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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红立通讯员李宏
硕张晓晨）1月4日，洛阳市伊滨区举行

第三期“三个一批”活动，集中签约开工

投产项目7个，总投资55.7亿元，其中：

签约项目1个，投资10亿元的“均和云

谷-洛阳科技港”项目；开工项目3个，投

资15亿元的丹尼斯商业综合体项目，投

资1.2亿元的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

中心项目，投资2.5亿元的中科信息产

业园二期项目。竣工投产项目3个，投

资10亿元的中科信息产业园一期项目，

投资2亿元的中航光电民机航电动力厂

房项目，投资15亿元的伊滨区城市基础

设施提升工程一期项目。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许金安 通讯

员谢芳）2021年12月31日，位于洛阳

市炎黄科技园的洛龙区青年人才公寓

里欢声笑语，热闹非凡，分别毕业于澳

门大学和郑州大学的于文华、宋晓旭两

名高学历青年人才正在装扮新居。

当天，包括她俩在内的首批40余

名优秀青年人才正式乔迁公寓。据了

解，这是该区第二座“拎包入住”的青年

人才公寓，共213套，公寓内配套设施

便捷完善。

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区战略，助力青

年友好型城市先行区建设，洛龙区向来

区就业创业的优秀人才提供周期性、低

成本、高品质的安居保障，让青年人才

安心工作、舒心生活。

洛龙区坚持把人才工作深度嵌入

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过程中，去年12

月，该区提出了“一个工程、七大计

划”——“青”字系列品牌计划，即“青

（春）洛（龙）工程”，“青桐、青鸟、青骄、

青林、青云、青居、青虹”七大计划。于

文华坦言，“七大计划”就像是青春律动

中的七个响亮音符，奏响了青春洛龙的

激扬乐章。

“青桐计划”致力于健全完善有吸

引力、竞争力的人才政策体系，做优城

市环境和双创生态；“青鸟计划”致力于

借力洛龙驻外招商引资网点、在外商

会、驻洛高校（含洛阳职业技术学院），

在人才富集地区和高等院校布局建设

一批“青鸟计划”引进青年人才工作站

或联络点，开通引才直通车；“青骄计

划”致力于引进青年人才和创新创业团

队，重精准、重质量，同时把自主培育青

年人才纳入该计划；“青林计划”致力于

壮大青年人才群体，在扩大增量、盘活存

量、用好变量、提升质量上做文章、下功

夫，重群体和普遍性；“青云计划”致力于

助推优秀青年人才和创新创业团队攀登

奋飞、再立新功，包括培训、奖补、表彰、

推举等；“青居计划”致力于建好用好青

年人才公寓，布局建设一批洛龙青年驿

站，以免租减租的低成本和“拎包入住”

