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夯基垒台聚动能 锻造创新主引擎
打造高端创新平台

加速集聚创新资源

科技创新，平台为基。
如今的伊滨区，正迎着科技创新的春风，

争分夺秒打造一个个高端创新平台，形成一
个个集聚创新资源的“强磁场”，凝聚突破关
键核心技术、实现创新能力跨越的“向心力”！

聚焦伊滨，这里有备受瞩目、强力崛起的
龙门实验室——

2022 年，在市委市政府支持下，聚焦金
属材料、化工材料和智能农机装备等主攻方
向的龙门实验室落户伊滨区。伊滨区迅速成
立指挥部，按照前瞻规划、分期建设原则，谋
划实施龙门实验室总部基地及配套设施建设
项目10个，与龙门实验室建立常态化对接机
制，按照实验室标准要求先期完成龙门实验
室研发大楼装修改造，高标准对配套设施进
行完善提升，实现2023年6月龙门实验室总
部成功进驻，引进科研团队15个，其中战略
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共有 23 位院士参
与，承担国家及省部级项目13个，获省部级
奖项9个。近期，龙门实验室围绕洛阳产业
需求实施的首批项目陆续产出科研成果，取
得首年出成果的喜人成绩。

同时，按照“管委会+产业研究院+运营
企业”的形式优化调整龙门实验室组织架构，
通过市场化运营方式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让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匹配，努力实现基
础研究—技术攻关—技术应用—成果产业化
的有机衔接、闭环推进，加快推动科技创新成
果有效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放眼伊滨，这里有站位高端、广聚企业的
伊滨智慧岛——

伊滨区深入学习中原龙子湖智慧岛建
设经验，规划建设 1.99 平方公里的伊滨智
慧岛，科学编制智慧岛发展规划，以龙门实
验室为引领，先行布局产业研究院、中试基
地、孵化器、头部企业及中国（洛阳）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等机构，着力打造创新市场、技
术市场、资本市场、人力市场等高效衔接的
创新生态圈。

伴随着龙门实验室、洛阳光电产业园、
均和云谷·洛阳信息科技港、中科信息产业

园、人力资源产业园、创新大厦等迅速落地，
伊滨智慧岛已集聚了一批技术先进、积淀深
厚、前景广阔的装备制造、工业智能规模型
企业，并吸引了一大批产业链上下游中小创
新型企业，推动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初具
规模，双创会客厅、青年城酒店等配套设施
也日益完善。2023 年，伊滨智慧岛成功入
选全省第二批智慧岛建设名单。

纵览伊滨，这里有更多创新平台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

在伊滨区紧盯主导产业建立创新平台培
育库等一系列举措联合发力下，2023年，伊
滨区新增各类创新平台46个，创新平台总量
达到 204 个，是 2021 年的 2 倍，跑出了发展

“加速度”。就在近期，河南省政府批复新设
立7个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洛阳伊滨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名列其中，为伊滨区集
聚创新要素、增强创新能力再添重要支撑。

用好孵化载体平台
激发科创企业活力

创新主体的数量、质量、发展状况，直接
决定着创新发展的前途命运。

作为伊滨智慧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科信
息产业园孵化平台在伊滨区持续推动建设下，
成为越来越多科技企业“安家落户”的“第一选
择”：科技研发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器、学术交流
中心、培训路演中心、健身房、职工餐厅等配套
服务设施一应俱全；由国有企业负责招商运
营，紧紧围绕科技企业孵化器业态定位，出台

租金补贴优惠政策，对产业园实施微改造，引
入人力、资本等第三方服务机构，持续完善创
新创业服务体系，提供全链条孵化服务……

中科信息产业园一期已于2023年9月建
成投用，吸引中科院计算所洛阳分所、清研创
新产业研究院、中科院智能农业机械装备工程
实验室洛阳分中心、河南省电子商务大数据处
理和分析重点实验室等37家研发机构和企业
进驻。2024年，中科信息产业园将结合智慧岛
建设标准和科技产业社区建设标准继续完善
各项服务，计划2024年年底前新增进驻企业
35家，进驻率达到100%。

除了推动以中科信息产业园为代表的科
创企业孵化平台提升建设和运营水平，伊滨
区还以全链条、全方位、高品质的各类服务推
动更多企业“脱颖而出”“快马加鞭”。

加强不同企业梯次培育——
伊滨区深入实施“微成长、小升高、高变

强”梯次培育计划，围绕研发投入、科技成果
等核心指标精心筛选潜力中小企业，精准服
务“普转科”；周密排查，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培
育库，指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提升创新能
力；出台高企培育及招引奖励政策，鼓励企业
联盟、协会、产业园、科技服务机构和个人积
极行动，招引与主导产业领域相匹配的域外
优质高新技术企业。

