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在孟津区常袋镇西小梵村，整洁的乡村
道路、美丽的小游园和小型光伏发电站等让人眼前
一亮。

该村以党建为引领，将花椒、樱桃、牡丹等特色
种植产业与美丽乡村建设有机结合，实施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改造污水管网、建设游园广场等，推进村
庄绿化、美化、亮化，描绘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
新蓝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记者 梅占国 通讯员 李方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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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要闻
■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钢锤到伊

滨区督导疫情防控工作。李钢锤先后到二广高
速伊滨站、居民小区、药房、超市、集中隔离点等
处，实地查看防控工作现场组织、防控流程落实
等情况，对督导发现的问题现场交办，并对一线
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他强调，当前疫
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为阻断病毒传播途径、有
效遏制疫情输入风险，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升
站位，扛牢主体责任，加强分工合作，以“抓防控
就是讲政治”的明确态度，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智慧 张峰）

19 日，我市举行“万人助万企”两大
行动新闻发布会，正式推出《洛阳市推进
制造业“三大改造”实施方案》《洛阳市高
成长性企业提质倍增计划推进方案》和相
关配套政策，标志着两大行动正式启动，
将通过“真金白银”的扶持，用政府“紧日
子”换取企业“好日子”，用政府“心服务”
实现企业“新发展”，用政府“高效能”推动
企业“高成长”，为“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
极”奠定坚实产业基础。

实施新一轮更高水平、更大
规模的“三大改造”

针对我市制造业存在的问题，我市实
施新一轮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三大改
造”，持续推动全市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
级、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全面提高产业基
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具体内容
包括——

●两大目标：
2021年，推动248家企业实施316个

“三大改造”项目，总投资872.3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333.2亿元。

到 2025 年，推动 1500 家以上企业实
施“三大改造”项目，带动改造企业综合能
耗降低10%以上、生产效率提升20%以上，
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位于全省前列。

●三大任务：
全面实施智能化改造。到2025年全

市制造业重点领域基本实现数字化，“两
化”融合发展水平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持续开展绿色化改造。到2025年在
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高端石化、电子
信息等领域打造一批绿色制造示范典型。

深入开展技术改造。到2025年全员
劳动生产率提高20%以上。

●六项重点工作：
建立“三大改造”企业项目库，开展

“三大改造”入企诊断，培育工业互联网平
台，发展服务型制造，加强重点技术攻关，
加强重大装备研发。

●17项支持政策：
基础服务3项，包括免费开展入企诊

断、实施 5G 网络免费覆盖，支持智能装
备推广应用，为企业“三大改造”营造良
好环境。

支持“三大改造”9项，其中加大智能
化改造支持力度4 项，包括支持5G 融合
应用、支持试点示范建设、支持重大技术
装备研发应用、支持工业互联网平台建
设；加大绿色化改造支持力度2项，包括
支持试点示范建设、实行精准差异化管
控；加大技术改造支持力度3项，包括支
持“三大改造”重点项目建设、支持创新平
台和创新主体建设、支持制造业创新中心
建设，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支持作用，
激发企业“三大改造”的动力和活力。

要素和服务保障4项，包括拟投入不
少于30亿元专项基金支持项目建设；鼓
励企业开展“零增地”技改；强化水电气
暖等配套要素支持；将“三大改造”入库
企业作为“万人助万企”重点服务对象，
建立手续办理绿色通道和专项资金拨付

快速通道。
督导考核 1 项，即建立定期会商、通

报督导等机制，将“三大改造”完成情况纳
入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年度考核评价
体系。

构建“1+N+5”企业梯队，
打造更多市场旗舰劲旅

对标对表“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极”
要求，我市将在着力抓好“万人助万企”的
同时，滚动扶持一批高成长性企业发展壮
大，做优存量、做大增量，打造更多市场旗
舰劲旅，夯实产业高质量发展基础，具体
内容包括——

●一个梯队：
以新兴产业重点培育为引领，以新旧

动能加快转换为重点，以提升全要素生产
率为核心，在全市构建“1+N+5”企业梯
队，其中“1”为市级试点企业100家左右；

“N”为选择若干家符合产业发展导向的
重点龙头企业，直接作为荣誉试点企业享
受同等政策；“5”为县区同步实施提质倍
增计划企业500家左右。

●三大目标：
试点企业实现倍增。试点企业营业

收入（以2020年度数据为基数）增长1倍
以上。

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全市新兴产业
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超过