的高品质，缓解引进的青年人才与求职

毕业生的住房住宿之忧；“青虹计划”致

力于解决青年人才的婚恋、交友，优秀人

才健康体检、子女就学等问题，以及青年

友好型城市先行区建设中和提升城区功

能品质与青年契合度相关的重点工作。

据了解，围绕“七大计划”，洛龙区将

规划开展“推介、玉成、琢玉、归雁、托举、

鹊桥、君安、春苗、星火和凤栖”等十项行

动，在人才政策进园区、进企业，获评劳

动模范、青年奖章等荣誉，优秀专家人才

年度体检，关爱优秀人才子女择优入学，

青年人才公寓开放入住等方面给予支持

和倾斜，旨在全方位护佑人才，让更好的

城区成就更好的青年，让更好的青年塑

造更好的城市。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许金安 通

讯员马耀国 王雷）“青年是城市发展

的主力，城市的发展离不开青年人的

奋斗，我们应该积极地投入到城市建

设中去，发挥才能，把偃师建设得更加

美丽！”这是偃师区委办公室新招录公

务员李心迪的心声。

“当前洛阳正在创建青年友好型

城市，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会用

镜头记录美丽家乡，让更多的青年学

子爱上这里！”去年新入职的山化镇公

务员薛锦涛说。

2021年12月31日，洛阳市偃师

区委组织部组织2020年新录用公务

员（选调生）、优秀公务员代表、驻村第

一书记青年代表齐聚一堂，以建设“青

年友好型城市”为主题，围绕“入职四

谈”（谈履职情况、入职感悟；谈工作亮

点、自身短板；谈青年担当、目标打算；

谈偃师发展、意见建议），共话青春担

当。

驻村第一书记是助力脱贫攻坚、

推进乡村振兴的排头兵，他们身上彰

显的是“第一担当”。高龙镇郜寨村驻

村第一书记周三平，从“学习是基础，

激情是动力，感情是源泉”，生动讲述

了她快速融入新环境、扶贫助困、推动

发展的故事；府店镇车李村驻村第一

书记马晓燕，以义不容辞的担当、“谁

说女子不如男”的勇毅，向大家诉说了

最偏远山村女驻村第一书记的“苦”与

“甜”；大口镇董村驻村第一书记赵明

明，从临危受命到手忙脚乱，从被群众

误解到被群众认可，用一片赤诚、一份

韧劲，诠释了青年干部如何才能扎根

基层、如何才能做好群众工作。

“既然考上了，你就要做好准备，

不能因为基层苦就当逃兵。要服从组

织安排，就是分配到偏远山区也要去，

况且你现在比我们那时候要幸福很

多，生活条件也要好很多！”盛吻月清

楚地记得离开家乡时爷爷叮嘱。

盛吻月是2020年分配到顾县镇

政府的选调生，现担任苗湾村党支部

书记助理。盛吻月介绍说：“爷爷的言

传身教奠定了我的价值观，向我传导

了一种向上向善的力量。后来我渐渐

明白，基层岗位并不是每件事都惊天

动地，只要能守住初心、勇于担当，把

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

当天，原本计划上午11点结束的

座谈会，因为大家都热情发言，足足推

迟了一个半小时才结束。

元旦期间，偃师“青年公务员群”

