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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4个月：

我市进出口贸易额
同比增长6.8%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陈曦 通讯员 李
娟）记者昨日从洛阳海关获悉，今年前 4 个月
我市进出口贸易额81亿元，同比增长6.8%，
其中出口额67.8亿元，同比增长9.4%。

制图 吴芳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陈曦）洛阳“牵手”格力新突破！
昨日，在我市举办的2024格力冰洗生活电器战略暨新品

品鉴会上，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宣布，格力在洛阳成
立全国首个冰洗区域营销中心，通过加速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为洛阳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格力与洛阳产业契合度高、合作基础牢固，自2017年双
方“牵手”以来，洛阳格力已累计实现产值超130亿元，在助力
地方经济发展、带动产业转型方面起到良好示范作用。

在洛打造冰洗区域营销中心，标志着双方合作的进一步
深化。根据规划，总部设在洛龙区的河南格力冰洗销售有限
公司，作为格力全国首个冰洗区域营销中心，将聚焦河南及周
边地区，通过升级零售终端、整合渠道拓宽产品线，强化格力
在冰箱、洗衣机等家电领域的研发销售，推动企业实现从主打
空调到布局全屋电器的转型升级。

后续格力还将秉承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打造企业全球
智能化程度最高生产基地为目标，全面赋能洛阳格力建设。
我市将继续以一流环境、优质服务，努力当好“店小二”，推动
洛阳格力抢抓家电“焕新”政策新机遇，助力其年产值突破50
亿元，打造双方合作新样板。

副市长牛刚参加活动。

格力全国首个
冰洗区域营销中心落地洛阳

■ 21日，黄河流域九省（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
作协同发展推进会筹备会议在我市召开。近年，我市坚
持就业优先战略，主动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融入全
市经济社会大局中谋划推动，着力抓好教育培训，全面宣
传普及税费减免、金融扶持等优待政策，为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提供了保障。会议指出，召开黄河流域九省（区）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协同发展推进会是黄河流域退役军
人就业创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要高标准办好
此次会议，持续赋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省退役军人事
务厅二级巡视员赵龙等参加会议。（申利超 时义杰）

政务要闻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陈曦 郭
学锋 通讯员 徐原芃）近日，记者从市
工信局获悉，我市出台《2024年洛阳市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根据行
动方案，我市今年将深入实施产业发展

“136”工作举措，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
生产力，推动 17 条重点产业链营收超
4600亿元。

锚定3个重点发展方向

●做大做优先进农机装备等优势
产业链，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
型方向，加快推动优势产业向中高端延
伸，实现制造模式新变革。

●培育壮大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
业链，提升产业基础能力，推动创新突
破和融合应用，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
动能。

●前瞻布局人工智能等未来产
业链，加强前瞻性研究，加快关键技
术转化应用，抢占未来产业发展新
赛道。

规划五大领域18项重点任务

1.“链”上发力，释放集群效应

——聚焦产业链群建设，我市将深
化“五链耦合”，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
发展行动，加快建设五大先进制造业集
群、17条重点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
链本地配套率、适配度。

●发挥链主企业主导作用，围绕中
航光电、中信重工、中国一拖等龙头企
业组建工作专班，“一企一专班”“一企
一策”支持龙头企业延链补链强链，推
动龙头企业提质增效，牵引带动全产业
链优化提升。

●发挥链长专班引导作用，深入
落实“双长制”，按照“一链一专班两图
谱四清单”推进机制，加快培育17条产
业链。

●发 挥 协 会 联 盟 协 同 作 用 ，充
分发挥产业协会、联盟桥梁纽带作
用，提升产业链本地配套率和市场
占有率。

2.“一转带三化”，加快转型升级

——聚焦实施“三大改造”，我市将
抢抓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机遇期，加快
实施“一转带三化”，推动产业链全链式
改造。

●推动工业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
加快先进设备更新，推广应用智能制造
装备，推动生产设备绿色化改造，加快
本质安全提升。

●推动数字化转型提效扩面。深
化“智改数转”入企服务，2024 年诊断
企业数量不少于 400 家，新增 5G 基站
1000个，形成各有侧重、协同发展的工
业互联网平台体系。

●推动高端化改造提速升级。加
速产品升级换代，聚焦产业链中高端、
关键环，推进工艺质量提升等。

●推动绿色化改造提标示范。加
强工业能碳管理，出台工业领域碳达峰
方案，提升重点行业能效水平。

3.创新为先，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聚焦推动科技创新，我市将依
托龙门实验室、智慧岛、科技产业社区
等，健全研发、孵化、加速创新链条，以
前沿性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建设高水平创新平台。完善平
台布局，推动重点产业链龙头企业建设
技术创新平台，带动产业链科技创新能
力整体提升，2024 年新增各类创新平
台300家以上。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支持龙头
企业创新突破，提升中小企业创新水
平，提升成果转化服务水平，2024 年
推动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 170
亿元。

