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2月12日 星期二 编辑：陈旭照 校对：郭晓辉 组版：刘涛
洛阳·县区04

洛阳·综合

日前，2023 年河南省铸锻工业协会
艺术铸造专业委员会年会暨青铜产业高
质量发展论坛在伊川县举行。

洛阳市政协副主席、伊川县委书记仝
宇鹏参加活动。河南省铸锻工业协会名
誉会长、郑州大学教授王上均，河南省铸
锻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胡艳美，河南
省铸锻工业协会副会长董国强，洛阳市工
艺美术行业协会会长高水旺等专家学者
参加论坛。

本次活动由河南省铸锻工业协会、河
南省铸锻工业协会艺术铸造专业委员会、
中共伊川县委、伊川县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洛阳广发青铜器仿古工艺开发有限公
司承办，旨在加快青铜文化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促进青铜产业文化交流，展现伊川
县的青铜文化特色。

仝宇鹏代表伊川县委、县政府向各
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近年，伊川县
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建强副
中心，形成增长极，重振洛阳辉煌”目
标，锚定“11345”总体工作思路，加快推
进铝加工、新型耐材、铸造等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目前，全县共有各类铸造企
业 26 家，年产能 35 万吨，年产值 20 亿

元左右，葛寨镇、白元镇仿古青铜器成
为伊川县工艺铸造的代表，其中葛寨镇

烟涧村的“烟云涧青铜器制作技艺”在
2011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列入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该村也被誉为“仿古青铜器
第一村”。截至目前，伊川县共有青铜器
制作企业百余家、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3
人、青铜器制作从业人员 3000 多人，制
作的青铜器涵盖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
的文物复仿制品，先后多次在全国、省、
市工艺品大赛中获得大奖，受到国内外
文物专家、学者等普遍认可赞誉。仝宇
鹏希望河南省铸锻工业协会及其艺术铸
造专业委员会，能够继续对伊川的发展
给予大力支持，为伊川青铜产业“走出
去”提供桥梁纽带，促进各方携手共进、
合作共赢。

论坛上，河南省铸锻工业协会副会
长、艺术铸造专委会会长朱剑甫宣读突出
贡献奖、先进工作者奖、行业大工匠奖、第
三届中原艺术铸品奖获得者名单，伊川县
葛寨镇举行了青铜产业园推介会。论坛
结束后，与会人员还到洛阳广发仿古青铜
器有限公司、伊川青铜产业园参观。

田津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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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青铜产业“走出去”提供桥梁纽带

连日来，在伊川县高山镇丹参特色种
植基地，收割机穿梭在田间地头，红彤彤的
丹参破土而出，工人们将丹参分拣、装车，
一片繁忙的丰收景象。

丰收时节，需要大量的工人采挖，以
便尽快将丹参运往全国各地，周边不少村
民都来基地打零工。“我们的地租给了种
植大户，大家在家门口干活，不用出远门，
既挣了钱，还不耽误照顾家里。”看着长势
喜人的丹参，高山村村民任姣伟笑得合不
拢嘴。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丹参易种
植，药用价值高，市场前景广阔。高山镇依
托富硒优质土地发展中药材种植，积极对
接洛阳多优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采取公司

化运营模式，实现农业连片规模化种植。
洛阳多优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牛伟国
介绍，今年公司种了 1500 亩丹参，1 亩地
产量在3500斤至3800斤，就近雇了三四
百个工人，每人每天80元务工费。今年公
司在高东村又新征了1100亩地，希望带动
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近年，在伊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高山镇按照“一镇一品”发展思路，将丹
参种植产业作为农业特色产业进行打造，
不断健全中药材产业发展体系，进一步完
善基础设施，全面构建农业产业多元化发
展格局，为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和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姜丹丹 卢扬扬 文/图

