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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定位：聚焦先进装备制造、生产性
服务业等产业开展产业链招商，同时通过会
聚高端创新人才、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探索体制机制创新，全力打造国家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国家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洛阳
市“设计之都”等重要支撑平台。

▲园区概况：产业社区位于涧西区中州西
路与重庆路交叉口东北侧，总占地面积13.52亩，

商业配套一应俱全；包括1.6万平方米商业配套、
2.04万平方米精装写字楼、2.21万平方米人才公
寓。社区紧临中信重工、中国一拖、河柴重工、洛
阳轴承等大型央企生产区，交通便利、人口密集。

涧西区国宏科创产业社区国宏科创产业社区

▲产业定位：聚焦高端装备制造和新
材料产业开展产业链招商，以“为中小微实
体企业发展服务”为宗旨，企业进驻过程中
派专人协助企业办理立项、工商、税务、环
评、安评等手续及后期不动产权证，并为入

园企业提供资金、技术、人才、商务、基础服
务等全方位支持。

▲园区概况：产业园位于新安经济技术
开发区，总占地面积1110亩，经过多年发展，
已建成建筑面积17.3万平方米，集生产型服务

平台、工程实验室、国际贸易中心、科技研发服
务中心及员工公寓、酒店、餐厅、小吃城等相关
配套设施于一体的实体工业社区，并建成国家
钨钼钛新材料产业基地、国家级装备制造产业
孵化器、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涧西区国宏科创产业社区东大科技产业园

▲产业定位：聚焦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
保、新能源新材料、动力电池及储能产业开展产
业链招商，同时谋划打造可为洛阳市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人才输出的产教融合示范基地等。

▲园区概况：产业园位于洛阳—巩义—
郑州产业发展带，距离宁德时代投建的洛阳中
州时代新能源生产基地项目仅25分钟车程；
总规划占地面积5523亩，目前已建成建筑面

积6.7万平方米的综合服务中心、8栋建筑面积
5万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3栋建筑面积2.2万
平方米的定制化厂房及住宅区域。园区生产
要素齐备、熟练工人充足、产业配套成熟。

涧西区国宏科创产业社区中原绿色智造产业园

▲产业定位：聚焦新能源、智能装备
制造两大主导产业，动力/储能电池、成
套装备制造、光电元器件三大细分领域
开展产业链招商，同时以中试成果转化
为主要功能，以科技产业为核心，打造
集科研办公、创新设计、成果转化、投资
孵化、科技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科技产

业社区。
▲园区概况：产业园区位于伊滨科技

产业新城核心区，总占地583亩，规划建筑
面积37万平方米。其中，已完成开发建设
面积 403 亩，建成投用面积 16 万平方米，
包括 8 栋总建筑面积 12 万平方米的单层
工业重装厂房及总建筑面积 3.7 万平方米

的配套专家公寓、宿舍餐厅、活动中心、办
公大楼、报告厅等多功能设施。园内另有
180亩工业用地，按照市委、市政府有关要
求，高标准打造国宏智能装备科技产业社
区，一期总建筑面积 8.6 万平方米，包含 6
栋 3 层智能制造厂房和 1 栋办公楼，现已
建设完毕。

国宏先进制造产业园暨国宏智能装备科技产业社区

国宏科创产业社区

洛阳国宏园区发展有限公司：

坚定信心 推进六大产业园区高质量建设
开拓奋进 助力洛阳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洛阳国宏园区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园区公司）成立于

2018年11月，注册资本8.6亿

元，系洛阳市面向工业领域的

综合类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

司——洛阳国宏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宏集

团）所属全资子公司。

作为国宏集团产业服务板

块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成立以

来，园区公司按照“建设载体，聚

集资源，发展产业”的发展思路，

聚焦“产业园区综合体开发运

营、专业化创新集成服务、高新

技术企业投资孵化”三大业务方

向，坚定围绕洛阳市五大产业集

群、17条优势产业链条及“四新

一装备”等风口产业开展延链强

链补链招商，通过“以投带引”积

极发掘招商资源信息、持续健全

完善市场化招商激励机制、深度

对接政府和基金机构等，产业招

商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成效进一步显现。

截至目前，园区公司已投

资、建设、运营6个产业园区，分

别为国宏先进制造产业园暨国

宏智能装备科技产业社区、中

原绿色智造产业园、国宏科创

产业社区、东大科技产业园

等。当前可租赁、销售的现代

化工业厂房、科研楼宇总建筑

面积已超 50万平方米，力争

“十四五”末，服务入园企业不

低于300家，运营面积超100

万平方米。

东大科技产业园

中原绿色智造产业园

建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客商俱
欢颜！

2024年，园区公司将以助力洛阳现代
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
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抓
紧干、努力干，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

