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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旅游发展的“一拖样本”

发展前景广阔 助力产业升级

深挖特色文化 提升游客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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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工业+旅游”收到“1+1>2”的效

果？洛阳理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
主任闫玮表示，工业旅游不是简单的“工业+旅
游”，而是要充分利用已有的生产要素和产业资
源，通过恰当的组合改造形成新的旅游产品。

闫玮建议，一方面应注重参与性，可因地制
宜开发一些互动性、体验性强的项目，提升游客
的参与度。另一方面，可加强对特色工业文化
资源的挖掘和创新，加深游客对工业文化的认
同，从而避免同质化，提升吸引力。

就拿青岛工业游的典范海尔集团来说，

其推出的工业旅游项目包括海尔文化展、海
尔大学、海尔世界家电博物馆等景点，涵盖企
业文化、创新产品及体验、工业互联网、智能制
造等，有效满足了游客多元化、场景化的旅游
需求。

市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将大力
发展“文旅+”复合业态，打造一批工业旅游经典
景区和线路，同时活化东方红、洛铜、洛矿等工
业IP，加快相关文创产品开发，促进产业链条不
断完善。

洛报融媒记者 戚帅华 通讯员 张迎 文/图

洛阳工业资源丰富，工业旅游发展潜力大

融合发展助力产业升级

当工业和旅游这两大经
济形态结合到一起，会迸发出
怎样的火花？中国一拖东方
红工业游景区可谓一大亮点。

走进位于中国一拖东方
红广场西侧的东方红农耕博
物馆，不同年代、样式各异的
东方红拖拉机展现出一条完
整的中国农耕机械发展脉络，
吸引着游客驻足观赏。作为
国内首个以“现代农耕”为主
题的博物馆，这里已成为洛阳
工业旅游的首选“打卡地”，每
年游客接待量近50万人次。

2012年，中国一拖充分发
挥工业资源优势，积极打造

“东方红工业游”特色旅游品
牌。当年 4 月，以东方红农耕
博物馆和中国一拖主要生产线
为核心的中国一拖东方红工业

游景区开始运营。
近年，该景区持续完善基

础设施，丰富游览线路，如今
已发展为包含东方红农耕博
物馆、亚洲最先进的大功率轮
式拖拉机总装线、中国最大的
拖拉机覆盖件基地、东方红智
创空间等特色游览线路的工
业旅游景区，先后被评为“全
国工业旅游示范点”“国家工
业旅游创新单位”。

该景区还围绕东方红拖
拉机这一“洛阳文化符号”，开
发出东方红拖拉机仿真模型、
东方红拖拉机卡通明信片、东
方红拖拉机文具、东方红拖拉
机装饰品，以及办公系列、生
活系列、旅行系列、服装系列
等文创产品，进一步完善旅游
产业链条。

工业旅游是以工业遗产或现有工业企业的
厂房、生产流程、企业文化等作为主要旅游吸引
物，融观光、考察、体验等于一体的旅游新业
态。放眼全国，工业旅游已进入深层次发展阶
段，不少城市都在大力发展工业旅游新业态、新模
式，推动工业旅游成为旅游产业发展的增长极。

《“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推进旅
游与科技、体育、工业等领域相加相融、协同发
展，鼓励依托工业生产场所、生产工艺和工业遗
产开展工业旅游。

业内人士表示，工业为旅游提供了新资源，

如历史遗存、高科技创新、生产工艺等；旅游则
为工业带来了高附加值，如品牌提升、产品推
广、形象宣传等。发展工业旅游，对实现第二产
业与第三产业跨界融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具
有重要意义。

作为国家“一五”时期重点建设的老工业基
地，洛阳发展工业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记者采访了解到，我市工业旅游虽然起步不晚，
但发展步伐不快，缺乏创新。虽然不少企业有
参与搞工业旅游的意愿，但工业旅游项目中进
行市场化运作的并不多。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牛鹏远 通
讯员 王磊 郑鹏飞）昨日，我市启动2022
年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
场活动（洛阳站）暨“才聚河洛·阳帆启
航”——“百校千岗”高校毕业生就业云聘
活动，向广大用人单位和高校毕业生发出
邀请！

