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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升级，赢在“起跑线”
—— 一论“突出七大重点，在新常态下加快建设名副其实副中心”

□洛平

产业升级，一个时代的命题。
在新常态下加快建设名副其实的

中原经济区副中心城市，市委十届十三
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

“突出七大重点”，首要的就是着力抓好
产业升级。

市委书记陈雪枫曾指出，产业是一
个地方的硬实力，决定着城市的兴衰，
影响着城市的福祉。

洛阳要建成名副其实副中心，有
三个基准点不能退：一是与中心城市
的差距必须缩小，二是经济总量占全
省的比重必须在 10%以上，三是经济
总量在全国的位次不能被“挤出”50
强。这，都要靠实力说话，都要靠产业
支撑！

如果再把洛阳置于中国经济新常
态下考量，我们会进一步领悟产业升级
之于洛阳的重要意义——

新常态最核心的是发展方式转变，
就是要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着力
解决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推动经济
发展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产业升级，
自然而然成为其中的关键。

以机器人、智能制造为代表的“工
业4.0时代”，已经悄然来临。在产业升
级方面，大多数地方还处在同一起跑线
上，但这是一条输不起的起跑线。如果
见事迟、行动慢，输掉的将不只是几个
产业，而是整个未来！

洛阳输不起，洛阳必须赢！
“治大国如烹小鲜”，运用习近平总

书记所强调的辩证思维，我们可以洞见
洛阳的产业升级“凭什么赢”——

产业升级更加迫切。我市产业结
构国大民小、重多轻少、老多新少等问
题突出，活力不足、创新不强，尤其是装
备制造等传统支柱产业仍面临较大困
难，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产业升级达成共识。从观念上看，
我们正逐步走出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
模式，更加自觉地把工作着力点放到转
方式、提质量、增效益、可持续上，坚定
不移地走新常态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之路的理念已经形成。

产业升级机遇来临。国家正在加
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四化”同步发
展，为顺利完成“十二五”规划，还将启
动一批新的重大项目；随着新技术、新
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等领域的投

资机会不断涌现，尤其是基于互联网信
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的春天已经到来。

产业升级曙光已现。中信重工等
一批企业已经在装备自动化、智能化领
域取得较快发展；以惠普、中兴等行业
龙头企业进驻为标志，洛阳的电子信息
产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随着七二五所
ITO靶材等项目的顺利实施，洛阳的新
材料产业已经具备了领先优势；随着白
云山国家旅游度假区等一批重大项目
的实施，文化旅游等服务业龙头的支撑
带动作用也在明显增强……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也
总 是留给有思路、有志向、有韧劲的
人们。”

选准点、走对路，洛阳就完全有可
能抢占新一轮产业发展制高点！

识势顺势才能谋事成事。当前，洛
阳在产业升级上要把握好五点：

一是要加快推进先进制造技术、信
息技术、智能技术融合集成，推动装备
制造业由生产传统装备向生产智能装
备、提供单一设备向提供成套设备、流
水线批量生产向个性化生产和便捷化
服务转变，推动能源原材料产业增加

科技含量，拉长产业链条，向精深加工
和高端应用方向发展，推动电子信息
等新兴产业做大做强，使“洛阳制造”
迈向“洛阳智造”，让洛阳装备“装备
世界”。

二是要抓住机遇，坚持全面发展与
重点突破相结合，以文化旅游、现代物
流、电子商务等为重点，全面推动服务
业提质加速。

三是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因
地制宜发展特色高效农业，不断提高农
业综合效益，努力走出一条洛阳特色的
农业现代化之路。

四是要跳出传统的产业概念，运用
互联网思维，推动产业融合和业态创
新，走出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信息化、
农业产业化和休闲化的新路子。

五是要提高产业链编辑能力，明晰
主导产业、培育龙头企业、集聚关联企
业，推动产业集群发展，以产业链和服
务配套能力、要素成本优势来应对激烈
的市场竞争，推动产业园区由第一、第
二代向第三、第四代跨越。

理想的丰满，从来离不开现实的澎
湃之力。按下产业升级的“快进键”，洛
阳必将谱写更加出彩的“洛阳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