改革试点建设方
案（试行）》，我省将利用1至3年时间遴选一批高校，
探索在“双一流”、特色骨干、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不同
类型本科生学业导师制模式，建立新型师生关系。

（孟山）

酒城北路城市书房地理位置优越，给大家的阅读带
来了很大便利，也为城市增添了许多文化气息。

该城市书房面积约90平方米，藏书量5000余册，年
流通量119737人次，年外借图书42155册次。该城市书
房环境整洁，管理员认真热心，开放3年来，受到读者的
衷心赞赏。

自该城市书房开放以来，住在附近的徐老先生每天
下午都要到这里“打卡”：翻看报纸，了解国内国际大事。

“《人民日报》《河南日报》《洛阳日报》这里都有，阅读很方
便。”他说。

近年，该城市书房整合文化资源，在阅读推广上下足
功夫，进一步营造全民阅读氛围。该城市书房定期举办

读书会、少儿手工制作等活动，吸引附近居民，让阅读变
成“悦读”。为了让孩子们了解传统节日、感受传统文化
魅力，该城市书房在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举办主题
活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本报记者 李冰 通讯员 刘梦刚 周慧娟 文/图

城市书房档案

●名称：
伊川县酒城北路城市书房
●地址：
伊川县酒城北路339号
●藏书量：
5000余册
●开放时间：
8:00—20:00

宜阳县桥兴游园近日建成投用。该游园位于宜阳县解
放东路与桥兴路交叉口西南侧，有休闲广场、休闲长廊、景
观座椅、儿童活动区、公共厕所等，为周边群众健身休闲提
供了一个好去处。 记者 张怡熙 摄

宜阳县桥兴游园建成投用

“看到种苗长势喜人，我才吃了定
心丸。今年‘岭上硒薯’一定能再创佳
绩！”1月30日上午，在伊川县鸦岭镇的
富硒甘薯育苗基地里，45岁的梁智宇得
知甘薯原原种苗和试管种苗生长良好，
言语间满是喜悦。

梁智宇是伊川县鸦岭镇党委书
记。当天上午，他刚出差回来，就马不
停蹄来到育苗基地。“薯苗品质对‘岭上
硒薯’种植成败拥有‘一票否决权’，眼
下是育苗关键期，不敢有丝毫大意。”梁
智宇说。

薯苗为何如此重要？鸦岭镇曹窑
村村民李幸民有一肚子话说。

李幸民说，以前，村民全是赶集买
薯苗，品质无法把控，甚至不清楚自家
地里种的是啥品种，收成只能当口粮，

“种了几十年红薯，穷了几十年”。3 年
前，镇里开始免费给乡亲们发新品种薯
苗，大家伙儿的日子才有了变化。

当地村干部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
李幸民为例，他去年种植的鲜食红薯一
亩投入约 1000 元，亩产 3500 斤左右，
按每斤 2 元的批发价计算，一亩纯收入
就有6000元。

在鸦岭，像李幸民这样的种植户有
近5000家。去年，鸦岭镇种植“岭上硒
薯”2.5万亩，其中鲜食红薯7000亩、高
淀粉红薯1.8万亩，线上日均走货1000
件以上，线下日均供货2万斤，全年综合
产值超过1.1亿元。

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在短短几年
间发生的。“打蛇打七寸”，培育优质种
苗是打破甘薯种植瓶颈的关键。2017
年 10 月，鸦岭镇与河南科技大学农学
院、洛阳市红薯产业协会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一座现代化的甘薯育苗基地拔地
而起。科研人员根据鸦岭自然条件为
其“量身定制”优质脱毒甘薯苗。

当天赶到育苗基地的，还有河南科
技大学甘薯产业研究院院长侯文邦。3

年多来，侯文邦每周都要往鸦岭跑上三
五趟，他带领的服务育苗基地的技术团
队有 50 多人。“种红薯也是一项高科
技。”侯文邦说，伊川位于富硒土壤富集
带的核心区，仅鸦岭镇就有 7 万余亩富
硒土地。富硒甘薯产业前景广阔，带领
群众脱贫致富只是第一步。

连续 3 年举办“洛阳市甘薯产业文
化节”，注册“岭上硒薯”商标，拓宽线上
线下销售渠道，频频亮相中国国际农产
品交易会、中国农产品大会、河南与沪
合作洽谈会议等高端平台……如今，

“岭上硒薯”已成为我市优秀农产品的
一张名片。

“今年，我们能培育出 8500 万株
富硒甘薯苗，在满足当地种植户需求
后，余下的，将让它们‘走出去’。”侯文
邦说。

对于今年的产业发展，梁智宇也
早有安排：“我们正在洽谈引进行业巨
头，进一步延伸深加工产业链，打造‘岭
上硒薯’产业园，还要建‘岭上硒薯’博
物馆……”

眼下，鸦岭的富硒甘薯育苗基地绿
意盎然，近 2000 万株脱毒甘薯原原种
苗长势喜人，新培育的 10 个品种 6000
余株试管种苗生长良好。再过一个多
月，李幸民等种植户就能拿到甘薯苗，
开启新一年的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郭学锋 通讯员 李德
伟 文/图

“岭上硒薯”开启美好生活

梁智宇（左）和侯文邦在查看富硒甘薯种苗生长情况

伊川县酒城北路城市书房：

比“十二五”末提高了4.5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