截至目前，伊滨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80
家，与 2021 年相比增长 3 倍；国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备案 270 家，与 2021 年相比实现翻
番；2家企业成功获批河南省“瞪羚”企业，实
现“瞪羚”企业“零突破”。

加大科研成果转化力度——
伊滨区鼓励企业积极承接科研院所和

高校的科研成果，同时发挥技术转移示范机
构的引领作用，加快推动科技成果就地就近
转化。

截至目前，伊滨区共有省级技术转移示
范机构4家，2023年全年技术合同成交额达
到7.59亿元，与2021 年相比增长2倍；累计
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24亿元，受到省科技厅
通报表扬。

加快产业社区服务提质——
伊滨区鼓励已建成产业园区按照科技产

业社区标准进行改造提升、新建产业园区按
照科技产业社区标准进行建设；明确园区运
营要求，引导每个园区组建或引入专业化运
营公司，健全金融服务体系、生产生活公共服
务体系，建设实训基地等人才孵育平台；成立
科技产业社区领导小组，明确分包责任单位，
负责建设、进驻、运营监管、运营考核等工作，
将考核结果作为产业园区享受各级奖励政策
的重要参考依据，引导产业园区优化运营服
务，更好集聚优质企业，推动企业做大做强。

一系列优质服务，吸引120余家企业进驻
中德、联东U谷、均和云谷等科技产业社区，国
宏智能装备科技产业社区已迈入高水平运营
发展阶段，项目孵化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显著增强。

根据伊滨区相关计划，今年该区将开工建
设奇光新能源、福通洛阳青创、智汇港、万茗堂等
科技产业社区，着力培育、进驻一批“专精特新”
企业，争创全市科技产业社区建设示范样板。

不断优化创新生态
激荡创新创造浪潮

实现各类创新主体协同互动和创新要素顺
畅流动、高效配置，让创新主体的活力竞相迸发、
创新源泉充分涌流，是伊滨区擦亮创新底色、加
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实现的重要目标。

围绕这一重要目标，伊滨区各类支持政
策一贯到底，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
才链深度融合，让创新生态“生机盎然”。

多维度开展政策支持。伊滨区在全市
率先出台《关于强化科技支撑促进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措施》，成立创新咨询专家委员会，
统筹谋划推进优化创新发展环境、强化科技
创新主体地位、构建创新平台体系、加快人
才集聚、科技金融服务等工作，初步建立全
要素科技创新体系；加大培训辅导力度，
2023年举办“高企大讲堂”等科技政策培训
会10次，入企服务对接100余次；加大科技
投入力度，逐年提高区级科技经费支出，累
计拨付企业各类科技创新奖补资金5800万
元；积极承办“国家科技创业领军人才（企业
家）伊滨行”、青年科技人才论坛等国家、省、
市各类创新创业活动，鼓励企业积极参加各
类高端赛事，营造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

多渠道推动招才引智。伊滨区依托龙门
实验室、国家智能农机装备创新中心等高端
创新平台载体和洛阳师范学院、洛阳职业技
术学院等院校，集聚高学历、高技能人才
3000余名；落实“河洛英才计划”，成功落地
王栋梁、王鹏两个人才团队；全方位优化人才
服务，1人获批国家级科技创业领军人才，2
人获批河洛青年人才；立足人才需求实际，落
实各项人才奖补资金，配套建设446套人才
公寓，加快崛起区域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多举措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伊滨区积极
推动河南省第二家国家级保护中心——中国

（洛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在伊滨区落地运
营，采取政府主导，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组成
联盟共同参与，服务机构进驻提供服务的方
式搭建相关产业知识产权全链条运营转化的
服务平台，为创新发展提供专业化、多元化、
定制化的服务。目前，该中心授权专利130
件，办理商标业务80余件，授权率100%，授
权周期由平均22个月缩短至2个月。此外，
伊滨区还依托“政银企”合作机制，办理股权、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4.3 亿元，有力促进科技
与金融融合，实现“专利”变“红利”。

坚持创新引领，抢抓政策机遇，加速形成
开发区、高新区、科技产业社区和智慧岛“三
区一岛”创新平台体系，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新征程中勇挑大梁、走在前列……伊滨区必
将成为引领洛阳创新发展的主引擎，为现代
化洛阳建设注入磅礴的创新动能！

孙磊磊 袁燕芳/文 倪睿/图

（上接01版）

中科信息产业园中科信息产业园 龙门实验室龙门实验室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马建
广）记者日前从洛阳仲裁委员会获悉，我市今年将采
取推动仲裁案件全流程“网上办”“掌上办”等措施，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今年，洛阳仲裁委员会将充分发挥仲裁快捷
性、保密性、经济性、专业性的制度优势，围绕全市改
革发展稳定大局，提供有针对性的仲裁服务，积极上
门开展法治体检、提供法律服务，助力企业合规化建
设；同时，聚焦社会所盼、群众所需，创新方法，努力将
更多民商事纠纷引导至仲裁途径解决。