此次活动由市委组织部（市委人才
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市
人力资源和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承办，活
动亮点纷呈：一是持续时间长，自即日起
至 12 月 31 日；二是克服疫情影响，打造
线 上 平 台 ，依 托“ 才 聚 河 洛·阳 帆 启
航”——“百校千岗”高校毕业生就业云
聘活动官网，通过直播交流、空中双选、
视频招聘、政策云宣讲、政校企引才引智
交流会等形式，助力大学生人才和重点
产业、用人单位精准对接；三是系列活动
多，围绕洛阳十大重点产业，结合参会企
业人才需求和高校专业特点，分批次开
展“高端制造、人工智能产业”“能源化工
及光电产业”“农机装备、生物医药产业”

等专场空中双选会，以及离校未就业高
校毕业生云招聘、重点企业进校园双选
会等活动；四是参与高校和企业多，活动
将联动河南省内 100 多所高校，动员万
名大学生参加。活动首日已有130多家
企业报名，发布岗位 9800 多个，涵盖航
空装备、高端轴承、人工智能、新能源电
池、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

目前，活动官网已开放，网站设置云
招引、云政策、云宣传、云指导和“我在洛
阳挺好的”五大板块，为企事业单位和高
校毕业生搭建了交流平台，可以在线了解
洛阳市各项人才和就业创业政策，方便求
职者随时随地“逛”会场。

有意参加活动的用人单位或求职者，
可扫二维码登录
活动官网，注册账
号并完善信息后，
即可发布岗位信
息或查看参会单
位和招聘岗位，线
上投递简历。

我市启动“百校千岗”高校毕业生就业云聘活动

●“才聚河洛·阳帆启航”洛阳
市首届重点产业高校毕业生专场
视频双选会

时间：11月下旬或12月上旬
●“才聚河洛·阳帆启航”洛阳

重点企业进校园线下双选会
时间：11月下旬或12月上旬
●“才聚河洛·阳帆启航”政校

企就业促进座谈会
时间：11月下旬或12月上旬

【主活动】
2022年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洛阳站）暨“才

聚河洛·阳帆启航”——“百校千岗”高校毕业生就业云聘活动
时间：11月10日—12月31日

【风口产业主题专场活动】

●洛阳重点产业专场空中双
选会——高端制造、人工智能产业
专场空中双选会

时间：11月14日—12月14日
●洛阳重点产业专场空中双

选会——能源化工及光电产业专场

空中双选会
时间：11月21日—12月21日
●洛阳重点产业专场空中双

选会——农机装备、生物医药产业
专场空中双选会

时间：11月28日—12月28日

【其他活动】

扫二维码
登录活动官网

9 日，在新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洛阳新
强联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新建的精密配
件项目轴承钢球生产车间里，部分设备开
始试生产。

该公司是一家集大型回转支承和风电
轴承等产品研发、设计、制造、销售于一体
的高新技术企业，其新建的精密配件项目
是洛阳市重点项目，总投资3.2亿元，全部
建成投产后，可年产风电轴承用高精度滚
动体2万吨，将进一步提升该公司关键零
部件自我配套能力，打造风电轴承和海上
工程装备大型回转支承高端一体化产业
链，有效解决产能瓶颈问题，持续提升市场
竞争力。

洛报融媒记者 鲁博 通讯员 高月 江
娟娟 摄

洛阳新强联：

打造高端产业链
提升市场竞争力

工业 游+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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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文化和
旅游部公示了53个国家
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名单，
中国一拖东方红工业游景区
榜上有名。工业旅游作为一
种新兴业态，既是传统工业的
补充发展，也是传统旅游的创
新开发。作为国家“一五”时
期重点建设的老工业基地，
洛阳工业资源丰富，如何让
工业为旅游带来更多新亮
点？如何以旅游提升
工业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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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牛鹏远 通讯员 李帆 郭
红波）日前，省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公布 2022 年第
一批备案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名单，中铝洛阳铜
加工有限公司上榜。截至目前，全市已获批设立国
家级博士后科研平台 37 家，累计招收进站博士后
350 余人。