高山镇：丹参获丰收 映红致富路

日前，在伊川县电商产业园内的瀚晖智能科技
（洛阳）有限公司，200多名数据标注师正在紧张地
忙碌着。

数据标注行业是人工智能产业链的一个关键前
端，是发展人工智能不可替代的基础环节。数据标
注师为图片、音频等内容做标记、打标签，把大量非
结构性数据加工成机器可以识别的数据，标注好的
数据会被人工智能公司用来训练算法模型，然后运
用到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自动驾驶等不同领域。

为了抢抓大数据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风口，伊川
县商务局不等不靠、主动作为，2023年上半年招引
瀚晖科技将总部从郑州迁到伊川。借助伊川县电商
产业园提供的良好营商环境，以及区域人力成本优
势，目前瀚晖科技发展态势迅猛，在新安县、汝阳县、
嵩县、宜阳县、伊滨区成立五个分公司，全部工作人
员700余人。该企业先后服务过众多科技公司，业务
项目涵盖自动驾驶、教育领域语音ASR转写、图片
OCR、NLP韵律标注、场景语义分割、道路信息采集、
语音采集等，截至11月底营业收入3000余万元。

下一步，伊川电商产业园将抢抓大数据产业发
展机遇，加快培育壮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更好地服务市场主体。同时，加大对大数据上
下游产业的招商力度，延长大数据产业链，加快大数
据产业集聚发展，打造大数据产业发展新格局。

（申得晟）

加快发展大数据产业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日，“伊川县鸣皋区域培训中心发证仪式暨专
场招聘会”举行，仪式上，结业人员获颁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

“你们提供的岗位主要是做什么的？”“每个月工
资多少？”天气虽然寒冷，但丝毫没有阻挡住求职者
的热情。招聘现场人气爆棚，共有 8 家企业参加，
提供岗位 500 余个，涉及普工、操作工、销售、主播
等工种，前来求职的群众纷纷驻足仔细阅读招工
简章，与招聘人员进行面对面交流，介绍自身情
况，表达就业意向。

据悉，伊川县鸣皋镇乡村振兴示范区农民技能
培训中心位于鸣皋镇鸣皋村党群服务中心，于2023
年9月建成投用，开设有电工、叉车、中式烹饪、西式
面点、保健按摩、养老护理、保育员、美容美妆等热门
培训门类，可同时容纳200余人，截至目前，已开展
技能培训12期，培训人员610人次。（范聪聪）

全力帮助群众
好就业就好业

“参会企业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
优质岗位，我找到了一个满意的！”前不
久，在河南省 2023 年金秋招聘月活动
暨退役军人秋季专项招聘行动（洛阳
站）中，1700 余名求职者初步达成就业
意向。

据悉，为提高此次招聘会成效，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提前开展求职意向调
查摸底，针对今年返乡退役军人的学
历、年龄、技能及特长等，为退役军人

“量身定制”工作岗位。另外，招聘会现
场还设置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咨询专
区，详细解读与退役军人相关的金融惠
军、就业扶持、税收减免等政策。

近年，我市积极搭建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平台，举办“线下应聘招聘＋线上
直播带岗”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搭建
退役军人就业服务信息平台，开通退役
军人就业直通车，推动退役军人体面就
业、稳定就业。此外，我市还积极创建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区和实训基地，成

立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导师团队，组建全
市退役军人企业库、退役军人人才库，
进一步提升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质效。

今年7月31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在洛阳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建立实
训基地。根据双方协议，洛阳交通运输
集团有限公司充分运用集团优质资源，
着力打造集“技能培训、就业服务、创业
引导”于一体的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综合
性服务基地，为退役军人提供咨询、辅
导、培训、策划等就业创业服务，实现

“就业+创业+培训”互联互通、良性循
环。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通过退役军人
就业创业服务平台，优先为洛阳交运集

团推荐优秀退役军人，提供招聘宣传服
务，同时安排洛阳交运集团优先参与线下
退役军人专场社会招聘会等专项活动。

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是帮助退
役军人发展事业，充分发挥退役军人优
势作用的有效途径，也是双拥工作的一
项重要内容。

