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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赵晨熹）18 日，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潘开名到新安县调研社会稳定和安全生产工作。

磁涧派出所是市级“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潘开名走进
派出所综合指挥室、警务宣传中心，了解辖区治安警情、警
力配置及春节值班备勤等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网格
员作用，全面梳理收集各类苗头隐患，着力防范化解各类社
会矛盾，力争做到发现在早、处置在小，有效促进社会和谐
稳定。在新安县职业教育中心，潘开名详细了解校园安全、
学生心理健康等情况，强调要强化校园安全管理，抓实抓细
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用心用情呵护学生心理健康，全力打造
平安和谐校园。

岁末年初是安全生产事故易发期、高发期。在义煤集
团新安县云顶煤业、万基金属钠有限公司，潘开名询问企业
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部署情况，叮嘱企业要时刻把安
全生产放在第一位，强化红线意识、风险意识，始终保持高
度警觉，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筑牢岁末年初安全
防线。

调研期间，潘开名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新安县社会稳
定和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准确把握岁末年初社会稳定和安全生产工作面临的
严峻复杂形势，深入排查工贸企业、森林防火、道路交通、烟
花爆竹、人员密集场所等领域安全隐患，全力抓好农民工工
资支付、社会治安管控、物资保障、信访稳定等工作，把防风
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做扎实、做细致、做到位，确保
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

坚决克服侥幸心理麻痹思想
全面筑牢岁末年初安全防线

■ 日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新带队前往孟津
区城关镇杨庄社区开展慰问活动。徐新一行到群众家
中走访，深入了解群众家庭收入、子女上学、医疗报销、
务工就业和种植养殖等情况。徐新强调，要用心用情
做好驻村（社区）帮扶工作，持续完善落实精准帮扶机
制，深入基层、贴近群众，通过开展技能培训、产业扶
持、教育资助等方式，帮助群众增收致富。要立足特色
谋发展，发挥当地现有花椒产业优势，巩固肉牛养殖项
目发展，用好乡村振兴政策资源，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更
大成效。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开展爱民惠民活动，真
正把关怀和温暖传递到老百姓心坎中，用心用情用
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升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 （李雅君 季明炎）

本报讯（洛报融媒首席记者 白云飞）18 日，副市长
李刚以“四不两直”方式深入洛龙区和嵩县，调研督导森林
防火工作。

在洛龙区龙门风景区，李刚察看森林防火监控预警系
统，检查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响应措施落实情况，叮嘱景区坚
持把预防放在首位，发挥好监控预警系统“前哨”作用，加强
游客安全检查和宣传引导，全力守护生态资源安全。在国
有嵩县陶村林场，李刚先后到森林防火物资储备库、监测预
警指挥中心、进山检查站，现场察看物资储备、值班备勤、火
源管理等情况，指出要打好人防、物防、技防组合拳，严控火
源进山，加强监测预警，科学靠前布防森林消防力量，坚决
防范遏制森林火灾事故发生。

李刚在调研中强调，入冬以来，全市有效降水大幅减
少，加之春节来临，人员活动频繁，森林防火形势复杂严峻，
森林火险等级升至橙色预警响应。要突出预防在先，严格
管控野外火源，严厉打击野外违规用火，加强防火宣传教
育，确保火种不上山、火源不入林。要强化发现在早，综合
运用多种监测手段，提早发现火情，及时作出响应。要做到
处置在小，提前做好应急准备，发生火情快速反应、果断决
策，科学高效安全组织扑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要强化责任落实和督导问责，切实把防火责任落实到
基层末梢，着力补齐防灭火力量装备和基础设施短板，全面
提升森林防灭火能力，确保守牢底线、不出问题。

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
坚决守住森林防火安全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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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很需要一份既能赚钱养家，
又不耽误接送孩子的工作。”

“洛阳真好！这样的‘宝妈岗’能不
能全国推广？”

