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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发展环境之问
问己篇

□洛平

（一）发展环境，是一个城市综合竞
争力的核心，也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的“命门之穴”。

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边陲，从改革开
放前沿到北国边疆，当下区域经济的竞
争，无一不在发展环境上发力。哪里环
境好，哪里就是生产要素的聚集地；哪里
环境差，哪里就是发展的“盐碱地”。

（二）西望长安，浮想联翩。
时隔一年，人们依然对投资 300 亿

美元的三星电子闪存芯片项目落户西安
背后的“西安速度”津津乐道。这个改革
开放以来中西部地区最大规模的外资项
目洽谈期间，西安确定“四小时”回答制
度，无论问题涉及的部门多么广，都要遵
守时效，给出专业回答。

何止是西安，只要走出去看看，哪一
个城市没有自己可圈可点的“速度”？！
在百度搜索引擎中键入“优化发展环
境”，竟然出现720多万条结果！各地对

“发展环境”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三）有人这样说，洛阳，如果您的名

字是您最大的品牌，那么发展环境就是
您最鲜明的性格。

诚然，从“强抓干部执行力”到实施
“环境优化年”，从“狠抓落实年”到“作风
建设年”，优化环境，一直是洛阳发展的

“强音”。特别是今年7月下旬以来，洛
阳再发优化环境“动员令”：在全市开展
优化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环境专项治理
活动——

首席服务官走企业、进车间，真心帮
扶，排忧解难；

领导分包制叫响了“有困难找领
导”，开通了政企联系的“直通车”；

项目联审联批，实行“一家受理、抄
告相关、同步审批、限时办结”，让“一条
龙”服务、“一站式”审批真正落地；

…………
多项措施，一个指向——让洛阳的

发展环境“经得起比较，经得起打听”，为
开放招商、企业发展赢得更大空间。

（四）发展无止境，优化环境亦无止
境。比照发达地区，着眼更大发展，洛阳
发展环境还有待认真“打磨”——

思想解放不够深。“先人一步，遍地
黄金”的道理人尽皆知，但遇见问题，就
总想着条条框框怎么定、上级怎么说、以
前怎么搞、别人怎么做，缺乏先行先试的
勇气和魄力。

行政服务不到位。行政审批流程不

透明、不连贯、不明白，让服务对象多次
往返；今天这个部门来检查、明天那个部
门要“执法”的现象时有发生；碰到监管
职能划分时，部门之间你争我抢，而碰到
急、难、险、重的任务时，就你躲我绕，“练
太极”“打乒乓”。

作风纪律不够严。很多问题，上级
一重视，马上就抓；领导不强调，立刻就
放。同时，纪律的板子有时“高高举起，
轻轻落下”，打在“不作为、慢作为、乱作
为”者身上不疼不痒，作风建设有时陷入

“改过来又改过去”的困境。
（五）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

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也是优化发展环
境面临的核心问题；处理好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才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才能

“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
活力竞相迸发”。那么，在加快转变政府
职能上——

如何科学定位职能部门角色，既不
“越位”，也不“缺位”，把该管的事管好，
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各类公共服务，
营造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
济环境，不断激发市场活力？

如何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把应该
由市场决定的交给市场，把更多精力放
在优化环境、服务企业上，让各类投资主
体愿意来洛阳创业兴业，并且能够在洛
阳创业兴业？

如何简政放权，继续深化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进一步简化和规范审批事项
和程序，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
活力的“加法”，让优良的发展环境释放
出更大的发展“红利”？

…………
（六）优化发展环境，执行力最有“说

服力”。审视一些部门的执行力，要么对
上面政策吃不透、拿不准，实施起来不知
所措；要么生搬硬套，政策活力几近丧
失；更甚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把好经
越念越歪。这样的执行力，显然难以“把
正确的事情做正确”。那么，在破解“中
梗阻”上——