40%，试点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
比重超5%。

发展环境不断优化。产、学、研、
政、金、介合作进一步深化，产业链进一
步完善。

●19项支持政策：
在支持企业扩大规模上，从成长激

励、规模倍增、整合发展、对接资本市场4
个方面给予支持，包括对通过年度考核且
营业收入增速超过20%的试点予以分档
奖励，对5年内实现倍增目标且规模超过
5亿元的企业再分级予以一次性奖励，对
企业兼并重组、对接资本市场分别给予相
应的资金补助或奖励。

在支持企业强化创新上，从创新主体
培育、研发投入、产学研用合作、科技金融
服务4个方面给予支持，包括对企业创新梯
度升级、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创建创新创业
载体（平台）等升级进行分类分级奖励，优
先支持试点企业使用“科技贷”“科创引导
资金”“科技创新券”等科技金融产品。

在支持企业提升综合竞争力上，从企业
家素质提升、品牌塑造、市场拓展、服务转型
4个方面给予支持，包括支持试点企业参与
评选各类企业家荣誉、实施“三品工程”、拓
展国内外市场和延伸生产服务链条。

在保障企业要素供给上，从建立绿色
通道、土地、用能、金融、环保、招聘、人才
等7个方面给予支持，包括深化“万人助
万企”活动、对试点企业开展专班服务、推
行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支持试点企业
纳入电力直接交易市场主体范围、实施企
业骨干人员奖励等。

本报记者 陈曦 王雨 通讯员 王星星

为深入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我市实施两大行动

推进制造业“三大改造”
促进高成长性企业提质倍增

（上接01版）
6 月至今，伊川县牢固树立“项目为王”

鲜明导向，扎实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突出
服务企业健康发展，突出服务重点项目建设，
突出服务科技创新产业，加快现有“三个一
批”重大项目建设，营造服务企业的浓厚氛
围，提振市场主体发展信心。今年上半年，该
县生产总值达219亿元，同比增长11.4%，在
全市位居第6。

惠企助企明责任
伊川县委、县政府健全组织领导体系，全

力打好服务企业发展“组合拳”。
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成立伊川县“万人

助万企”活动领导小组，建立分包领导联企机
制，从全县重点工业、农业、商贸、文旅等行业
中筛选 70 余家重点企业，组织 29 名副县级
以上领导分包企业，明确对接服务每家重点

企业的乡镇负责人、委局负责人和纪委负责
人；组织分包领导多次走访相关企业，建立企
业问题受理台账，共收集企业反映问题 112
个，已解决53个，其余59个正在有序推进。

拓展惠企助企范围。从全县企业中筛选
出17家重点企业和23家高成长性企业实行
挂牌扶持；建立“重点企业社会公共服务一卡
通”制度，对高成长性企业和年度上缴税收超
过300万元的重点企业发放“重点企业社会
公共服务卡”，方便企业负责人及高层次人才
享受多项优惠服务，目前已办理发放135张；
组织多种形式的惠企政策宣讲活动，印制惠
企政策汇编500余册送到企业家手中，实现
县域规模以上企业惠企政策全覆盖，助推企
业做大做优做强。

重点项目再加力
伊川县围绕“三个一批”加快重点项目建

设，2021 年共安排重点项目 109 个，总投资
355.3亿元，当年计划完成投资139.09亿元，
涉及工业、现代服务业、高效农业、城市提升、
生态环保、社会民生等领域。

为确保“三个一批”项目顺利落地、加快
建设、早日见效，伊川县紧盯签约项目落地
率、落地项目开工率、开工项目投资率、投产
项目达效率，定期召开重点项目联审联批会
议，对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逐
一进行研究，快速解决项目建设瓶颈问题。
截至7月底，109个项目中有78个正在实施
或已经实施，竣工项目13个，当年完成投资
87.9亿元，占年度目标的63.2%，前7个月超
额完成计划目标 5 个百分点。此外，县委、
县政府定期组织省市重点项目观摩活动，有
效推动项目快速建设、落地见效。如中钢洛
耐希利科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30万吨环保
新型硅质耐火材料项目，因前期政府服务工

