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链接▶▶

编辑：王艳杰

校对：王 岚

组版：祖 威

03
2024年12月20日

星期五

“两新”政策再加码！近日，中央财办有关负责同志深入
解读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透露明年支持“两新”的
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将比今年大幅增加，同时研究将更多市
场需求广、更新换代潜力大的产品和领域纳入政策支持范
围。面向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投的钱更多了，
补贴的品类更丰富了，这对地方进一步扩内需、促消费无疑是
重磅利好。

“两新”政策连着供需两端，既惠企又利民，既利当前又利
长远，在拉动投资增长、激发消费潜力、增进民生福祉、促进绿
色转型等方面作用显著。正如一组国家权威数据显示，截至
12月12日，“两新”带动汽车更新520多万辆、销售额6900多
亿元，家电换新4900多万台、销售额2100多亿元，老旧设备更
新200多万台（套）。自该项政策实施以来，我市紧随汽车报
废更新、置换更新、绿色智能家电换新等六大行动，掀起了一
轮家电、汽车等大宗消费品“焕新”热潮。在工业领域，我市围
绕5大先进制造业集群、17条优势产业链，走进企业摸底需
求，最终为数十家企业落地一批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
助其加快转型。

可以说，在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成为中国发展重头戏的当
下，“两新”政策是我们必须抢抓、不可错失的风口。随着明
年政策加码，如何向上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如何扩大政策
的覆盖面和知晓度，如何改善群众普遍反映的补贴发放进
度慢等问题，如何让政策支持范围精准对接市场需求等，都
需要我们在操作层面深度研究，进而真正变政策红利为发
展实绩。

最近，“江苏国补手机”火上热搜。当地提出，在活动期
间，凡是在江苏线下购买手机、平板电脑、数码相机、智能手表
等3C数码产品者，可以获得产品成交价格15%的补贴，最高
1500元。此举很快点燃了大家的消费热情。据报道，活动开
始后，仅小米手机一天就在江苏卖了近18万台，单日销售额
突破1亿元，企业赚得盆满钵满，消费者也实实在在省了钱。

“靠前抓好落实，能早则早、宁早勿晚，齐心协力、积极作为”，
相信我们明年定能乘着

“两新”政策加码的东风，
以真金白银惠及更多企
业和群众。

抢抓“两新”政策
加码的风口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陈曦 通讯
员 栗擎 郭影）日前，全省制造业数字化
转型城市行活动（洛阳站）暨光电产业链
数字化转型现场会在我市举行。

此次活动由省工信厅、洛阳市人民
政府主办，集结了全省光电产业链链主
企业、重点企业，数字化服务商及各市工
信主管部门负责人百余人，旨在探讨交
流光电产业数字化转型新趋势、新挑战
和新机遇，推动先进经验和典型模式复
制推广，为全省光电产业链实现高质量
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中航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洛阳沃客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等洛阳企业现场作了成果展示或推介。

近年来，我市坚持以数字化转型

为引领，全面开展“一转带三化”赋能
行动，推动光电行业从“传统制造”向

“先进智造”转型升级，构建了具有洛
阳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光电产业体系。
全市成功培育中航光电、顶扬光电、微
米光电等一大批优秀光电企业，产业
链规模突破 500 亿元，居全省首位。

下一步，我市将继续聚焦光电产业
链等重点产业链，以重点行业规模以上
制造业企业实现智能应用场景全覆盖为
目标，持续开展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诊断服务，着力打造智能工厂（车间）、

“数字领航”等数字化转型标杆，不断提
升产业链数字化水平，为加快建设现代
产业体系持续贡献“洛阳力量”。

以数字化转型为引领 推动光电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戚帅华 通讯员 周雨薇）日前，
省文化和旅游厅公示了 2024 年拟认定省级旅游度假区名
单，全省 8 家旅游度假区入选，我市的洛阳龙门度假区、新
安县龙潭峡旅游度假区、伊川龙凤山生态旅游度假区名列
其中。

据悉，旅游度假区是以提供住宿、餐饮、购物、康养、休闲、
娱乐等度假旅游服务为主要功能，有明确空间边界和独立管
理运营机构的集聚区，可以一站式满足游客“吃、住、行、游、
购、娱”等方面需求，游客通常在旅游度假区的停留时间较长、
重游率较高。

近年来，我市按照“颠覆性创意、沉浸式体验、年轻化消
费、移动端传播”新文旅发展理念，持续培育文旅业态、丰富消
费场景、完善配套设施，加快推动“旅游城市”向“城市旅游”转
变，推出了一批特色鲜明的旅游度假产品。此前，我市已有白
云山旅游度假区、栾川重渡沟旅游度假区、栾川老君山山地旅
游度假区、万安山旅游度假区、西泰山旅游度假区、天河康养
旅游度假区6家省级旅游度假区。