近年，我市持续加大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服务力度，建立健全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联动机制，制定出台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优待政策，持续加大退役军人创业
融资、返乡下乡创业、科创扶持等支持
力度，助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探索实
施“教培先行、岗位跟进”“权威推荐、自

主选择”等就业模式。
同时，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不断完善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扶持体系，全面落实
退役军人教育培训政策，加强退役大学
生士兵复学服务，推动延续高职扩招优
惠政策，改善退役军人知识结构，成立
30多家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孵化、实训）
基地，逐步构建适应性培训、职业技能
培训、学历教育、终身职业教育四位一
体教育培训体系，营造了政府政策扶
持、企业平台支持、退役军人踊跃参与
的就业创业氛围，促进了更多退役军人
就业创业。

今年以来，我市创新实施定单式、
定制式、定岗式为企业“上门送岗”的模
式，紧盯企业用工需求，组织专场招聘会
80余场，提供就业岗位4万余个，成功推
荐就业4000余人，在全社会营造了尊崇
军人职业、尊重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

洛报融媒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时
义杰

我市建立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联动机制

让退役军人体面就业稳定就业

“家人们，又和大家见面啦，今天带来的是清廉家风直
播。”7 日，在涧西区武汉路街道武汉路社区的“荟邻直播
间”，“草根主播”杨影、王亚玲展示了辖区居民的优秀家
书。短短30分钟的直播，吸引了百余位网友观看。

“之所以叫‘草根主播’，是因为主播来自社区，是普通
居民。”活动现场，武汉路社区党委书记张静带着其他“草根
主播”边观看边学习。

李萍是社区“草根主播”的一员，今年53岁。作为党员
志愿者、社区“草根能人”，她退休后主动到社区做起了义
工。“做义工既帮助他人，又充实了自己。”她说，今年年初，
她还玩起了直播，通过直播教辖区居民做灯笼、蒸花馍。

“为了做好首次直播，我一晚上没睡好。上场时，两条
腿还在发抖。”李萍说，做“主播”之前，她是一名退休工人，
生活就是围绕孩子们转，用她自己的话说，“眼里都没有光
了”。一次直播，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那段时间，她有空
就上网看各类直播，学习网络语言，学习如何调动直播气
氛。“我以前都不敢对着镜头说话，更别提当主播了。”没想
到，短短几个月时间，她越来越得心应手。

“发起‘草根主播’招募时，没想到有 50 多人报名，从
25岁到65岁各年龄段的都有。”张静说，除了清廉家风直
播，“草根主播”还联合相关部门及社会组织，在共享直播间
建立起沟通、服务渠道，居民对社区治理的疑问可以“面对
面”向主播咨询，并得到及时回应。不仅如此，社区共享直
播间还邀请企业、商户、“三自”组织带货，让居民享受到数
字化平台带来的便利，实现互惠共赢。

直播上线两年来，社区居民纷纷化身“主播”。目前该
社区已培养“草根主播”35名。

“播什么，由谁来播，怎么播，直播要选好赛道。”张静
说，直播看起来很美，实际操作起来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
战。下一步，武汉路社区党委将吸纳更多社区“草根能人”
参与进来，依托“邻里党建”，实施“安邻”“睦邻”“惠邻”等项
目，打造“平安法治你我护”“主播探店”“身边好人评选”等
特色板块，带动更多党员参与“五星”支部创建，不断提升居
民获得感和幸福感。

洛报融媒记者 贾臻 通讯员 彭梦蝶 蒋莎曼 文/图

培养“草根主播”
更好服务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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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

近日，在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工作人员对大田
牡丹进行养护。

时下是牡丹冬季养护的关键时期，我市各公
园、牡丹观赏园等工作人员精心对牡丹进行修剪、
松土、施肥、浇水、病虫害防治，让牡丹安稳过冬，
来年花开更艳。

洛报融媒记者 张光辉 通讯员 安瑞云 侯萌
萌 摄

精心养护
让牡丹安稳过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