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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岁末，总有些回眸可以穿越时光、沉淀价值，总有些梳理能够给人信心、温暖与希望。作为“十三五”开局之年、决胜全面小康开局之年，2016年在洛
阳的发展史上，堪称意义重大，必将影响深远。

这一年，市委、市政府主动适应、把握和引领新常态，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新发展体系为支撑，
提出了“四高一强一率先”奋斗目标，科学谋划推进“9+2”工作布局，完成了洛阳“十三五”发展的顶层设计。在人心所向中，千年帝都开启了新的远航。

这一年，全市上下同心同德、奋发有为，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自贸区两大国家战略先后落地，地铁、龙门站综合交通枢纽、古城
快速路等一批大事要事取得突破，脱贫攻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扎实推进，特别是省、市党代会的胜利召开，新的战略定位已然明晰，新的美好蓝图已经绘
就，洛阳发展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

这一年，从更有信心脱贫的众多贫困户，到受益于普惠奖补政策的小微企业，从“让河洛大地天更蓝、山更青、水更绿、环境更美好”的全民期许，到“建好
小游园、打通断头路”的获得感……人们越发感受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城市铿锵前行的同频共振。

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洛阳才能在率先发展中凝聚民心民力，在继续前进中实现全面小康。从今日起，本报推
出“回眸2016”大型策划报道，通过《回眸2016·为民发展谱新篇》《回眸2016·话民生 说实事 看落实》栏目及2016年度洛阳晚报最具影响力新闻评选活动，以
期在回首中提振信心，在重温中坚定方向。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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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看洛阳“新”气象
—— 加快推进“9+2”工作布局之现代创新体系篇

□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张炜 魏斌 王
思臣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
未来。

省委常委、副省长、市委书记李亚
强调，“9+2”工作布局是一个相互融
通、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
在这一工作布局中，现代创新体系是动
力源泉，通过打通“四个通道”、促进“四
链融合”，可以为构建其他体系提供动
能强大的新引擎。

今年以来，我市坚持市场导向、企
业主体、人才支撑、项目抓手、改革牵
引，加快推进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洛阳片区建设，积极出台各项政策和
举措，产业亮点持续涌现，创新正成为
引领洛阳发展的第一动力。

建设一个龙头，创新示范
步履坚定

回首2016年，这是我市政策利好
“井喷”的一年，也是全市上下抢抓历史
机遇干劲十足的一年。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获批
建设，洛阳入围国家小微企业创业创新
基地城市示范，两张高含金量“城市名
片”的获得，彰显了洛阳的创新实力。

8月26日，在全市科技创新暨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动员大会上，我市
提出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为龙
头，加快构建现代创新体系、努力建设
创新型城市，争当全省创新发展排头
兵，争做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
头羊。

在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
设开局之年，我市产业创新活力迸发、
亮点频现，创新示范势头强劲：

创新龙头“腾起”，中船重工第七二
五研究所等8家企业入选2016年河南
省创新龙头企业，入围数全省第一；

中小企业“虎跃”，截至11月底，全
市共新增高新技术企业43家，省级创
新型试点企业8家、省级科技型中小企
业257家，数量居全省前列；

重大专项“领跑”，“机器人控制与
驱动及离线编程关键技术研究与样机
研制”等6个项目获得省重大科技专项
立项支持，共获得省拨经费1700万元，

占全省18.58%，居全省各省辖市之首。

打通“四个通道”，消除痛
点蹄疾步稳

通则不痛，不通则痛。
李亚强调，要着力打通科技和经济

社会发展之间的通道。这是破解创新
发展难题的关键所在，对洛阳加快构
建、完善和提升现代创新体系具有指导
性和针对性。

今年，我市不断出台各项政策和举
措，着力打通“四个通道”、促进“四链融
合”，各领域实现一项项新的创新引领。

这一年，打通政产学研深度融合通
道，“四链融合”加速推进——

时下，围绕共性问题展开联合攻关
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已是产业
创新中坚力量。今年以来，洛阳取得
的不少重大共性技术突破，均是我市
企业牵头并依托联盟协同创新结下的
科技果实。

