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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住你的手，传递我的温暖

▲

□李莹利

从上游果源到下游销售，洛阳湖滨的
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是否适合当前企业发
展需求？对当地经济结构调整，甚至在
中原经济区建设中，洛阳湖滨能发挥怎
样的作用？对此，笔者近日采访了河南科
技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席升阳。在他
看来，洛阳湖滨能在“三化”协调发展，尤
其能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

“三化”协调发展，又各有侧重

2012年11月，十八大刚闭幕，国务
院就正式批复了《中原经济区规划》，建
设中原经济区有了纲领性文件。

《中原经济区规划》的总体要求指出，
建设中原经济区要“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
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
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路子”。

席升阳说，“三化”协调发展究竟以
哪一方面为龙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
点。在他看来，龙头应是新型城镇化。

席升阳说，这要从新型城镇化的产
业关联来考虑。首先来看新型城镇化和
工业的关系，新型城镇化建设会成为新
型工业化的下游需求强点，如城镇化发
展中所需的水泥、钢铁、建材等，涉及几
十个行业，新型城镇化建设会直接拉动
工业向新型化方向发展。

其次来看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
的关系。席升阳认为，农业现代化有一
个基本前提，就是农业土地的大规模流
转。没有土地的大规模流转，难以发展
现代化农业。只有通过城镇化建设，才
能把农民变成市民，释放出大量土地，为
土地流转作好准备，也为农业现代化发
展打好基础。

最后来看正在进行的新农村社区建
设。席升阳说，从新农村建设到城镇化
建设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新农村建设
的重点是打造“新农民”。“新农民”是用
现代科技知识武装起来的，实际上，农民
的身份没有改变。

产城共融，变农民为市民

要把农民彻底变成市民，改变他们的
生产、生活方式，在席升阳看来，还需要把
新农村建设过渡到新型城镇化建设。

席升阳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仅
仅是高楼的简单聚集，更重要的是要城
镇具有自我生长、自我复制的能力，即自
我发展的能力。自我发展就需要产业。
只有产业才能改变农民的收入增长方
式，改变农村和城镇的经济增长方式；只
有产业才能创造就业岗位，吸纳劳动力。

席升阳说，新型城镇化应该是产城
共融的，即产业和城市相互结合在一起，
相辅相成，互补互惠。他认为，如果只有
产业没有社区，那只是一个产业聚集区；
如果只有社区没有产业，则只是一个生
活区，真正的城镇化则是产城共融的。

这些都是洛阳湖滨在发展中需要考
虑的大背景。只有认清这个背景，才能
明确自身发展的方向，确立发展道路和
模式。

9日下午老城区人大会议结束后，
东南隅办事处代表团的15名人大代表
组团买煤炉、购春联，到办事处下辖区
域的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众家中看望。

困难户李清杰因买不起煤炉，十
几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冷冰冰的，人大

代表们为他买了新煤炉，并现场安装
好；在孤寡老人家中，人大代表邵新路
挥毫泼墨写春联、送祝福……

洛龙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打来电
话咨询此活动，他们表示，近期将组织
捐助活动，为需要救助的人提供帮助。

洛阳餐饮旅游集团的相关负责人
卫正欣说，他们愿意参与到活动中来，
为这股暖流添一份热量。

位于延安路附近口福居（总店）的
负责人赵中立说，她愿意帮扶部分困
难户，给他们送些实用的物品。

绿色湖滨“三化”助力
富农惠农 崛起中原

▲

有人提供需要救助者的信息，有人说想献爱心

让我们用爱温暖寒冬
“三化”协调
为湖滨设立
大背景
湖滨全产业链专家观点之一□记者 郑凤玲 寇玺 见习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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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城寻找流浪者，本报在
行动；如您愿意奉献爱心或身
边有需要帮助的人，请拨打
66778866 联系我们……”9 日
本报刊发的《握住你的手，传
递我的温暖》一文，如冬日的
一缕暖阳，照进了寒冷的洛
城。昨日，不断有读者打来电
话，有的提供需要帮助者的线
索，有的想要送上一份温暖。

