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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民所需者，莫不全力而为。
——1948年4月9日本报发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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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百强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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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记者 张辛欣 王悦阳）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未来
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25年，我国未来产
业技术创新、产业培育、安全治理等全面发展，部分领域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业规模稳步提升。建设一批未来
产业孵化器和先导区，突破百项前沿关键核心技术，形
成百项标志性产品，初步形成符合我国实际的未来产业
发展模式。

这是记者29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的。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融合不断加
深，我国具备工业体系完整、产业规模庞大、应用场景丰
富等综合优势，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意见
遵循未来产业发展规律，从技术创新、产品突破、企业培

育、场景开拓、产业竞争力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发展目标。
意见明确全面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技术创新和产业

化、打造标志性产品、壮大产业主体、丰富应用场景、优
化产业支撑体系等重点任务，提出重点推进未来制造、
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等
6个重点方向产业发展。同时，面向未来产业重点方向
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和重大科技攻关工程，加快突破
关键核心技术。

意见提出，建设未来产业创新型中小企业孵化基
地，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小巨
人”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结合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等，创建未来产业先导区。

此外，意见还提出，发布前沿技术推广目录，推动先
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我国将建一批未来产业孵化器和先导区

“叔，我来给您搭把手。”28 日一
早，栾川县冷水镇东增河村乡里中心
就热闹了起来，村民们有序排队领取
米面油等年终分红“礼包”。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张伟国一边招呼村
民，一边忙着登记。

“这几年村里发展得不赖。”“村集
体经济好，我们也跟着得实惠。”尽管
天气寒冷，张伟国的额头上却浸出细
密的汗珠，听着村民们的话语，他的眼
神和话语中尽是藏不住的喜悦，“大家
伙儿放心，咱们的产业才刚起步，接下
来会越来越好。”

张伟国介绍，今年村里拿出15万
元用于全村959户3483名村民的年终
分红，而这在几年前连想都不敢想。
东增河村位于栾川县高寒山区，村民
收入主要靠种植玉米、土豆，由于缺乏
产业支撑，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

2021年，洛阳因地制宜提出乡村
振兴“151”工作举措，强力实施“三清
两建”、乡贤返乡创业、乡村运营、集镇
建设、“三变”改革“五大抓手”，引领乡
村振兴全面起势。这一年，张伟国当
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他暗暗
下定决心：政策这么好，一定得带领大
家干出点样子来！

“春水不饮牛，夏水不能游，秋水
不洗衣，冬水冰上走。咱村儿又冷又
偏，能干啥？”“是啊，资源缺乏，年轻人

都外出打工去了。”面对群众的质疑，
张伟国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利用当地
独特的“高海拔气候”，利用天气“冷资
源”发展“热产业”。

“我们这儿气温低，玉米生长周期
长，再加上品种好，熬出来的玉米糁汤就
是好喝，浓香黏稠，城里人都喜欢得很。”
东增河村经营农家宾馆的刘华选说，不

少老顾客一来就点名要喝玉米糁汤。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东增河村的

玉米先由村集体引进优良品种进行试
种，成功后村将种子发给村民，玉米成
熟后村集体再统一回收，对接市场进
行销售。如今，东增河村还建起了玉
米糁加工厂，计划创建自有品牌，更好
进行市场推广。

单一种植带来的经济效益自然有
限，为此东增河村利用闲置土地发展
高山果蔬种植。“夏季是传统蔬菜淡
季，而我们这里的气温正适合蔬菜生
长。我们还探索发展夏季草莓种植、
树莓种植，实现了人无我有、人有我
优。”张伟国，介绍目前，东增河村整个
高山果蔬基地占地 110 亩，种植有蒜
苗、生菜、土豆、青椒、茄瓜等十几个蔬
菜品种。

“哞——哞——哞——”在东增河
村，不时传来一声声浑厚的牛叫声。
村里有两大产业，种植玉米留下的秸
秆怎么处理？种植果蔬需要的有机肥
从哪里来？面对这些问题，2023 年 5
月，东增河村从东北引进 100 多头肉
牛，建起了高山牛场，带动 20 多名村
民就近务工。

玉米种植、果蔬种植、肉牛养殖，
“三板斧”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玉
米秸秆制成青贮饲料用于养牛；牛粪
发酵后制成有机肥回田；有机肥又壮
了玉米和果蔬。2023年，东增河村村
集体收入 30 多万元，除去分红，剩余
资金将继续用于产业发展。

“主动作为，劣势能成为优势，包
袱能成为财富。”张伟国说，“巧用‘冷
资源’，引得产业活水来。”

洛报融媒记者 郭飞飞 通讯员
李晓博 文/图

种植玉米、果蔬，养殖肉牛，栾川县东增河村多管齐下发展经济

变“冷资源”为“热产业”

本报郑州讯（洛报融媒记者 白云
飞）昨日上午，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
洛阳代表团举行分组会议，继续审议
政府工作报告；审查计划、预算报告；
审议《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

（修订草案）》《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修改〈河南省地方立法条例〉的决
定（草案）》。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江凌，省十三届
人 大 常 委 会 副 主 任 乔 新 江 等 参 加
审议。

会上，来自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
代表认真审议、踊跃发言，并围绕关注
话题进行面对面讨论，现场气氛热烈
活跃。大家一致认为，政府工作报告