●建设科技产业社区。围绕龙头
企业、大院大所、细分领域，建设一批具
有产业集群竞争优势和规模效益的科
技产业社区，2024 年力争创建星级科
技产业社区10个以上。

●集聚创新型人才。坚持引育并
重、以用为本，常态化落实“1+22”人才
政策，打造“近悦远来”的人才引育大生
态和用人单位小气候，2024 年培养高
技能人才5.7万人、技能人才12.8万人。

4.金融赋能，撬动社会资本

——聚焦创新产业投融资，我市将
积极探索产业投融资新模式，用市场化
手段撬动更多社会资本进入风口产业。

●创新产业链金融产品。围绕优
势产业链梳理产融合作“白名单”，缓解
核心企业确权难、链上中小微企业融资
难问题。

●推广“链主+基金”模式。探索建
立“产业链+链主企业+产业基金”运作
机制，逐步实现新设基金五大产业集群
全覆盖，2024 年新增基金规模不低于
80亿元。

●推动企业上市倍增。聚焦优势
产业和风口产业建立上市后备资源库，
力争年内3家至4家企业过审或上市，

“四板”挂牌企业700家以上。

5.强化培育，打造一流企业雁阵

——聚焦培育壮大优质企业，我市
将充分发挥领军企业主力军和中小企
业生力军作用，激发推进新型工业化的
微观主体活力和动力。

●培育行业领军企业。做大做强
龙头企业，积极打造 10 亿元以上企业
成长矩阵，2024 年力争新培育 4 家 10
亿元以上企业、2家50亿元以上企业、2
家百亿元以上企业。

●加强优质中小企业培育。实施
高成长性企业培育行动，力争全年新
增市级试点企业 20 家、省级以上专精
特新企业 100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00家。

●建设高素质企业家队伍。创新
培训方式，开展“菜单式”“沉浸式”

“专题性”培训，全年培训企业家500人
以上。

●深化企业服务。强化问题办理，
持续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将动态解
决率保持在 98%以上，2024 年带动存
量企业新增营收 200 亿元以
上，全年举办“河洛茶叙”活动
20场以上。

我市出台行动方案，今年将聚焦五大领域实施18项重点任务——

推动17条重点产业链全年营收超4600亿元

日前，在位于伊川县的洛阳利尔功能材
料有限公司中央控制室内，值班人员正在监管
无人车间和自动仓储智能化设备安全运行。

该公司是一家专注于耐火原料及制品
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通
过加强科技创新，开辟绿色化智能化发展
道路，实现跨越式发展。

洛报融媒记者 潘郁 摄

绿色化智能化
助力企业跨越式发展

洛阳利尔： 在贸易方式上

一般贸易占比较高，保税物流提速发力。我市
前4个月一般贸易进出口额66.9亿元，占全市总值
八成以上；保税物流进出口额 12.5 亿元，同比增长
190.9%，在一季度增速 103%的基础上实现了提速
发展。

在贸易主体上

整体数量稳步增长，民营企业活力迸发。前 4
个月全市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数量为935家，
同比增加6.4%，其中进出口额在5000 万元以上的
重点企业有29家。全市民营企业进出口额66.9亿
元，同比增长18.3%；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2.9亿
元，同比增长16.6%。

在贸易对象上

开放红利持续释放，多元布局不断强化。我市
前 4 个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 50.3 亿
元，同比增长10.8%；对RCEP其他成员国进出口额
23.5亿元，同比增长3.4%。全市对东盟、俄罗斯、欧
盟、巴西、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额分别为17.5
亿元、9.5亿元、7.8亿元、7.3亿元、5.1亿元，其中对
东盟、俄罗斯同比分别增长18.2%、116.6%，对巴西、
美国同比分别增长35.3%、15.3%。

在贸易商品上

多个出口品类增量明显，进口品类实现突破。
我市前 4 个月出口机电产品 30.7 亿元，同比增长
22.2% ，其中出口电工器材 3.1 亿元，同比增长
15.2%；出口摩托车 3 亿元，同比增长 35.8%。同期
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8.8亿元，同比增长 19.5%，其
中出口家具及其零件 7.4 亿元，同比增长 26.2%。
未锻轧铝及铝材、陶瓷产品出口也分别实现了
7.5%、3.8%的同比增长。进口铌铁 5.6 亿元，同比
增长 35.4%；进口未锻轧铝及铝材
2.3 亿元，同比增长 29.7 倍；进口
人发和铁矿砂分别为7369.6万
元、5663 万元，进口品类实现
突破。

（上接01版）
一个地方发展的水平与前景，说到

底取决于产业。
安徽合肥，乘着“芯屏器合”“集终生

智”等新兴产业的东风，其“黑马逆袭”的
故事至今仍在续写，今年一季度经济运
行稳中向好，先进制造业持续引领增长。

陕西榆林，都说其经济总量连年进
位靠的是能源价格飙升，殊不知其不仅
全力推动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
低碳化，更立足自身优势大力培育高端
能化装备制造业，开启了涵盖风电、光
伏、氢能等风口产业的“新能源革命”。