近年，我市牢固确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持
续优化聚才环境，面向产业发展需求，强力推动博
士后科研工作平台建设，博士后工作得到长足发
展，引才、育才“强磁场”效应成果凸显。截至目前，
全市已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平台 37 家，获得
专利授权 270 项，在国家核心期刊以上刊物发表论
文 500 余篇，出版专著 50 多部，获省部级以上科技
奖项 60 余项，博士后科研工作平台已成为培养和引
进高端人才、年轻高级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重要平
台和载体。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我市将紧抓发展不放松，在推动转型发展高质
量发展上持续建设利用好博士后这一创新“新引擎”，
按下博士后人才培养“快进键”，跑出博士后科研创新

“加速度”，注入博士后项目转化“催化剂”，推动博士后
工作持续为“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极、重振洛阳辉煌”
贡献力量。

我市按下博士后人才培养“快进键”

累计招收进站350余人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陈曦 通讯员 王亦石）近
日，洛报融媒记者从市工信局获悉，结合深入推进“万
人助万企”活动，今年以来，我市聚焦风口不断提升企
业家培训工作效能，系统推进企业家素质提升工程，迄
今已举办系列培训活动10场，参训企业超600家，提
前完成全年任务。

作为我市建设高成长性企业培育梯队的重要内
容，企业家素质提升工程旨在集聚全国优势资源，通
过打造高素质企业家队伍，推动企业加快自我突破、
实现跨越发展。在具体执行中，我市不断深入探索
培训模式、创新培训内容、优化课程设置，坚持“走出
去”和“请进来”、“线下”和“线上”双线嵌合，取得一
定成效。

聚焦重点企业“走出去”。我市目前通过与浙江
大学、中山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合作，已陆续举办多
场针对性培训，包括高成长性企业培育、企业数字化
转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资本管理与运作等专题
培训，有效引导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达成创新
合作。

聚焦重点产业“请进来”。围绕确立的十大产业集
群延链补链强链，我市积极举办“拓视野、抓风口、抢赛
道、转动能”洛阳企业家素能提升暨产业集群发展系列
专题培训活动，进一步明晰重点产业集群发展定位和
目标，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我市将进一步聚
焦优质企业梯度培育，面向产业链“链主”企业、制造业
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优质企业，分主
题、分批次组织开展培训工作，为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夯实人才支撑。

我市企业家素质提升工程
提前完成全年任务

参训企业超600家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陈曦 通讯员 刘飞）近
日，洛报融媒记者从市工信局获悉，我市高成长性提质
倍增试点企业2021年度奖补资金兑付工作启动，奖金
总额近2400万元。

据了解，该批奖补资金按照现行财政体制由市、县
（区）分级承担，预计于明年上半年陆续发放，分为成长
激励和人才激励两种。

根据成长激励政策有关规定，我市对上年度营收
增速超过20%的试点企业，根据其上年度营收增速进
行分档奖励，增长20%（含）—30%、30%（含）—40%、
40%（含）以上的，分别按照其营收年度增量的 3‰、
5‰、8‰予以奖励，每家企业每年最高奖励不超过50
万元。经核算，全市 42 家企业共将获得奖励资金
1870万元。

按照人才激励政策有关规定，我市对通过年
度考核的试点企业，根据上年度营收分档确定奖励
名额，在企业自行确定奖励人员后，市财政将按照
其上年度所缴纳工薪收入个人所得税市级留成部
分的 80%予以奖励，奖励金额低于 1000 元的，不享
受骨干人员贡献奖励项目。其中，营收 5 亿元以下、
5 亿元（含）—10 亿元、10 亿元（含）—50 亿元、50 亿
元（含）以上的企业分别获得 3、5、7、9 个奖励名
额。奖补资金将发放至企业，由企业代付至具体人
员。经核算，全市 44 家企业 239 人共将获得奖励资
金 491.5 万元。

2021年以来，我市从光电元器件、农机装备、航空
装备等风口产业领域共选取148家高成长性提质倍增
试点企业进行重点培育，支持企业通过科技创新、兼并
重组、产业链整合、资本运作等方式提升综合竞争力。
去年148家企业以占不足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
10%的份额集中了整体营收的50%，整体营收同比增
长30.5%。

我市启动高成长性提质倍增试点企业
2021年度奖补资金兑付工作

奖金总额近24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