今年，我市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
以洛阳企业为理事长单位的国家、省、市
级联盟总数达26家，涵盖“五强六新五
特”现代产业布局中的大部分产业。

资金链建设也力道十足。
全市首家科技支行洛阳银行伊滨

科技支行开门迎客；市科技型中小企
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运用加速推进；
212家科技型企业喜获1亿多元科技
创新券……

政策链建设加速跟进。
我市出台《关于构建现代创新体

系的指导意见》《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洛阳片区建设实施方案》等，

“1+2+N”政策格局逐步形成。
这一年，打通军民企地对接转化通

道，企业更快融入洛阳创新发展——
洛阳企业卧虎藏龙，是创新资源的

富矿。为了进一步挖掘富矿，我市今年
接连召开地企合作会议，驻洛央企、高
校纷纷拿出了压箱底的“黑科技”，交流
气氛热烈、成果丰硕。七二五所带来了
铁路桥梁减隔震支座等研发成果；中航
工业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展示了智能
机器人等创新产品……

截至目前，我市已成功召开四次地
企合作会议。其中，签约科技成果转化
及科技合作项目 36 个，协议总金额

69.6亿元，有26个项目顺利实施，一大
批科技成果实现落地转化。

不仅政府发力，企业也给力。今
年，我市加速推进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
范区创建，各企业围绕军民融合发展，
在打造军民融合“洛阳样板”实践中不
断出彩出新。

这一年，打通市场化运作通道，
“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模式加速
形成——

科技创新需要舞台，这个舞台，就
是各类平台和载体。今年以来，我市以
各类科技园区和孵化器为依托，创新载
体、平台“国家队”不断扩容，市场化运
作实践有声有色。

再看这几年特别“火”的新型研发
机构。今年，我市出台《洛阳市促进新
型研发机构发展实施办法》，提出建立
符合相关要求的新型研发机构，市政府
将在土地、资金、专项人才编制等方面
予以支持。目前，我市已同国内外一流
高校院所和行业龙头企业合作建设了9
个新型研发机构。

这一年，打通人才成长通道，人才
正成为支撑创新发展第一资源——

日前，在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的超
净实验室里，首批“河洛英才计划”入选
者之一、美国硅谷博士彭先兆团队，正
在组装世界上最先进的第三代OCT眼
科医疗成像设备，力争今年年底推出首
台样机，填补我市精密光学医疗设备研
发空白。

自去年11月签约落地以来，“河洛
英才计划”首批支持的4家团队7000
万元财政扶持资金已按时拨付到位，团
队项目建设均已进入实质化运营。

创新需要领军人物，更需要能工巧
匠。9月，我市出台《关于实施“河洛工

匠计划”加快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
见》，支持培育“河洛工匠”，举措空前。

有理由相信，随着政策的进一步细
化和落实，定能让我市更多的大工匠脱
颖而出，蔚然成林！

实施重大专项，构建体系
勇毅向前

滴水穿石，绝非一日之功。
目前，我市仍面临科技与经济结合

还不够紧密等问题，以企业为主体、产
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尚未真正
形成，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
作用有待进一步增强。

在构建现代创新体系的道路上前
行，为实现创新能力更强、创新生态更
优、领军人才更多、体制机制更活的四
大目标，洛阳仍不能有半点松懈。

目前，我市构建现代创新体系已确
立“实施双倍增工程，打造全省最具活
力的创新高地”等重大专项、200多个
重大支撑项目，涉及创新主体及平台打
造、“四链融合”、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8
个领域，让现代创新体系在洛阳落地生
根，使洛阳在打造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
高地过程中实现率先发展。

专项谋划逐步深入，推进实施滚
石上山。下一步，我市将对各重大专
项再细化、再完善，进一步明确各专项
的目标要求、重点任务、责任分工和支
撑项目。

掌舵沉稳自如，知难勇毅向前。我
们相信，以久久为功的韧劲、艰辛深耕
的苦功，洛阳一定能够不断构建、完善
和提升现代创新体系，在加快实现“四
高一强一率先”奋斗目标的征途中不断
取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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