江苏宿迁，这座昔日因排名垫底被
称为“江苏十三妹”的城市，如今依托新
能源、高端纺织、绿色食品三个千亿级
产业，经济总量不仅反超同省城市连云
港，一季度更以高达9.73%的名义增速，
跻身全国百强城市榜单第三名。

兴也产业，衰也产业，城市命运因
产业而改写。

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洛阳产业持
续发展，但产业格局并没有发生大的改
变，项目不多、投入不足，产业成长性总
体较弱，对经济增长支撑乏力。能否加
快重塑传统的产业格局，直接决定我们
能否逆势反弹、赢得主动。

一代代人前赴后继，每一程都有不
同的际遇和使命。如果说重振洛阳辉
煌是一棒接一棒的“接力赛”，那么置身
新发展阶段，新一届市委致力跑出的，

就是产业发展的“加速度”。
近三年来，从市党代会大篇幅着

墨，到市委全会频频点题，并专门召开会
议专题部署；从一年至少两次召开产业
发展观摩暨推进会，到一次次邀请大咖
来洛讲座、赴外考察精准招商、选派干部
跟班学习，抓产业的决心清晰可见。

近三年来，市委坚持把创新落到产业
上、把产业落到风口上，推出“136”工作举
措，确定“四新一装备”主攻方向，打造五
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17条优势产业链，
推动洛阳奔跑在产业发展的新赛道上。

大抓产业，洛阳抓出了什么？数据
更有说服力。

2021 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六大
高成长性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
重分别达到43.9%和33.8%；一批市级重
点实验室、产业研究院、新型研发机构、
中试基地挂牌成立；新增创新平台396
个、高新技术企业148家；“三大改造”实
现规上工业企业全覆盖，87家市级高成
长性试点企业营收增长18.5%。

2022年，全市高成长性试点企业营
收 增 长 近 20% ，重 点 企 业 利 润 增 长
24.3%；“三个一批”项目数量、投资额均
居全省前列；伊滨科技城加快建设，龙
门实验室揭牌运行，科技产业社区试点
涌现，新增创新平台517个；百万吨乙烯
项目顺利入规，中州时代、华为技术、海
澜集团等一大批标志性项目成功落地，
东旭氢能电机装备产业园顺利投产。

2023年，全市高成长性制造业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9.1%、
10.2%，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高于全国
61.4个百分点，高于全省47.8个百分点；
国家级创新平台达到108个，龙门实验
室首年出成果；中州时代、百万吨乙烯带
动58个总投资597亿元的上下游项目落
地；新文旅出圈出彩，带动全市旅游门
票、酒店等订单量同比增长4.6倍……

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阶。可
以说，洛阳抓产业抓出来的，是创新动
能在汇聚，是产业格局在重构，是产业
集群在孕育，是发展后劲在积蓄。

回头再看，我们真切体会到，面对转
瞬即逝的产业风口，传统产业该如何关
联？风口产业该如何培育？链式招商
怎么招？科技创新平台怎么建？高新
技术企业如何倍增？高成长性企业如
何引育？产业投融资如何破局？……
一个个新课题，着实考验能力与水平。

回头再看，我们深刻感受到，不像
搞城市建设，产业发展是一项长周期工
作，大量人、财、物投到产业上，产生效
益却是几年后的事，无法立竿见影拉动
经济增长，这是潜绩而非显绩，着实需
要承受一定压力。

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
坚定产业发展的信心决心，就是要

在乱云飞渡中走好自己的路、在攻坚克
难中办好自己的事，就是要甘于做铺垫
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甘于当无

名英雄，就是要不因经济指标一时波动
就对发展产业产生动摇，这是我们应有
的产业政绩观。

犹记几年前一个植树时节，习近平
总书记深情说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我们每个人都是乘凉者，但更要做种树
者。”对地方发展而言，凝心聚力抓产
业，何尝不是在“种树”？彰显的何尝不
是“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
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

“种树”，就要保持十年树木的历史耐
心。幼苗长成大树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
这几年我们引进落地的产业项目大多正
在建设期，从投入到产出需要一个过程，
急不得，更停不得。我们要做的，就是持
之以恒抢风口、抓产业，强化科技创新与
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真正通过做强产业积
蓄发展动能，实现制造强市、文旅富民。

“种树”，也要有风雨不动的战略定
力。经济增速高一点或低一点并不是决
定性的，传统的产业格局能否改变才是决
定性的。只要把产业抓好了，今后洛阳就
能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我们要做的，就
是一以贯之走好创新引领发展之路，奋
力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抢
滩占先、未来产业破冰布局，以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加快重塑洛阳产业格局。

“河入峡谷、风过隘口，正是紧要之
时。”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咬定青山
不放松，坚定不移抓产业，洛阳的“产业
之树”必将枝繁叶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