讨论交流同样热烈精彩，大家表示，要

深刻认识面临的时代机遇和肩负的历

史责任，不辜负组织信任和群众期望，

将个人梦与偃师梦结合起来，在谱写

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洛阳绚丽篇章

中，贡献更多偃师青年担当。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许金安通讯

员葛高远王雪凌）“全国人民来喝汤，要

喝伊川小米汤，谁喝谁健康！伊川小米，

中！”伊川县吕店镇党委书记叶占芳在推

介伊川小米时说道。

2021年年底，伊川县龙凤山古镇会

议中心，室内米香弥漫，暖意浓浓，全国

谷子新品种新技术展示总结暨小米品鉴

大会召开，58个品种的“小米家宴”开

席，来自国家、省、市谷子产业体系的专

家教授共鉴小米品质。

近年来，伊川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伊川小米产业发展，立足50万亩富硒土

壤优势，把富硒小米作为特色主导产业，

先后制定了谷子产业发展规划，申报实

施了河南省优质谷子现代农业产业园项

目，与全国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合作，

建成全国谷子新品种展示基地。通过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目前已

培育种植大户1360个、加工企业26家，

构建起了从育种、种植到加工、营销的全

产业链体系。2021年全县种植春谷万

亩、夏谷15万亩，日加工能力达500余

吨，年加工销售小米8万吨，年产值达6

亿元，带动群众增收8000万元。

在品鉴会现场，专家和评委们对

58个优质小米品种进行了品鉴、评价，

最终，经过综合评选，黄金苗K1、保谷

928、天粟6号被评为优质小米品种前

三名。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许金安通讯员

郭建立）垃圾存储池内堆积如山的垃圾，

伴随着机手的操作，高悬的抓斗就像伸

开的大手，一把“抓”起重达6吨左右的

垃圾，稳稳放入进料斗，进料斗的垃圾在

推料器的推送下进入焚烧炉进行焚烧，

垃圾在火中“浴火重生”，源源不断变成

绿色能源。

1月3日，洛阳市新安县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投用。该项目位于新安县正村镇

静脉产业园内，总投资4.8亿元，由河南

投资集团控股的城发环保能源（新安）

有限公司承建。去年9月项目开建，目

前占地105亩，日处理新安、孟津生活

垃圾800吨，年处理垃圾约30万吨，年

发电量约1亿度。

据介绍，该项目运行后，垃圾处理费

为每吨73元，所发电的价格为每千瓦时

0.65元，每年产值约8000万元，年平均上

缴税收约1000万元，可彻底解决新安县、

孟津区垃圾占用土地问题，及垃圾填埋带

来的地下水系污染风险，大大减少垃圾处

理成本，增加社会经济效益。

“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比拼的

是经济的含‘金’量、含‘新’量、含‘绿’

量。”该县有关负责人表示，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投用，既实现了生活垃圾“无害

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减少二次污

染，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又实现了变

废为宝。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许金安通讯员

张晓晨高晨奇）“没文化，没技术，以前只

能待在社区打点零工。现在好了，加入劳

务公司后，不但能学到技术，工资还高，再

也不怕没活干、没钱赚了！”1月4日，洛阳

市伊滨区某工地现场，年逾六旬的王世明

高兴地说。

伊滨区寇店镇二教塔社区区位优势

明显，邻近龙（门）少（林寺）旅游快速通

道，距洛阳市区不到20分钟车程，有居民

620余人，世世代代以种田和打工为生。

2019年，在寇店镇党委的指导帮助

下，社区购买了部分工程机械，成立了洛

阳坚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派出专人负责

管理，对外承包维修、维护和村镇绿化美

化提升等工程，通过“支部+公司+居民”

的经营模式，整合、优化劳动力资源，社企

联动、共赢致富。

据了解，二教塔社区将劳务产业作为

居民稳定增收的突破口，将原来零散的、

自发的、无序的务工就业，转变为统一派

遣、高效对接、稳定就业的规范劳务产业，

为用工组织和居民上好“双保险”，在技能

培训、劳务输出、矛盾调处等方面为居民

“撑腰”，构建了“农忙时当农民、农闲时成

工人”的多元化就业格局。

“现在居民几乎全年无休，原来我们

集体经济收入全靠土地流转，现在每年进

账20多万元，劳务提成超过两成。”二教

塔社区党支部书记赵和平说。

近年来，洛阳市洛龙区翠云路街道

办事处积极探索党建带群建的新途径、

新举措，发挥群团组织优势，努力推动形

成党建带群建、群建促党建的良好局面。

加强领导，健全网络。按照“哪里有

党组织，哪里就有党的群众组织”要求，

设置工会、妇联、团工委等群团组织，明

确分工、落实责任，并将群团建设工作纳

入党建目标考核范围，实现了党建工作

与群团组织工作在内容上的相互衔接、

步骤上的相互协调、目标上的相互统一。

建立机制，抓好队伍。该街道每周

召开党建带群建联席会，由群团组织向

党组织汇报工作，统一协调处理基层组

织建设问题，共同推进目标落实。

优化载体，发挥效能。该街道组织

和引导工、青、妇等群团组织找准切入

点，搭建活动平台，积极开展主题鲜明、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党群共建活动。

开展“冬季送温暖——爱心衣物捐赠”