作到位，一期项目从设计到投产不到一年，今
年上半年产值已达8800万元；洛阳利尔功能
材料有限公司高端氧化铝基新材料项目通过
绿色化、智能化改造，今年上半年产值达12.5
亿元……龙头项目引领发展的良好局面正加
速形成。

聚焦科创兴产业
现有高新技术企业40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129家……翻开伊川县科技创新产业相关
台账，一个个数字背后，是该县突出服务科技
创新产业留下的坚实脚印。

积极培育高新技术企业。该县上半年组

织科技政策培训会议2次，引导洛阳尚兴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洛阳龙鼎铝业有限公司
等16家企业开展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申报、
复核工作；强化企业技术创新平台建设，组织
筛选创新能力较强的20家企业申报市级企
业研发中心；指导洛阳买乐买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洛阳烟云涧青铜器有限公司等企业申
报市级众创空间。

持续做好各项精准服务。该县建立科
技型中小企业信息数据库，加强统计监测、
跟踪评估、动态管理服务和考核评价，目前
国家级备案已申请注册、填录资料 60 家，
成功备案 50 余家；积极引导企业加快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组建步伐，筹备建立伊川县
谷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伊川县塑料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积极加快与高新
区合作进程，推动更多企业进驻伊川自主
创新园。

抓服务，谋项目，促创新，伊川县正以惠
企助企的务实举措跑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速度”！ （葛高远 陈沛）

伊川县：

抓服务谋项目促创新 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红光闪烁中，工作人员正筛选乳酸高产菌株，整个
过程都在企业自主研发的硬币大小的微流控芯片中自
动完成。

“与传统的孔板筛选方法相比，我们的设备在筛选
效率上提高了1000倍。”近日，在位于洛龙区的洛阳
华清天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天木生物），该企业
负责人王立言告诉我们。

种业是生物产业的“芯片”。然而，在农业、工业微
生物等领域，我国很多种质资源依然依赖进口。通过
技术创新和高端仪器的开发，提升种质资源的选育效
率，对摆脱种质资源和高端仪器进口的依赖至关重要。

2015年，我市引进“河洛英才计划”清华大学邢新会
团队，并以团队为基础组建了天木生物。几年来，天木生
物坚持“清华创造、天木智造”的发展理念，充分嫁接清华
领先科研团队的科研成果，加快产业化进程，共开发了四
大类十余款产品。各产品性能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提
高生物育种效率千倍以上，节约了大量的人工和耗材。

“我们围绕生物育种的三个关键步骤——建库、筛
选和过程评价，进行产品布局，解决生物产业中种质资
源选育的‘卡脖子’问题。”王立言介绍，天木生物研发
的常压室温等离子体（ARTP）育种仪，首次实现了利
用常压室温等离子体技术诱发细胞产生突变，通过全
自动操作，即可获得大容量基因突变库，极大地提高了
建库效率。该技术属国际首创，市场占有率达100%，
已广泛用于动物、植物及微生物的育种。

该企业还基于微流控技术开发了系列筛选装备，
不仅其通量可达到每批次数十万个细胞，效率较传统
方法提高1000倍以上，而且筛选成本大幅度降低，相
当于传统方法的百分之一。

目前，这些特色仪器装备不仅在国内占有主要市场，
还出口日本、新加坡、美国、俄罗斯等国家。产品应用效
果显著，已为企业用户创造经济效益累计达百亿元。

经过几年的耕耘，天木生物已成为生物产业知名
的高端仪器制造企业和育种技术开发团队。王立言表
示，企业将继续在清华大学前沿团队的引领下，继续实
施优质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持续发展等离子体、微流控
和生物传感等核心技术体系，开发面向生物育种、生物
医药等多领域的高端装备，不断提升生物产业的技术
能力，推动生物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孙小蕊 通讯员 王晶 李雅 文/图

我市引进的“河洛英才计划”邢新会团队，
在生物育种领域推出多款性能世界领先产品

“洛阳创新”
助力生物育种提速增效

工作人员利用超高通量细胞分选仪开展实验

兴产业 优环境 促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