总结成绩实事求是、客观全面，部署工
作目标清晰、科学务实，突出创新驱动
高质量发展，契合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期盼，句句提振发展信心，处处彰显为
民情怀，是一个高举旗帜、求真务实、
催人奋进的好报告。计划报告、预算
报告与政府工作报告有机衔接、一脉
相承，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
性。省委省政府对洛阳发展深情关
怀、给予厚望。下一步，将切实强化责
任感使命感紧迫感，锚定目标、坚定信

心，立足本职、狠抓落实，在产业发展、
城市提质、文旅融合、乡村振兴、民生
改善、防范风险等方面持续发力，努力
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南实
践作出更大贡献。

在审议中，代表们还结合工作和
履职实际，建议加大对民营经济的支
持力度，优化营商环境，降低要素成
本，加强金融支持，帮助企业解困增
效、做大做强；建议围绕优势产业链培
育，完善“专精特新”和高成长性企业

扶持政策体系，提高产业链稳定性和
地方配套率；建议从省级层面支持洛
阳“五大都城遗址博物馆群”建设，更
加坚定文化自信，更好彰显河南形象，
充分释放消费潜力；建议深化基础教
育综合改革，完善中考改革模式，有序
扩大优质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建议完善基本医疗保
险制度，促进医疗资源向农村下沉，让
群众看得起病、看得好病，不断提升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部分省直单位负责同志作为洛阳
代表团代表或列席代表参加审议。洛阳
市领导徐衣显、李保国、祁建峰、安颖芳、
雷雪芹、徐哲等参加会议。

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计划、预算报告，审议两项法规草案
江凌、乔新江等参加审议

洛阳代表团举行分组会议

近日，在中国石化洛阳石化公司（简称
洛阳石化），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装置巡查和
产品生产。

新年伊始，洛阳石化狠抓安全生产，通
过优化数字智能化平台运行，紧贴市场，积极
开发新产品，产销联动，加大苯、甲苯、混苯、
成品油、聚丙烯等高价值产品的出厂力度，全
力创造最大经济效益，力争新年“开门红”。
洛报融媒记者 董格非 通讯员 王东亮 摄

洛阳石化：

研发新品增效益

力争新年

不断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 奋力开创现代化洛阳建设新局面

养殖肉牛，壮大集体经济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李亚伟）近日，
由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牵头申报的“标准化果园智能化
生产技术装备创制与应用”项目，入选2023年度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是全省农机装备领域此次唯一获得国家立项批复的
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是我国最高级别的研发项目，重点资
助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公益性研究，以及事关产业核心
竞争力、整体自主创新能力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前
瞻性重大科学问题、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发等。

该项目由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联合河南科技
大学、中国农机院等国内农机装备领域优势单位共同推进。
项目聚焦我国果园生产管理人力成本高、资源利用率低、农机
农艺匹配差等问题，突破信息地空协同感知、作业智能决策、
装备自主导航与精准作业、智能云管控等技术，集成创制一批
涵盖变量施肥、定位除草、自适应喷药、果树修型、辅助授粉、
采收分级一体化等果园关键生产环节的智能作业装备，提升
果园生产农机装备智能化水平，减少能源消耗和人工劳动力
成本投入。

项目的实施，将突破部分高端智慧农业装备关键技术受
制于人的“卡脖子”问题，有力促进果园生产方式转变、农机装
备企业转型升级、农机作业服务提质增效，引领我国智慧农业
装备创新发展，提升我国果业国际竞争力。

中国一拖牵头申报的“标准化果园智能化生产技术
装备创制与应用”项目入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洛阳创新”
助力中国果业装备升级

开门红
“龙年春节就回盛唐过个年”“我想去洛阳穿汉服逛

天街”……连日来，伴随着一系列剧透式预热，我市今年
春节将举办的“穿越盛唐洛阳年”各项活动陆续揭开面
纱，引发广泛关注。

年是归途，是团圆，是心头最甜的味道，堆积着每个
中国人内心最深沉的情感。一样的春节，不一样的年
味。今年春节，我市共举办201项节庆文旅活动，主打一
个“穿越”，意在寻找人们记忆深处的盛唐年味。这年味
是“宫里过大年”，“开城”再现大唐盛景，“上朝”同庆新
春之喜，“观灯”共赏火树银花；是“天街奇幻夜”迎新
春，体验万邦朝拜游街，陪伴“武皇”御驾巡游，见证“李
白”“杜甫”首次在洛阳相遇；是月映花灯歌舞升平，“诗
仙李白”化身DJ打碟，千人穿汉服、蹦唐迪，来一场春节
狂欢盛宴……一日千年、梦回神都，大家想要的国风唐
韵，洛阳有；想要的正宗年味，洛阳也有。

洛阳年，“唐”味足。穿越盛唐的背后，是与千年历史
的对话，是对岁月静好的向往。近两年，我市打好“盛世
隋唐”牌，发展新文旅，从《风起洛阳》等引领全网打卡热，
到“神都奇幻志”全城剧本杀掀起穿越风，从《寻迹洛神
赋》等沉浸式演艺爆火出圈，到“汉服热”席卷大街小巷，

“盛唐”已然成为洛阳文旅的引流利器，成为赋予游客沉
浸式体验的最佳 IP。“盛唐”是洛阳的别称，洛阳是“盛
唐”的代表。如果你不
想过一个平淡的年，那
就“穿越”回盛唐，过一
个甘甜的洛阳年！

洛 平

有“唐”味的洛阳年，更甜！

牵住项目“牛鼻子”
跑出发展“加速度”

体验民俗文化 感受浓浓年味
春节期间，我市将举办
“非遗民俗·多彩洛阳”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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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 2024 河 南 两 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