我市将推动仲裁案件
全流程“掌上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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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内牡丹成片绽放，游人如
织。游客或打开直播，或拍下美照，向远方友人发出

“春天的邀请”。
据了解，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当前开放的牡丹主要是

控温大棚牡丹，集中在九色台牡丹观赏区，有洛阳红、
二乔、迎日红、彩绘、雏鹅黄、百园红霞、蓝月亮、银红巧
对、太平红、珊瑚台、黑海撒金等20多个品种800余株。

园内垂丝海棠、西府海棠、贴梗海棠、二乔玉兰、榆
叶梅、寿星桃等也处于盛花期，随手一拍即是一张“春
日明信片”。

值得一提的是，花朵小巧玲珑、形似心形荷包的荷包
牡丹初绽，也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和镜头。“荷包牡丹并
不是牡丹。”该园技术员韩欢欢介绍，不同于牡丹是木本植
物，荷包牡丹是罂粟科草本植物，因其叶形似牡丹叶、花似心

形荷包而得名。该园今年种植荷包牡丹300余株，主要集中
在外来植物园新修木栈道两侧，花期可达1个月。

洛报融媒记者 谢娜娜 通讯员 孙拯 摄

牡丹真国色 花香引客来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通讯员 武雅
倩 李媛）记者昨日从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获
悉，该博物馆联合洛阳交运集团推动公交服务提
质升级，于3月26日、4月1日先后开通2条定制
公交专线。

新增定制公交专线开通后，从洛阳市区前
往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公交专线将达到
3 条。

1 号定制公交专线去年开通，起止站点为二
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洛阳站，二里头夏都遗址
博物馆的首末班发车时间为8时、17时10分，洛
阳站的首末班发车时间为8时30分、16时。

2号定制公交专线3月26日开通，起止站点

为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杨湾地铁口，二里头
夏都遗址博物馆的首末班发车时间为8时20分、
17 时 30 分，杨湾地铁口的首末班发车时间为 9
时、18时10分。

3号定制公交专线计划于4月1日开通，起止
站点为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洛阳龙门站，首
末班发车时间尚未确定。

洛阳交运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线路运营人
员将持续关注客流量，结合具体乘坐人数、博物
馆延迟闭馆等情况，调整发车时间和运营班次，
希望通过提高服务质量、开通公交和地铁旅游接
驳线路等措施，满足市民及来洛游客多样化、个
性化、品质化的出行需求。

去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乘定制公交更方便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贾臻 通讯员 张会娟）记者昨日从市
商务局获悉，为做好牡丹文化节期间食宿服务保障，提升酒店民宿
业服务质量，我市集中开展酒店民宿业规范提升专项行动。

据悉，在专项行动中，市酒店民宿业规范提升工作专班针对质
价不符问题，以及治安消防、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及服务质量等方
面进行全面检查并建立台账。另外，我市还组织开展酒店民宿业
经营服务管理培训，提升从业人员服务意识、服务能力。截至目
前，全市已完成酒店民宿业摸排5403家。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市酒店民宿业规范提升工
作专班将强化日常管理和指导，切实提升经营管理服务水平；加强
与携程、美团等平台对接，了解全市酒店民宿业发展情况；加大高
端民宿、精品民宿和连锁型旅居酒店招商引资力度，丰富住宿业
态，培育旅游消费新热点。

我市集中开展酒店民宿业
规范提升专项行动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积极探索知识产权、金融、文旅文创等新经
济、新领域商事纠纷的特点、焦点、难点，提供有
针对性的服务，不断拓展服务领域。

加快推动洛阳国际商事仲裁院实体化运作
及洛阳仲裁“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心
运行，探索国际商事争端一站式、多元化解决模
式，为洛阳企业走出去提供便捷高效的涉外法
律服务。

●推进“智慧仲裁”建设

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仲裁高质量发展，推动
仲裁案件全流程“网上办”“掌上办”，努力为当
事人提供经济、便捷、高效的仲裁服务，打造富
有洛阳特色的“周公制礼”“一言九鼎”“甘棠断
案”等仲裁文化品牌。

●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主动融入
全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和网络建设，加强与人
民法院、各类行政调解组织、人民调解组织等
的密切配合，持续加强商事纠纷诉前化解中心
建设，筹备成立金融仲裁工作站、知识产权仲裁
调解中心、仲裁服务洛阳文旅工作站，创新“枫
桥式仲裁”工作法，加大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
元化解力度，持续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