“南昌路西苑桥下，有个拾荒老
人，2010年就在那搭了两个棚子，还
有几只流浪狗。”

“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门口，
这段时间有一个流浪女子。她白天不
知去哪里了，晚上才到这里来。”

“我们社区有一名无儿无女的老
人，他的房子很旧，需要一个取暖的
煤炉。”

…………
这两天，本报接到了不少市民的

电话，为我们提供身边的流浪人员和
需要帮助的老人的信息。

因为网络上流传的一段视频，在
市区流浪的汝州“毁容母亲”张慧霞广
受关注。视频介绍，张慧霞面部意外
烧伤后，与丈夫离婚了，带着两岁的女
儿离家流浪，晚上在市妇女儿童医疗

保健中心大厅过夜。据了解，去年12
月底，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已将张
慧霞送回了汝州，但9日上午记者从
该保健中心值班护士处得知，当天早
上，她们看见张慧霞从医院大厅离
开。市救助管理站流动救助队队长田
举说，以前也曾有送回家乡的流浪人
员再次外出流浪的情况，张慧霞可能
也是这种情况。

根据老城区许女士提供的线索，
9日下午记者来到义勇街1号院的一
座居民楼里。

许女士说，住在2楼楼道里的流
浪者是个四五十岁的女人，东北人。
我们到时她不在，可能去收废品
了。映着昏暗的灯光，记者看到2楼
楼道里有一块木板，板上放着叠得
整齐的棉被和一个旅行包，周围还
有锅碗和杯子，楼梯间的窗口吹进
阵阵凉风。许女士说，流浪女子已
在这里住了多年，说是一直在等儿子
来接她。记者和市救助管理站联系
后得知，他们一直在关注这名流浪
者，但她不愿意接受救助。

半个小时后，这名流浪者出现

了。许女士递给她几包方便面，她摇
头不接。记者劝她到救助站住几天，
度过三九天，她却不断摆手，说儿子今
年会来接她，不愿意离开。田举说，他
们会继续关注她的动向。

9日22时40分前后，市民余女士
来电说，有人露宿在西苑路武汉路口
的建设银行门前。23时许，记者赶到
现场后看到，银行的台阶上有一个露
宿者，从露出被子的花白头发看出是
一位老人，盖着两条绿色的被子，头枕
一个大编织袋。

“老人家，您需不需要帮忙？”面对
记者的询问，老人始终不回答，后来索
性将头埋到被子里。

随后，记者拨打24小时救助热线

62267164，工作人员询问情况后，表
示会马上派人过来。10日零时许，市
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赶到。

“这个人在这儿很长时间了，可
问啥他都不理。按规定不能强制，
我们只能尊重他的意愿。”田举告诉
记者，这个老人白天拾荒，晚上就
住在附近，已有两三年了。他们经
常过来看他，看看他有没有生病，有
啥需求。最后，市救助管理站工作
人员在老人身边放了些方便面和火
腿肠。

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何会露宿
街头，也不知道他们为何不愿接受救
助，但我们还是用行动告诉他们，有人
惦记着他们的冷暖。

爱心，逐渐汇成暖流
送煤炉、写春联，他们在行动

本报发起的“伸出你的手，传
递冬日温暖”活动，期待您的参
与。如果您发现有露宿街头的流
浪者，或者您所在的社区有住所寒
冷、衣不保暖的老人和需要棉衣、

棉被的儿童，可拨打66778866、
18638358883 或 18237958551
告诉我们。

我们也欢迎爱心市民、热心
公益事业的企业和我们联系，您

可以捐款，可以捐取暖用的煤
球、煤炉等，也可以捐棉衣、棉
鞋、棉被……本报将为您牵线搭
桥。让我们一起携手，让洛城充
满爱，让温暖满古城。

他们，不愿接受救助
虽然无奈离开，但我们会继续关注他们

这里，有需要帮助的人
看到报道后，热心市民纷纷提供线索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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