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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以“创”造未来

□任德成 杨炳旭 周健

告别了高歌猛进，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已不再是昨天的故事，而是
新的探索和创造。

要迎着晨光创，决不面对晚霞想。站在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
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历史起点上，洛阳市将创新
理念熔铸于发展的伟大实践，倒逼出思路转变、科技突破和产业变革，穿
越惊涛骇浪，破浪前行，造就了经济发展顺势有为、逆势上扬的傲人业
绩。今年上半年，洛阳市经济增速8.1%，高出全国1.1个百分点。特别是
作为老工业基地，洛阳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今年前 8 个月同比增长
9.4%，高出全国3.1个百分点。

成绩来之不易，8.1%、9.4%的增速，是在全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洛阳
经济连续6年持续下降形势下实现的“V”形反转。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

“优化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开放招商”就是发展生产力，“服务企业”就
是促进生产力。创造的精神财富影响深远，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根
基。只有把发展实体经济和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优秀企业作为制定和实
施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政府才会有税收，居民才会有就业，金融才会有依
托，社会才会有保障，梦想才会照进现实。

一个国家强不强大，要看它的工业；
一个国家工业能不能有底气，要看它的装
备制造业！作为“工业之母”的装备制造
业，集中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1953年，新中国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洛阳成为全国重点建设的八个工业城市
之一。在156项重点工程中，洛阳占了7
项。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矿山机器厂、洛
阳滚珠轴承厂、河南柴油机厂等“共和国
长子”纷纷落户洛阳，第一台履带拖拉机、
第一台大型提升机、第一台压路机……在
这里相继诞生，洛阳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中
国工业摇篮，在当时洛阳制造可谓红遍了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在旧制度的轨道上，生产力的新车轮
注定行之不远，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

联盟，让全国、全世界重新感知洛阳。在
我国轴承行业，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想
了解行业最前沿的科技成果，看中国滚动
轴承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就够了。在
这个集中国18家轴承业顶尖企业、高校、
研究机构于一体的联盟体中，担任“盟主”
的就是位于洛阳市的轴研科技。联盟成
立5年来，在5个轴承领域国家级重点项目
中，有4个由轴研科技牵头。通过国家验收
的“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轴承关
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由轴研科技联合
13家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
首套高铁轴承样品指标达到甚至超越国际
同类产品，实现了国产高铁轴承技术零的
突破，为中国高速发展的高铁产业安装上
了一颗奔腾的“芯”。 （下转A03版）

老工业基地创新的“洛阳热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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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以““创创””造未来造未来洛阳

昨日，新华通讯社主办的《瞭望》杂志出版了今年第42期，该期刊登了《洛阳以“创”造未来》一文，报道我市在全
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围绕建设名副其实的中原经济区副中心城市，打造中原经济区重要增长极、文化示
范区、最佳宜居地、开放创新城，将创新理念熔铸于发展实践，倒逼出思路转变、科技突破和产业变革，取得可喜成
绩的做法。本报今日全文转发，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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