势变化的不确定性。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
稳工作基调，依托全市优势产业链基础，聚
焦“科技创新”，通过“以投带引”，招引产业
链“大个子企业”、产业链“专精特新中小项
目”，进一步优化各产业园区产业结构，以解
决阶段性重点问题为着力点，不断细化工作

抓手，持续完善推进机制，着力强化具体指
导。坚持以强烈的进取精神抓落实，以务实
的工作抓手抓落实，以科学的工作方法抓落
实，以过硬的工作作风抓落实，推动各项工
作再上新台阶，为洛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贡献园区公司力量！ 王栋栋 赵晨宇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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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邀与您合作，共赢未来。

国宏先进制造产业园暨国宏智能装备
科技产业社区

因项目工程建设工期延误，正商伊河宽境(伊川县)
项目一期 28号、29号、31号、35号、36号、39号楼房屋交
付时间调整至 2024 年3月30 日，具体交付时间以我公
司邮寄的《入伙通知书》、正式公告为准。

电话：0379-69561111
特此公告

伊川县正商置业有限公司

交房时间调整公告

昨日，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12315指挥中心获悉，截
至昨日15时，全市12315三级执法网络元旦假期共受理
消费者诉求2088起，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5万余元。

具体来说，全市12315三级执法网络受理咨询1426
起，已全部当场解答办结；受理投诉、举报662起，已全部
及时分流转至辖区市场监管部门办理。元旦假期，我市
未发生食品安全、特种设备等安全事故，整体市场平稳
有序。 （李岚 李二帅）

元旦假期，我市——

市场平稳有序

2023年12月31日，洛阳青年音乐大会在洛阳熙市奥
特莱斯购物公园举行，广大青年共享一场潮流音乐盛宴。

音乐大会从当天15:30持续至20:30，设置多个表演
舞台与洛阳特色品牌市集，洛阳本地知名青年音乐人展示
了流行、摇滚、民谣、电子等不同类型音乐风格的精彩表演。

洛阳青年音乐大会由共青团洛阳市委、洛阳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洛龙区政府指导，洛阳市青年联合会主
办，通过提供展示平台，促进青年群体交流与合作，进一
步增强文化凝聚力，培养更多优秀青年音乐人才，共同推
动洛阳本地音乐文化发展，助力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

（李雅君 耿若源）

青年音乐大会成功举行

记者从洛阳轨道交通集团了解到，2023年12月31日
晚，洛阳地铁延长运营时间2小时45分钟，加开备用列车
48列次，为市民出行提供了坚实保障，也让当日的线网客
流量达到51.46万人次，客流强度达到每公里1.21万人
次，创洛阳地铁线网客流量最高纪录。

2023年12月31日，洛阳地铁沿线多个景区、商圈举
办大型活动。当天的第一次客流峰值出现在 17：00 至
22：00。这期间1号线平均进站客流达每小时2.26万人
次，2号线平均进站客流达每小时1.31万人次。第二次
客流峰值出现在23:00至24:00。

据统计，当天17：00至24：00，应天门站平均出站客
流达每小时4122人次。全日最高小时出站客流也出现
在应天门站，为18：00至19：00的6971人次。

（蒋颖颖 王鹏鹏 闵雪）

地铁客流量再创新高

元旦假期，书香河南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洛阳分会场活动吸
引众多市民参与。近年来，我市着力在完善公共阅读设施、创新
阅读服务方式、广泛开展阅读活动上下功夫，全市“15分钟阅读
圈”基本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社会氛围日益浓厚。

洛报融媒记者 张光辉 通讯员 张炜 摄

《洛阳市洛阳牡丹保护与发展条
例》（简称《条例》）自昨日起施行。洛阳
牡丹新品种研发培育情况如何？我市
在落实花都、花城建设工作方面有何规
划？如何进一步做大做强鲜切花和盆
花产业？针对洛阳牡丹保护与发展的
重点问题，市人大常委会及有关单位负
责人给出了详细解答，并对《条例》三大
亮点给予解读。