…………
近日，在 2025 年洛阳市就业援助

月的首场招聘会上，我市一企业提供

“宝妈岗”的视频引起网友广泛关注和
点赞。视频中，该企业提供20个“早上
9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双休日和寒暑
假休息”的“宝妈岗”，网友呼吁类似的

“生育友好”岗位全国推广。
聚焦重点群体，我市千方百计促进

群众就业增收。去年以来，我市举办专
场招聘、招聘夜市、直播带岗等线下线
上就业服务活动 435 场，服务企业 1.8
万余家，累计发布就业岗位 74.9 万余
个。其中，失业人员再就业 2 万人，就
业困难人员再就业7830人，实现了零
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午后的阳光，照在模特精致的妆容
上，也照进了汉服妆造师秦晴的心里。
去年6月，秦晴通过洛阳时尚魅影职业
培训学校开展的汉服妆造免费培训，获
得了高级化妆师证，这项技能让她顺利
持证上岗，目前月平均收入达到5000
元，幸福生活更有奔头。

“一证在手，就业不愁”是秦晴成功
就业的经验，也是我市深入推进“人人
持证、技能洛阳”建设的生动实践。

去年以来，我市聚焦产业集群和产
业链发展需求，着力打造汉服妆造师、
旅游金管家等特色技能品牌标识，带动
更多劳动者实现技能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是就业之
源。隆冬时节，香甜软糯的蜜薯备受消
费者青睐，“胖邱薯薯”品牌店门庭若
市。这个从洛阳走出的创业项目在第
六届“中国创翼”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
中一举斩获乡村振兴专项赛一等奖，成
为本届大赛中河南省获得的唯一一个
一等奖。该项目配备有 3 个现代化加
工工厂和万亩种植基地，年加工红薯
超过5000吨，在全国多个城市开设百
余个品牌店，直接或间接带动就业上
万人。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我市通过积
极实施创业培训“马兰花计划”、加大资
金扶持力度、加快推进创业孵化基地建
设、积极开展创业指导下基层活动等，
持续营造鼓励创业、勇于创业、包容创
业的良好氛围，更好地发挥创业带动就
业的倍增效应。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一头连着经济
发展，一头连着民生冷暖。市委十二届
七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促
进群众增收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
事，必须不断提升就业创业服务水平，千
方百计促进群众增收致富。市人社局
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市将继续强化就
业优先，夯实民生之基，为书写现代化
洛阳建设出彩篇章贡献新的人社力量。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全面落实税收
减免、稳岗返还、专项贷款、就业补贴等
政策，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
确保全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9万人以上。

坚持技能就业、技能增收不动摇。
确保全年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15 万人
次、新增技能人才10万人、新增高技能
人才5万人。

积极打造辐射全市的 15 个线上
“零工市场”，推行“大数据+铁脚板”服
务模式，搭建更多“企业就近用工、群众
就近就业”的服务平台，让群众足不出
户“掌上找活”。

洛报融媒记者 谢娜娜 通讯员 李帆

我市千方百计拓宽就业渠道，不断提升就业创业服务水平

稳就业 促增收 幸福生活有奔头

本报讯（洛报融媒首席记者 白云
飞 实习生 刘欣蕊）洛阳农村产权流转
交易额创新高！

日前，从市农业农村部门传来好消
息：作为全国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
整市试点，全市去年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额达16.25亿元，同比增长42.9%，交易
程序更加规范、交易品种更加多元，越
来越多的农村“沉睡资产”变成“金山银
山”，也为全国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
化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发展特色产业，壮大集体经济，盘
活农村资产是关键。过去，不少农村集
体资产是一本“糊涂账”，存在产权不
清、权责不明、资产闲置等问题。对此，
我市在全面推进“三清两建”的基础上，
于2022年在全省率先建立覆盖市、县、
乡、村四级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将农
村土地流转、集体产权交易、集体资产
管理纳入线上平台“一张网”，通过资产
公开挂网、“云端”竞价交易，实现产权
流转交易规范化。