如何创新抓落实，抓住关键问题、把
握主要矛盾，敢于先行先试、勇于突破创
新，做出正确、有效的决策，使工作更好地
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如何着力提效能，大力倡导雷厉风
行、马上就办的工作作风，对企业的各种
请办事项，该决策的果断决策、该落实的
尽快落实，真正让企业办事“零障碍”？

如何主动解难题，对企业生产经营
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力争在第一时间

掌握、第一时间研究、第一时间解决，绝
不走马观花、做做样子？

…………
（七）优化发展环境，关键在干部作

风。当前，“四风”问题在洛阳的干部身
上或多或少存在，有些还比较严重，成为
破坏发展环境的“慢性毒药”，如不硬起
手腕解决，我们的工作就不可能有根本
起色。那么，在反“四风”问题上——

如何紧密结合即将在全市开展的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让一些“四
风”缠身的干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
澡、治治病”，真正找准“穴位”、抓住“要
害”、祛除“病灶”？

如何立足洛阳实际，把上级“规定动
作”与洛阳的“自选动作”结合起来，通过
权力的规范运行、机制的调整优化、制度
的创新完善，真正堵住作风建设的漏洞，
形成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

如何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把反“四
风”与优化环境、推动发展、赢得民心结
合起来，尤其要落实到解决百姓和企业
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上来，不走形式、不
走过场，真正让广大群众看到新变化、新
气象？

…………
（八）有人说，正如优化环境同样是

“转方式”一样，从严问责也同样是在“抓
发展”。没有问责，正气就树不起来，歪
风邪气就会泛滥，再好的发展思路、再好
的决策部署、再好的招商项目，最终都是
空谈。那么，在强化问责上——

如何重拳出击，对个别部门和少数
干部滥用职权、吃拿卡要等行为实行“零
容忍”，敢于“动真格”，真正让洛阳的发
展环境“经得起比较，经得起打听”？

如何完善监督，既最大限度地发挥
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能优势，又健全民主
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机制，为优化
环境注入压力、增加动力？

如何树立导向，加快完善干部考核
评价办法，将干部的提拔任用与对洛阳
经济发展的贡献结合起来，把优化环境
体现在政绩考核、干部选拔和行政问责
的全过程，让奋发有为的人有位、让不思
进取者让位？

…………
（九）“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

笃行，才弥足珍贵”，深味习近平总书记
的谆谆寄语，行进在经济奋起之路上的
洛阳，必须拿出攻坚克难的勇气和坚持
不懈的韧劲打造一流发展环境，这承载
着洛阳希望，承载着百姓福祉！

□记者 李迎博 李江涛

●国企退休职工 王海军
加大支持引导
培育骨干企业

“十二五”规划纲要，将培育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经济
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一项重要任
务。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同于成
熟的传统产业，在某种程度上属
于弱势产业，需要各级政府的大
力支持和引导，在支持方式上应
多管齐下，着力培育市场潜力
大、产业基础好、带动能力强的
骨干企业，从而带动相关产业加
快发展。

●科研院所职工 陈景昊
组建研发团队
促产学研融合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
把科技创新放在首位。企业要
组建自己的研发团队，建立高精
尖的人才队伍，建立自主灵活的
运行机制和先进的管理模式，增
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洛阳拥有
众多科研机构和专业技术人员，
但很多科研成果没有转化为生
产力，政府须多方支持，搭建一
个高效、科学的产学研平台，促
进新技术、新科技与市场对接，
吸引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联
的企业、技术、人才在洛阳安家。

●民营企业职工 史腾飞
建好发展平台
实现产业集聚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一靠
现有企业的转型升级，二靠开放
招商，但无论如何，都需要政府
提供有吸引力的政策、措施和条
件，建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平台。我市部分产业集聚区的
发展规划，全局性、集聚性不够，
还需在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的
产业基础方面作努力，形成培育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合力。

问计篇

培育骨干企业
建好发展平台
我市各条战线工作人员
热议战略性新兴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