2024年拟认定省级旅游度假区名单公示

我市3家旅游度假区入选

洛 平

“一转带三化”
“一转带三化”，即通过数字化转型带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

展，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
陈曦 整理

夜幕降临，光影交织，洛邑古城景
区周边，汉服妆造店一家挨着一家。王
玉莹是其中一家汉服妆造店的店长，今
年30岁。这位二胎宝妈通过掌握一技
之长，持证上岗，增收有了保障，闯出一
方事业新天地。

王玉莹的华丽蜕变，得益于我市
人社部门开展的技能培训进邻里中心
活动。

下沉培训资源，把技能培训送到
群众家门口，是我市高位推动“人人持
证、技能洛阳”建设的有力举措之一。
我市将“人人持证、技能洛阳”建设列
为 2024 年重点民生实事之一，并印发
实施方案，明确了“全年完成职业技能
培训 14.7 万人次，新培养技能人才
12.8 万人、高技能人才 5.7 万人”的目
标任务。

坚持服务发展、促进就业，聚焦先
进制造业及现代服务业两个培训方
向，我市通过强化企业主体作用、巩固
职业院校主阵地角色、持续推进技能
培训进邻里中心等多项举措，筑牢工
作基础。

截至今年 11 月底，“人人持证、技
能洛阳”建设这项民生实事，交出骄人
成绩单：累计完成职业技能培训33.9万
人次，新增技能人才23.5万人，新增高
技能人才 8.1 万人，超额完成市定目标
任务。

销售不用跑断腿，线上订单响不
停。在偃师区翟镇镇，电子商务、互
联网营销等免费技能培训一场接着一
场，多家针织企业搭上电商快车，技
能培训不仅促进了当地传统针织业转
型升级，也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新

动力。
今年以来，我市坚持把“人人持证、

技能洛阳”建设与产业发展、城市提质、
乡村振兴有机结合，不断完善政策体
系，注重改革创新，实施精准培训，开展
了先进制造业技能人才培训、“康养照
护”技能人才培训、“文化洛阳”技能人
才培训、“美丽洛阳”技能人才培训、高
素质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等，基本实现了
重点行业和重点人群全覆盖，有力推动
了技能人才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

11 月 9 日至 11 日，2024 年河南省
家政服务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开封
举办，我市 13 名选手入围决赛并取得
优异成绩，毕业于洛阳职业技术学院护
理学院的“00 后”姑娘陈莹，在此次大
赛中荣获家庭照护职工组一等奖。“成
长，是一辈子的事；成才，是最重要的

事。我觉得，有一技之长就能支持梦
想。”如今，她已是洛阳市佳缘职业培训
学校养老护理员培训助教老师。

以竞赛引领推动人才成长并反哺
产业发展，我市多个领域涌现出像陈莹
一样的佼佼者，充分诠释了“人人持证、
技能洛阳”建设的成果。

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
年，我市将持续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洛
阳”建设，聚焦风口产业，深化产训融
合，将工作重心由数量向质量转变，优
化调整培训方向，改善技能人才层次结
构，持续为现代化洛阳建设贡献“技能”
力量。

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
社会氛围，在河洛大地日益浓厚。

洛报融媒记者 谢娜娜 通讯员 李
帆 周福雨 文/图

我市着力推动“人人持证、技能洛阳”建设

以技能硬核打造幸福内核

数说
“人人持证、技能洛阳”建设

今年以来

●我市累计完成职业技能培训33.9万人次

●新增技能人才23.5万人

●新增高技能人才8.1万人

双椒融合产业园：

建全产业链 打造“新引擎”
日前，在位于宜阳县韩城镇的双椒（辣椒、花椒）融合

产业园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在加紧设备调试和收尾施工。
该产业园以辣椒、花椒为主导产业，运用5G、物联网

等现代信息技术，围绕双椒全产业链“种、管、收、加、储、
销、服”七大环节，将建设双椒技术装备研发中心、数字化
初加工中心、智能冷库交割中心、母本繁育中心、社会化
服务中心等平台，建成后将成为推动镇域经济发展、村集
体增收和群众致富的“新引擎”，助力乡村振兴。

洛报融媒记者 潘郁 摄

黄河湿地
冬景如画

冬日的孟津黄
河湿地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碧水澄澈，
色彩斑斓，水鸟集
翔……呈现出一幅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美丽画卷。

洛 报 融 媒 记
者 李卫超 摄

▲陈莹在比赛中

▲妆造培训促就业（（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