亮点一
保护种质资源 守护国色天香

“《条例》共分七章四十八条，重点
对洛阳牡丹种植与观赏园建设、产品开
发与交易、文化与传承、保障措施等内
容进行规定。”市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
人介绍，洛阳是牡丹的原产地、发祥地
和重要传播地，牡丹作为洛阳的重要名
片，在产业发展、城市提质、乡村振兴等
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介绍，《条例》详细规定了牡丹种
植用地、种植产业发展、观赏园建设与
提升、民间种植和异地建园等内容，以
及深加工产业发展、平台建设及龙头企
业培育、产业链条延伸、科技研发和交
易流通等内容。

比如说，牡丹新品种培育是一项长

周期的系统工程。近年来，我市将牡丹
自主培育和引种培育作为重要任务，每
年育种杂交组合 200 余组，2018 年至
今我市自主培育牡丹新品种69个。目
前，我市共有 2 个牡丹种质资源库，已
收集牡丹品种 1414 个，成为牡丹种质
资源最为富集的城市，有效提升了洛阳
牡丹的核心竞争力。

此次《条例》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将
牡丹保护与发展体系化、科学化，不仅
列出了“打造牡丹花都，建设北国花城”
等关键词，还把公众最为关心的“支持
建设牡丹文化博物馆”“建立濒危品种、
珍稀品种、特色植株、野生植株及四十
年以上株龄牡丹等档案”等问题列举、
梳理出来并积极予以解决，做到了民有
所呼，我有所应。

此外，《条例》还对牡丹文创产品开
发和沉浸式体验场景打造进行明确规
定，明确将加强洛阳牡丹地理标志保
护、人才队伍建设、资金支持。

亮点二
打造牡丹花都 建设北国花城

牡丹是洛阳的特色文旅名片，市第
十二次党代会提出要打好“国花牡丹”
牌。市委召开专题会议提出要“打造牡

丹花都，建设北国花城”。
《条例》明确提出，下一步，我市将

以城市主、次干道和进出通道为重点，
以绿地和绿带为纽带，突出沉浸式、特
色化、冲击力，合理布局花路、花墙、花
境、花廊、花海、花市六大元素，全面实
施北国花城建设六大专项行动，广泛开
展花卉“六进”活动，营造“处处有花、
月月见花、城在花中、人在画中”的独特
景观。

根据《条例》规划，2023 年年底前
为示范先行阶段，我市全方位、多层次
开展花路、花墙、花境、花廊、花海、花市
建设。2024 年年底前为全面建设阶
段，我市将开展花卉进机关、进社区、进
学校、进企业、进公共服务场所行动，市
级及各县区花园机关单位覆盖率达
80%。2025年年底前为完善提升阶段，
开展花卉进家庭行动，全面建成花园家
庭，形成“人人爱花、处处有花、满城皆
花”的社会氛围。

亮点三
做好牡丹产品 拉长产业链条

牡丹盆花和鲜切花，作为观赏牡丹
的两个类型产品，近年来受到市场的追
捧，成为牡丹种植业新的“风口”。

《条例》围绕牡丹一二三产发展，对
产业发展重点、市场导向、平台打造、龙
头企业培育、交易流通、文旅文创发展
等作出规定，为牡丹产业发展的全链
条、全环节提供制度保障。

《条例》提出，我市将强化市场导
向，深挖消费潜力，以大市场来推动洛
阳牡丹产业做大做强。其中，我市将推
进节日、家庭、展览、会议、婚庆等场景
应用，探索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消费
渠道。此外，我市还将强化立足优势，
推动差异化发展，重点推动洛阳牡丹反
季节生产和设施化种植，提高单亩产
值；推动高山牡丹生产，拉长生产供应
周期；瞄准牡丹盆花和鲜切花主销区，
办展、建仓、设基地，推动域外输出型发
展，提高产品品牌附加值。

“牡丹不仅是一朵美丽的花、一个
花卉品种，更是一个产业生态链。”市人
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深入挖掘文
化内涵，拉长产业链条，推动牡丹从品
种保护、研发、旅游观赏到精深加工、花
卉及产品交易、文化创意等产业形态跨
越，洛阳牡丹必将在法规护航下绚丽绽
放、香飘万里。

洛报融媒记者 李雅君 见习记者
赵晨熹 通讯员 张艳艳 张玲

《洛阳市洛阳牡丹保护与发展条例》昨起施行

以“法”护花，擦亮城市“金名片”

阅读 新年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