得益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创新实
践，农业农村部于 2023 年批复洛阳农
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整市试点，支持
我市因地制宜、先行先试，探索可推广、
可复制的农村产权规范化流转交易机
制，为全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蹚路”。

在推进中，我市聚焦国家试点任
务，初步构建起比较健全的农村产权流
转交易体系和符合行业发展特点的监

管机制，形成一套覆盖主要交易品种的
标准化交易规则，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发
展水平得到明显提升。目前，平台上线
流转交易品种不仅涉及土地、林地、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等经营性资产，还包
括民宿、露营基地、涉农项目招商转让
等，有效畅通了城乡要素流动，促进了
特色产业发展。

洛阳农村产权交易平台自上线运

营以来，以高效、透明、公益性的交易机
制，迅速成为乡村资产对接市场的主阵
地。其中，2022年交易额为5.71亿元，
2023 年达到 11.37 亿元，2024 年跃升
至 16.25 亿元，连续保持高速增长态
势，为伊川杂粮、洛宁苹果、嵩县中药
材、栾川民宿等特色产业连片发展提供
了有力支撑。

“洛阳农村产权交易跑出‘加速度’，

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投向乡村，
不仅有利于提高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
也将催生更多新业态新模式，有效带动
农民增收。”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提升农村产权流转
交易规范化、制度化、信息化水平，通过
制度创新、模式创新，充分发挥市场作
用，激活农村资源要素潜能，为乡村振
兴注入强劲动能。

扎实推进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试点工作，让“沉睡资产”变成“金山银山”

洛阳农村产权流转交易额创新高

“促进群众增收是保障和改
善民生的头等大事，必须不断提
升就业创业服务水平，千方百计
促进群众增收致富。”

——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
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

（上接01版）
聚焦大规模设备更新，全市推动两批共146个项目进

入工信部支持名单，数量居全省第一。项目银企对接率达
100%，授信金额达24.3亿元。

聚焦创新提升，全市组建产业研究院22家，覆盖产业
链重点企业300余家，完成研发项目1604个、制定行业标
准149项；3个制造业创新中心实施关键共性技术研发26
项，发布前沿技术产品11个；建成星级社区11个，全市23
个社区进驻企业超千家，集聚创新人才8000多人，营收突
破90亿元。

看培育——
全市10家百亿级企业营收同比增长22%，

活力持续释放
聚焦龙头企业打造，全市13家企业入选省制造业头雁

企业，3家企业入选“中国制造500强”，洛阳钼业入围“全
球企业 1000 强”。全市 10 家百亿级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22%，占全市产业比重超50%。

聚焦专精特新成长，全市现有创新型中小企业1271家、
省级专精特新企业436家、国家级“小巨人”56家、重点“小巨
人”8家、国家“单项冠军”7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增长
超30%，全市专精特新企业占规上工业企业比重超20%。

聚焦企业家培训，全市创新实施企业家素质提升工程，
分产业链组织150名企业家赴深圳、苏州、上海等地开展实
战培训，达成合作意向47个，实现能力提升与产业合作“双
促进”。

去年前11个月我市
规上工业利润同比增长30%

近日，在位于汝阳县的中原红薯种
业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培育脱毒薯苗。

目前，该县正加快推进乡村产业
集中连片发展，规划中部烟叶和红薯
轮作连片示范区，着力以规模经营带
动群众增收。

洛报融媒记者 李卫超 通讯员
丁霄毅 康红军 摄

◀伊川县江左镇打造高标准
农田示范区，通过产权交易进行适
度规模经营

▲洛阳农村产权交易平台页面
截图

洛报融媒首席记者洛报融媒首席记者 白云飞白云飞 摄摄

掌上洛阳·洛视频关于我市一企
业设立“宝妈岗”的视频报道截图

去年

全市累计完成职业技能培训35.43万人次

新增技能人才23.81万人

新增高技能人才8.49万人

制图 胡昱

产业发展
规模经营促增收

连成片连成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