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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迎博 通讯员 王杰峥 金婷婷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在今年这个
金秋时节，洛阳收获满满。

9日至10日，中国·河南招才引智
创新发展大会“2020招才引智专项行
动”洛阳专场活动举行。一大批招才引
智项目、产业项目、文旅交通项目签约
落地，洛阳招揽了英才、引进了项目，为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签约一批招才引智项目
提升洛阳区域竞争力

在“才聚河洛”河洛英才计划推介
暨项目对接洽谈会上，5个招才引智项
目集中签约。它们分别是：赵屹团队
的洛阳中科GMP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王广欣技术团队的钴材料研发及产业
化项目、叶志镇团队的大尺寸半导体
硅晶圆研发平台建设项目、寇子明和
吴国雄团队的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工
业用自攀爬钢丝绳索无损检测机器人

项目、陈烨团队的栾川智能大数据科
研中心建设项目。

他们都是各研究所、高校的专家教
授，在各自领域都是行业带头人。洛阳
厚重的历史文化、宜人的生态环境、雄
厚的产业基础以及未来战略机遇，正是
他们选择洛阳的初衷。而洛阳识才、爱
才、用才、容才的诚意，也让他们对洛阳
发展充满信心。

近年，我市持续实施人才强市战
略，为推动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和转型
发展高质量发展会聚了人才力量。
2015 年，我市启动了“河洛英才计
划”。5年来，我市先后引进4批24个
创新创业人才（团队），引进院士、长江
学者等国家级专家40人，获得授权国
家专利162个，累计为122家企业提供
技术服务684批次，为我市优化产业布
局、放大产业优势、提升区域竞争力提
供了坚强保障。

如今，“河洛英才计划”已经成为
洛阳人才工作的金字招牌。日前，我
市出台了《河洛英才计划（2020—
2025年）》，5年内，我市计划引进50
个创新创业人才（团队），聚集500名
顶尖及高层次人才，新增5000名社会
事业领域专业骨干人才，培育5万名
高技能人才，人才资源总量新增50万
人左右。

签约一批招商引资项目
加快洛阳产业转型升级

招才引智洛阳专场活动，不仅是一
场人才的盛会，也是一场对外推介洛
阳、实现开放合作的盛会。

中国科学院智能农业机械装备工
程实验室项目，将实现快速、多维的农
业信息实时监测，实现农田的智能灌
溉、智能施肥和智能喷药等自动控制；
联东U谷·洛阳国际企业港项目将以高
端装备、电子信息、新材料等为核心，打
造一个高端智能生态和产业集群……
一大批签约项目，符合国家和省对洛阳
的战略定位，契合洛阳产业发展方向，
对加快我市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洛阳经
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郑洛第三高速项目、沿黄生态大
道、孟津县三彩小镇项目、正平坊文旅
综合体项目、新唐街项目……在9日举
行的“才聚河洛”河洛英才计划推介暨
项目对接洽谈会及“建设国际人文交往
中心”专场活动、全国重要综合交通枢
纽城市建设高端论坛等分会场活动上，
一大批文旅交通项目的签约，将进一步
推动我市建设全国重要综合交通枢纽
城市、国际人文交往中心。

据统计，本次中国·河南招才引智
创新发展大会“2020招才引智专项行

动”洛阳专场活动期间，我市共签约亿
元以上招商引资项目61个，投资总额
356.6亿元。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打造投资兴业热土

“洛阳是个好地方，不仅自然生态
好，而且政治生态好、产业生态好、营商
环境好。市委市政府把招商引资作为
经济工作‘生命线’，主要领导务实重
干，懂企业、爱企业，全市上下思路清、
目标明、人心齐、干劲足，发展氛围浓
厚，这里是大有可为的地方。希望各位
企业家参与到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热
潮中来，省商务厅和洛阳市将竭诚为各
位企业家搭建更多的合作交流平台，提
供优质服务，以‘店小二’精神主动服
务，我们共创美好未来。”在10日举行
的洛阳市招才引智、招商引资项目推介
洽谈会上，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的致
辞，引起共鸣。

环境好不好，企业说了算。
“5年前，我作为签约嘉宾来到洛

阳。今天，我作为洛阳企业在这里推介
洛阳。欢迎大家在洛阳多走走、多看
看，多认识洛阳、多了解洛阳，我们期待
洛阳明天更美好。”洛阳五洲跨境电商
产业园运营负责人尚永华，在台上发言
时“东道主”的范儿十足。

一批招才引智、招商引资项目签约落户，招才引智洛阳专场活动收获颇丰

签约亿元以上招商引资项目61个
投资总额356.6亿元

□新华社郑州9月10日电

日前，记者穿过碧绿平旷的田野，
抵达河南偃师。立于二里头遗址，心中
感叹：3000多年前，这座夏代都邑里的
先民，可曾想过，其子孙后代竟然成就
了今日泱泱大国？

二里头，一个在中国考古史上极为
耀眼的名字。自发现以来，这处距今
3800年至3500年的遗址不断带给考
古人惊喜。学者认为，以中华文明起源
的“重瓣花朵”模式论，二里头文化就是

“重瓣花朵”的花心。
“二里头文化与都邑的出现，表明当

时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
的局面，进入广域王权国家阶段，这个态
势犹如从‘满天星斗’到‘月朗星稀’，由
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
明。”曾长期主持二里头遗址发掘工作的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认
为，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

走进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序厅，
迎面最醒目的是一尊大禹雕像，以此代
表夏代的开始。

大禹治水、禹划九州……这些深植
于中华民族记忆中的故事，究竟是传说
还是确有其事？作为中国史书中记载的
第一个世袭制朝代，由于缺乏足够的考

古证据，夏是否存在一度引起学界争议。
1959年，史学家徐旭生率先奔向

传说中夏朝城市最集中的地区，即河南
中部的伊洛平原及山西西南部汾水下
游一带。他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位于河
南偃师二里头的一处遗址。

迄今为止，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大
规模的宫殿建筑群和宫城、都邑中心区
主干道网以及官营作坊等重要遗迹，出
土文物数万件。

“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为我们展现了
夏王朝的社会生活图景，让曾被认为是
虚构的历史变成真实可信的历史。”中
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
理事长王巍说，二里头遗址让人依稀看
到曾经辉煌荣耀的王朝气象。

文献史学、考古学、测年技术科学
等学科经过合作研究，证实夏朝是客观
存在的，夏史是基本可信的。这个论断
已成为学术界共识，也被了解考古材料

最新进展的国际学者普遍接纳。二里
头遗址为夏都也是学术界主流观点。

在二里头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多
项“中国之最”：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城市
主干道网、最早的青铜铸造作坊，以及一
件长70厘米的绿松石龙形器——被视为
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二里头遗址出
土器物中，有些具有鲜明的邻近地区其
他文化特征。作为二里头文化重要礼
器的陶酒器盉、爵，向北见于燕山南北，
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一带，西
达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一带。

“在内部高度发展的同时，二里头
文化强力向外大范围扩散，通过兼收并
蓄汇集了中华大地早期文明的精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
作队队长赵海涛解读，在这一过程中，
华夏国家完成了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

“中国”的雏形得以形成。
记者了解，去年，二里头夏都遗址

博物馆和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开
放，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领略赫赫夏都
风采，亲身感受中华早期文明精粹与巨
大张力。

专家表示，随着黄河战略实施，二
里头遗址的发掘、保护迎来新机遇，这
部“无字地书”将揭秘更多历史细节。

在夏都二里头，感受中华早期文明精粹

2019年10月19日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内拍摄的展品“绿松石龙形器”复
制品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