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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洛阳市委主管主办
洛阳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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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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2版

为民“入微”处 幸福“稳稳的”

我市坚持以群众实际需求为导向，以城市提质“两个建设、
三个改造”为重点，着力推进公共服务进社区

▶▶ 05版

今年我市已有151个无主管小区
实现专业化物业进驻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9 月 19 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向第七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亚欧大陆充满发展活力和潜力，是
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近年来，中国
新疆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积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
核心区建设，促进中国和亚欧地区国家互联互通、互
利合作、共同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各国一道，以中国-亚欧

博览会为平台，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
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坚持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
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促进共
同发展繁荣。

第七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当日在新疆乌鲁木齐
开幕，主题为“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向未来”，由商务部、
外交部、中国贸促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等
共同主办。

习近平向第七届
中国-亚欧博览会致贺信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戚帅华 通讯员 史朝瑞）昨日，洛
报融媒记者从洛阳文化旅游投资集团获悉，第五届中原国际文
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5日在洛阳会展中心举行，
并面向全体市民和游客免费开放。

本届博览会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文化和旅游厅、市政府主
办，洛阳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承办，延续“新户外、新消费、新生活”
主题，以市场化、交易化、产业化、年轻化为导向，旨在打造一站
式“文化+旅游+产业”展示、交易专业综合服务平台，推进文旅
文创深度融合。

本届博览会坚持做深做精“户外+”，创造青年化展会新模
式，将有200多家国内外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民宿露营、户
外休闲、旅游装备、房车机车、潮流运动、冰雪运动、特色文创、文
旅消费品等文旅产业及特色旅游商品，全方位、多层次地满足供
需采购、产业对接及市民、游客文旅消费需求。

与以往不同的是，本届博览会将首次尝试“主会场+分会
场”办展形式。主会场设在洛阳会展中心，以展示、交易为核心，
突出沉浸式、场景化布展，设置开放式展位并将露营、冰雪、户外
运动等场景融入展位设计，并植入音乐、咖啡、桌游等业态。分
会场设在隋唐洛阳城天街，以创意、沉浸为特色亮点，通过露营
体验、嘉年华等活动，打造集露营、美食、游乐、音乐于一体的潮
流体验地。

本届博览会还将聚焦乡村民宿发展、文旅数字媒体、旅居康
养、文旅文创等主题，举办峰会、论坛等一系列活动，让文旅领域
知名专家学者、名企名人、国内外采购商及旅行商等齐聚洛阳，
友好交流、共谋合作，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

据悉，本届博览会延续并创新发展“线上+线下”展会模式，
将充分利用新媒体、大数据、云平台等，不仅精心搭建中英文双
语官方网站，谋划打造线上文旅惠民活动，还将借助直播、短视
频等形式，进一步提升博览会的关注度、影响力，打造引领全国
文旅新消费的风向标。

第五届中原国际文化旅游产业
博览会将于 9 月 23 日开幕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白云飞）昨日，全市乡村振兴工作
调度会召开，认真落实市委乡村振兴“151”工作举措和关于做
好乡村振兴重点专项工作的部署要求，听取部分县区、各专班和
重点专项工作落实情况汇报，对扎实做好农村供排水一体化、牛
羊产业发展、党群服务中心阵地建设等重点工作进行再部署再
推进。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骁出席会议并讲话。

杨骁指出，市委提出乡村振兴“151”工作举措一年来，全市
农业农村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和突出成效。各级各部门要提高站
位、统一思想，坚持以“五星”支部创建为引领抓好乡村振兴各项
工作、以乡村振兴“151”工作举措为抓手推动“五星”支部创建
落到实处，聚焦重点专项工作，拿出完整细致可操作的方案，建
立台账、明确节点，压实责任、强化督导，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更大
成效。

就做好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杨骁强调，要着力推动“三清两
建”收好口，在实现行政村专项治理全覆盖基础上，筛选工作不
扎实的村开展“回头看”，结合村居巡察等工作建立健全多点
触发机制，推动“三清两建”常态化制度化，切实提升乡村治理
能力。要持续强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面推广垃圾分类“二
次四分法”，加快农村供排水系统全域规划建设，积极争取国
家政策性金融和专项债支持，不断提升乡村建设水平。要加
快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在保障粮食安全前提下，以农民增收、
农业增效为目标，因地制宜调整种植结构，积极发展适度规模
经营。要大力发展牛羊产业，科学制订县域布局规划，在充分
调研的基础上，把任务分解到乡、村，落实落细土地、资金等具
体工作保障，统筹做好种源、饲草、屠宰等后续服务，落实政策
补贴，推动扩群增量，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要加强党群服务中
心阵地建设，按照“七个有”标准，因地制宜整合便民服务、日
间照料、托幼等综合服务功能，真正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品
质公共服务。

会议还就做好“三秋”生产、办好中国农民丰收节、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等工作提出要求。

王军参加会议。

全市乡村振兴工作调度会召开

近日，在位于洛龙区的洛阳现代
生物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里，技术人
员正进行新型防控试剂产品的研发。

该公司是一家集动物溯源标识、
动物数字化管理系统及动物疫病检测
诊断试剂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
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属于河南
省新型研发机构。该公司抢抓风口机
遇，推出“人兽共患病防控检测技术的
研究开发与产业化”项目，开展更为直
接、高效的新型防控关键技术研究，实
现“人病兽防，关口前移”，为畜禽产品
消费安全提供技术保障。