活动，提高了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举办书画展，丰富了群众文

化生活，举行学习强国“学习标兵”表彰

活动，激发了全民学习热情；开展“最美

翠云人——道德模范、文明家庭”表彰活

动，用身边的典型教育人、引导人，传递

文明家风正能量。 （程晓东）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许金安通讯员

郑占波殷潘丹宁）饱经沧桑的石磨、古朴

的木质农具、保存完好的油灯……在洛阳

市孟津区平乐镇刘坡村乡愁馆，一件件摆

放的古老物件承载了全村几代人的过往

和记忆，真实再现了半个世纪前该村的村

居生活场景。

“我们小时候风车、碾子是生产资料，

现在年轻一代不用了。这些老物件不说

话，却无声地诉说着每家的故事。”近日，

刘坡村的郭秋蝉和老邻居一起参观村里

的乡愁馆后感慨道。

乡愁馆是刘坡村的“文化地标”，从织

布机、犁耙、土陶水缸，到石磨、粮食柜等

不一而足，总计80余件，全是传统农用老

物件。“这些物件大部分是村民自发捐赠

的，有的是从村里‘淘’来的，收集老物件，

不仅让老一辈看得见、摸得着乡愁，还能

让年轻一代了解村里的发展历史、忆苦思

甜。”刘坡村党支部书记吕川川说。

在乡愁馆不远处就是刘坡村的文化

广场，广场中心的“村规民约”宣传墙格外

醒目。“这是村里利用微信群、走访入户等

方式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制定的。”吕川川

说。

依托良好的家风家训资源，刘坡村相

继开展了“乡村光荣榜”“星级文明户”“文

明家庭”等选树活动，强化价值引导。在

家风文化的推动下，刘坡村先后获得星级

“农家书屋”、市级文明村等诸多荣誉。

连日来，洛阳市安

乐镇持续开展消防安全

夜查行动，重点检查村、

社区的劳动密集型场

所，仓储企业、养老院、

公共娱乐场所等人员数

量多、用电量大、易发生

火灾隐患的场所，把危

害群众安全的隐患消灭

在萌芽状态。

张利芳 张智峰摄

新项目 新开局 新征程 新气象

签约开工投产项目35个洛龙区

本报讯（记者许金安通讯员谢
芳）1月4日，洛龙区集中签约项目8

个，均为亿元以上省外投资项目，总投

资65亿元。开工项目17个，总投资

124.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50.2亿元。

投产项目10个，总投资54.1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4.75亿元。

2021年以来，洛龙区认真贯彻落实

省委工作部署和全省重大项目建设暨

“三个一批”推进会精神，牢固树立“项目

为王”理念，以项目高质量建设带动区域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全省第三期

“三个一批”活动中，洛龙区开工项目数

量和投资额排名均位于县市区前列。

集中开工项目16个偃师区

本报讯（记者许金安通讯员魏延
军王雷）1月4日，洛阳市偃师区集中

开工16个项目，总投资63亿元，既有

围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实施的产业项

目，也有围绕公共设施完善实施的基

础设施项目，还有群众关注度高的生

态环保、社会民生等项目。

“三个一批”活动开展以来，偃

师区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牢固树

立“项目为王”工作理念，把项目建

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力支撑、

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经济增长的

内生动力，坚持系统谋划、一体部

署、上下联动，扎实开展“三个一批”

活动，成功引进、签约、建设了一批

重大项目。

集中开工投产项目28个孟津区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许金安通讯

员关晓萌杨育新）1月4日，在收听收看

全省第三期“三个一批”活动电视电话会

议后，孟津区举行2022年第一季度重大

项目集中开工投产仪式。此次“开工一

批”项目共22个，总投资92.5亿元；“投

产一批”项目共6个，总投资23.3亿元。

据悉，2022年第一季度孟津区开

工投产的项目涵盖了工业、服务业、基

础设施等领域。开工的22个项目中，

涉及工业项目15个，总投资40.4亿

元；服务业项目5个，总投资27.5亿

元；基础设施项目2个，总投资24.6亿

元。已投产的6个项目中，涉及工业

项目4个，总投资5.3亿元；服务业项

目2个，总投资18亿元。

集中签约开工投产项目7个伊滨区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通讯员翟灿
波 吴会菊）1月4日，汝阳县2022年

