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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迎博

“坚定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为做好军民融合工作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推进军民深度融
合发展的重大战略和决策部署，积极推动军民融合创新，争创国
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探索走出了一条具有洛阳特色的军民融
合发展新路子。

建设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

产业融合发展 科技协同创新

如今，创建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已成为我市
军民融合发展的一大契机。我市将牢牢把握军民融合
的发展机遇，努力当好全省军民融合创新发展的排头
兵，重点围绕工作机制、企业体制、搭建平台等三个方
面开展探索创新，着力构建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军地
技术双向转移、军队保障社会化、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等四个融合体系，初步形成了良好的融合发展态势。

打造军民融合产业体系。围绕产业发展，我市
在洛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规划建设洛阳市军
民融合产业园区，目前已确定25个项目进驻园区。

搭建军民融合服务平台。围绕产业发展、信息交
流、协同创新、投资融资等领域，我市整合军地资源，探索
构建军地衔接的公共服务平台。成立中原军民融合产业
联盟，目前会员达100多家。

打造军地协同创新体系。我市依托科研优势，着
力推进军地协同创新，加快军民融合科研平台、人才
团队建设，已累计设立河南省复杂电磁环境效应院士
工作站等28个院士工作站，引进清华大学、深圳光启
等国内一流创新资源，设立新型研发机构9个，推动军
民科技成果相互转化。

机遇：当好全省军民融合创新发展排头兵

军民融合关乎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既是兴国之
举，又是强军之策。在十九大报告中，军民融合发展
战略作为到二○二○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的
七大战略之一，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批批出自军工企业的“洛阳创新”，如今积极拓
展民用市场，飞入寻常百姓家。

中船重工第七二五所采用“一所两制”的管理模
式，在保持军工科研职能的同时，注册成立了双瑞科
技产业集团，在出色完成航母、载人潜水器、神舟飞

船、核潜艇等重大军工科研任务的同时，壮大特种装
备、钛合金、防腐与水处理、橡塑复合材料、医疗器械
等五大产业板块。2016年实现营收90多亿元，其中
90%以上来自民品产业。

“民参军”也给一大批企业带来发展活力。
粗略统计，我市已有 20多家民口军品配套单

位，凭借行业领先的技术优势，进入军工领域，从而
推动军工产业的升级，也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了不
竭动力。

发展：“军转民”“民参军”遍地开花

优势：工业基础雄厚 科研实力较强

10月11日，河南省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正式
签约落户我市。

洛阳战略地位突出、区位条件优越，驻军规模较大、
需求牵引有力，工业基础雄厚、军工企业众多，科研实力
较强、创新要素集聚，拥军氛围浓厚、融合实践丰富，在

“军转民、民参军”上“富矿”很多，空间巨大、前景广阔。
洛阳军民融合的“富矿”到底有多“富”？
我市拥有军工科研生产单位8家、规模较大的民

口军品配套单位35家，占河南省国防科技工业系统的
1/3。拥有全省唯一的国家级军民结合产业基地，产
品覆盖航空航天、船舶舰艇、导弹修理等诸多领域，以
光电设备及器件、锂离子动力电池、钛合金制品、大功

率柴油机、特种机器人为代表的军民两用产品在国内
市场享有较高的声誉。

洛阳军民融合的基础到底有多强？
在军民融合产业发展方面，我市形成了以中国空空

导弹研究院、航空工业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中船重工七
二五所、中航光电等军工企业和科研单位为核心，以民营
中小企业为补充的专业化军民融合配套协作生产体系。

基于得天独厚的优势，去年以来，我市牢牢把握争
创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这一难得机遇，按照“建成军
工企业融入地方经济先导区、军队保障依托社会服务先
行区和基础设施建设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定位，科学谋
划、统筹推进，着力打造军民融合发展的“洛阳样板”。

● 以机器人及智能
装备、光电设备、高端轴
承、新能源、特种材料等

为重点，建立完善军民融合重点项目库；
● 2017年—2020年，实施军民融合项目

80个以上、总投资600亿元；
● 2017年，开工建设中航（洛阳）电光设

备研究所光电产业园、鹏起实业产业园等28
个项目，力争全年完成投资80亿元以上；

● 依托河柴重工、中信重工等重点企
业，开展定向研发制造，争取产品列入国家
级、省级国防装备生产动员中心，建设军队现
代化装备服务保障基地。

建设国家军民融合
创新示范区

加强规划引领

● 出台洛阳市军民融合
发展规划，明确我市军民融合
发展的总体思路、发展路径、

支撑项目、创新举措等，并积极争取国家支
持，在创建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中先行先试；

● 2018年，全市军民融合产业主营业务
收入突破900亿元，率先突破“军转民”“民参军”
体制机制障碍，探索军队社会化保障和基础设
施共建共享的新模式新路径；

● 2020年，军民融合、产融合作“双合驱
动”取得成效，军民融合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1500亿元。

● 以军民融合产业园为载体，促进军民
融合产业集聚和要素汇集，重点发展航空航
天装备制造、高端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
新材料研发制造等四大主导产业；

● 建立园区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国防知
识产权转移转化、金融服务体系等公共服务
平台，创新探索军民融合发展新模式新经验，
努力打造成为河南省军民融合发展的窗口、
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基地；

● 完成园区规划编制工作，做好项目引
进和服务，力争2017年年底前，鹏起实业等首
批重点企业进驻园区。

加快实施
军民融合重点项目

加快建设
洛阳军民融合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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