洛报融媒记者 张光辉 通讯员
张俊望 摄

洛阳现代生物技术研究院：

研制新型防控试剂产品
保障畜禽产品消费安全

凭一声咳嗽，就能判断猪是否异
常。在河南洛阳，人工智能竟被“训
练”成了养猪场的“老师傅”。这背后，
是在 20 万头生猪上采集和标定累计
1400 万小时的海量数据。就职于科
大讯飞洛阳语音云创新研究院的邓柯
珀正是这个项目的研发主管。

生长在郑州，求学在江苏，邓柯珀
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跑到洛阳“养
猪”，并在这里扎根下来。

“在‘猪圈’搞研究，听上去不够
‘高大上’，但无人化养殖代表着未
来。”邓柯珀说，洛阳工业基础好，智能
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如日中天，在这
里可以大展拳脚。目前，该项科研成
果已在全国31个城市落地应用，服务
超过20个规模化猪场。

青年因城市而聚，城市因青年而
兴。2021 年，洛阳市委、市政府下发

《洛阳市建设青年友好型城市行动方
案》，谋划产业平台聚才、青年就业创
业、青年安居保障、社交消费赋能、城
市活力提升 5 大工程，出台 27 项举
措，营造人才生态“强磁场”，提升青年

“归属感”，吸引人才“近悦远来”。

筑巢引凤
营造人才生态“强磁场”

清洛基地轨道交通智能运维装备
研究所内，新一代高效钢轨铣磨车缓
慢行进，钢轨上的剥落、肥边、鱼鳞
纹、侧磨等缺陷，在高速铣削和柔性
打磨中被修复性铣磨。旁边，研究所
研发中心主任王建生正认真查看记
录数据。

“新一代产品自走速度快了 20
倍，还能边作业边自己检测效果。性
能比肩亿元进口设备，价格只有对方
的三分之一。”说起团队的“杰作”，
王建生滔滔不绝。2018 年年底，他
和团队研发出国内首辆轻量化钢轨
铣磨车，一举解决“卡脖子”技术，打破
进口依赖。

然而，2016 年时，硕士毕业的王
建生因为没有“用武之地”，被迫到另
一座城市工作。“求学 7 年，真不想离
开。当时我爱人已经在洛阳工作，可
是没办法，学了这么多年的技术不能
轻易放弃。”

转机出现在当年的11月，洛阳市
与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联合
建设的洛阳先进制造产业研发基地正
式启动运营，集聚人才、技术、项目，着

力创新。
心系洛阳的王建生看到了希望，

双方一拍即合，王建生顺利入职“清洛
基地”轨道交通智能运维装备研究
所。在洛阳市和基地的全力支持下，

王建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抱负。目
前，洛阳致力于打造“轨道交通智能运
维”产业链，让他对未来信心满满。

鱼无定止，渊深则归；鸟无定栖，
林茂则赴。洛阳市实施产业平台聚才

工程，以优势产业集群、科技创新平台
和高水平大学为依托，吸引青年人才
来洛创新创业。以“清洛基地”为例，
该基地已发展了近 300 人的全职人
才队伍，其中985、211高校毕业生及
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占比超半。同时，
洛阳市推进建设首批 7~10 个科技产
业社区，探索“科技+产业+生活+公
共服务”四位一体的人城产融合发展
新模式。

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内，“90后”
小伙樊亚辉创立的公司已进驻 5 年，
迎来爆发期。公司致力于外骨骼助力
技术研究，拥有14项实用新型和发明
专利，去年营收同比增长10倍。“公司
是在政府和园区的‘保姆式’呵护下一
步步成长起来的。”樊亚辉介绍，创业
初期，公司得到了洛阳市“玉洛汇”计
划扶持资金10万元。公司进驻后，园
区持续为他们提供了租房补贴、金融
支持、跟踪孵化等支持红利，才有了如
今的“破茧成蝶”。

洛阳市为人才创新创业提供全生
命周期支撑，加大投入“人才贷”“成长
贷”，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2.65 亿
元，促进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融合
发展。仅在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先
进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主导产业
便吸引了 120 余名博士、400 余名硕
士，累计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80余
家，形成知识产权1600余项。

减压松绑
提升青年“归属感”

对青年而言，事业是感召力，环境
是吸引力，服务就是凝聚力。解决好
住房、医疗、子女入学等困扰青年的烦
心事，消除人才后顾之忧，才能绘就干
事创业最大“同心圆”。

寒窗苦读数十载，北京、天津、武
汉等地头部企业纷纷抛来“橄榄枝”，
天津大学博士郭一楠再三斟酌，最终
选择来洛阳就业安家。

“我所在的单位科研力量雄厚，足
够我施展拳脚，更重要的是，生活成本
低。”郭一楠说，洛阳市优待人才，购房
一次性补贴10万元，生活补贴每个月
2000元，加之单位给的优渥待遇，“综
合算下来，比去大城市生活更舒服”。

洛阳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8年10月以来该市累计发放住房
补贴9072人次，发放资金5384万元。

（下转02版）

青年因城市而聚，城市因青年而兴。昨日，人民网头条刊发通讯，
报道我市通过谋划产业平台聚才、青年就业创业、青年安居保障、社交
消费赋能、城市活力提升5大工程，出台27项举措，营造人才生态“强磁
场”，提升青年“归属感”，吸引人才“近悦远来”，大力建设青年友好型
城市。本报今日全文转发，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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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我市大力建设青年人才公寓，为青年人才提供多样化的安居支持
洛报融媒记者 张光辉 摄（资料图片）

在洛龙区开元路街道宜人社区“青创空间”里，青年人才了解创业、就业政策
洛报融媒记者 张光辉 摄（资料图片）

——河南省洛阳市建设青年友好型城市行动纪实

散入春风满洛城满洛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