度第一批重大项目开工活动启动仪式

在汝阳玄武岩科技工业园项目现场举

行。此次集中开工项目共计28个，总

投资160.99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50.5亿元，其中总投资10亿元以上项

目7个，亿元以上项目21个。这批项

目中既有主导产业项目，也有民生实

事项目、基础设施项目、生态环保项

目，对于汝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

有长远意义。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通讯员李雪
玲 葛高远）1月4日，伊川县第三期

“三个一批”活动暨中钢洛耐（伊川）

先进耐火材料产业园二期年产10万

吨新型耐火材料项目开工。活动中，

伊川县谋划签约项目 6个，总投资

28.4 亿元；开工项目 12 个，总投资

47.24 亿元；投产项目 6 个，总投资

27.61亿元，这其中，既有工业项目和

现代农业项目，也有改善民生的基础

设施项目。

2022年，伊川县已初步谋划实施

重点项目102个，总投资273亿元，当

年计划投资102亿元。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通讯员罗孝
民 赵明辰）1月4日，嵩县举行2022

年第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集中开工46个项目，总投资达160.75

亿元，涵盖了重大基础设施、新型城镇

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环保、民

生和社会事业等领域。

近年来，嵩县牢固树立“项目为

王”鲜明导向，坚持“以高质量项目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扎实开展“三

个一批”活动，加大重大项目引进建设

力度，聚精会神抓项目、促投资、增动

能，诚信兑现各项优惠政策，为项目提

供一流的环境、一流的服务，如今，一

大批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发展前

景好的项目竞相落地嵩县。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通讯员李艳
艳）1月4日，栾川县举行“开工一批”活

动。此次集中开工项目31个，总投资

170.7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14.8 亿

元。包含富川公司绿色矿山建设提升

改造工程、洛阳伏牛山山地体育运动及

康养理疗提升项目、2022年城镇提质

改造项目、小流域治理项目等，涵盖了

产业发展、文化旅游、乡村振兴、城镇提

质、生态改善、社会事业等各个领域。

本报讯（记者许金安通讯员贺书
云赵笑菊）1月4日，洛宁县同步参加

全省举行的第三期“三个一批”活动，

总投资40.3亿元的11个项目集中开

工。

近年来，洛宁县因地制宜、突出特

色、放大优势，聚焦聚力推进重大项目

建设，此次精心谋划第三期“三个一

批”重大项目11个，主要包括洛宁县

冷链仓储物流体系建设项目、洛宁县

洛龄食品加工项目、洛阳龙翼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口服液生产项目、洛阳中

元服饰有限公司年产500万件服装项

目等，涵盖生态环保、现代农业、新型

城镇化、新型基础设施、先进制造业、

社会民生等领域。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许金安 通

讯员张珂）1月4日，初雪纷飞，宜阳县

举行第三期“三个一批”活动暨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仪式，集中签约、开工、投

产15个项目，涉及航空航天、智能装

备制造、新材料、乡村振兴等新兴产

业，总投资130.5亿元。

当日集中签约、开工、投产的15

个项目中，包含以福通智能装备制造

产业园、尚科智能换热设备项目为代

表的“签约一批”项目 2个，总投资

16.8亿元；以洛阳俯冲智能玻璃钢化

设备项目、洛阳航空航天双创科技港

项目为代表的“开工一批”项目6个，

总投资35.2亿元；以黄河同力绿色新

材料产业基地（一期）项目、金盼保温

板项目为代表的“投产一批”项目5

个，总投资24亿元。

集中签约开工投产项目15个宜阳县

集中开工项目11个洛宁县

集中开工项目31个栾川县

集中开工项目46个嵩县

集中开工项目12个伊川县

集中开工项目28个汝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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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计划”
奏响城市青春乐章洛龙区 偃师区

基层岗位上
青年有担当

伊川小米，中！

“吞”30万吨垃圾“吐”1亿度电

新安县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投用

洛龙区翠云路街道
党建带群建带出新局面

孟津区平乐镇刘坡村 乡愁馆里乡愁浓

伊滨区寇店镇二教塔社区

创新“支部+公司+居民”致富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