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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资料

妥善保存

洛 阳 信 息
（第 25 期）

中共洛阳市委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11 日

各级各部门强化责任勇于担当统筹做好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十二）

市商务局开启“云招商”模式确保疫情防控期间招

商引资不断链 一是强化政策宣传，确保招商氛围不减。出

台《洛阳市招商引资优惠政策“金十条”》，充实完善《洛阳

市投资指南》；谋划 403个、投资总额 3705.4亿元招商项目清

单，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自媒体平台、商协会平

台等渠道进行高频次、高精度、大范围发布，营造浓厚招商氛

围。二是精准靶向发力，确保招商导向不偏。制定“565”产业

招商图谱，瞄准世界 500 强、国内 500强和行业 100强企业，

按照产业链上下游关系筛选出产业链各环节龙头企业、国内外

招商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为精准招商提供指导和遵循。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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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线上对接，确保招商项目不丢。紧盯重点促落地、促到资，

梳理一季度有望到资的项目，以未到账金额超过 1 亿元的项目

作为工作重点，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与客商对接商谈，推动

项目加快落地。至 3月 11日，全市征集上半年拟签约重大项目

49个，投资总额 664.25亿元。其中 10亿元以上项目 22个，投

资总额 591.5亿元；20亿元以上项目 10个，投资总额 452.5亿

元。四是注重工作谋划，确保活动筹备不停。充分发挥驻北京、

上海、深圳、青岛等驻外招商联络处、商协会的作用，选择一

批信誉好、实力强的投资公司、咨询公司等中介机构，依托德

中友好协会等境外商会、海外友好人士和侨胞，扎实拓展海外

境外招商。依托互联网平台谋划举办“第 38届洛阳牡丹文化节

投资贸易洽谈会线上推介会”，目前活动方案已基本确定。五

是强化服务保障，确保工作效率不降。建立了 150个亿元以上、

投资总额 3100.8亿元重点项目台帐，成立专班，实行“一对一”

服务。进一步优化招商空间布局，优先为与抗击疫情相关的生

物医药、医疗器械企业提供用地支持和“不见面”审批服务。

疫情期间实现招引落地及转产 7家口罩生产企业、1家隔离服生

产企业、1家医用护目镜企业、2家测温仪企业、9家消杀品生

产企业。（市商务局）

吉利区筑牢境外返乡人员管控网 一是开展全面摸

排。以街道为单位，对全区所有村、社区在境外人员进行拉网式

大排查，及时掌握境外返乡人员信息和返乡计划。对有计划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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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早掌握航班和乘客信息，并明确专人一对一跟踪负责。二

是加强人员管控。由卫健、公安、街道办事处等单位组成专班，

驾驶隔离式专车对境外返乡人员进行接返，并立即送统一隔离点

进行隔离观察，严格落实“14+2”天集中医学观察措施。三是做

好宣传沟通。通过微信、短信等多方式向境外人员发放慰问信，

加强传染病防治的政策宣传，及时做好沟通和解释工作。至目前，

已排查出吉利籍在外人员 70余人，近期计划返吉 12人；境外返

吉的 11人已全部统一集中隔离。（吉利区委办）

偃师市紧盯项目“不断线”加快推动招商引资 一

是科学谋划，精准招商。结合洛阳市“565”现代产业体系和偃师

市“222”现代产业体系定位，制定《偃师市招商引资工作指导意

见》，开展针对性招商活动。收集整理一批产业关联度高、科

技含量高的重点项目，实行动态台账管理。二是持续跟踪，紧

盯不放。坚持“一个项目、一个领导、一个团队、一套方案、一

抓到底”的“五个一”推进机制，积极对接目标企业，先后与韵达

快递中部基地、深圳中深发展集团五星级酒店等 5个在谈项目，

通过电话、微信等线上方式进行对接，洽谈完善投资合作细节，

促进项目顺利落地、快速推进。三是加强沟通，宣传推介。借

助省市重大网络活动平台，积极与偃师籍在外创业人士联络沟

通，向其推介全市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等，鼓励偃商把更多的

项目引进家乡。目前已有 4 家郑州、上海等地的偃师籍在外企

业计划回偃投资。（偃师市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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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县（市、区）持续强化措施推进复产复工 汝

阳县发挥各类人才作用助力复产复工。一是返乡人才牵线搭桥。

依托驻沪、驻浙、驻郑州等 5个省内外流动党支部，通过“流动

的党旗”微信公众平台及时发布招工信息，线下积极与县劳务部

门沟通，收集有外出意向务工人员信息。目前，已解决 400余

人就业，20余名外出创业成功人士返乡创业。二是农技专家双

线指导。发挥“乡土人才服务库”作用，组建“战疫情助春耕”技术

服务队，线上搭建“线上课堂”，开展线上技术指导，收集解决

群众种养难题。目前，12支专家服务团、90名技术骨干已对接

联系点开展工作。三是行业人才保驾护航。整合科技、交通、

农业、商务等部门服务资源，抽调行业技术骨干，开展“一对一”

企业服务行动，及时解决企业复工难题。目前，38家规上企业

已全部开工，复工率 100%。老城区多举措提升复工复产质量。

一是做好要素保障。组建专项工作组，加强复产复工生产要素

供给单位的监管，严查重处制假售劣、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等

违法行为；协调中国银行洛阳分行等金融机构，为辖区企业提

供融资担保、小额贷款、股权投资等服务；帮助企业引进金融、

财务方向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二是简化审批流程。对经营户

注册登记和初次办理营业执照实行“网上受理、网上审批”，

对涉及计量器具检定检测业务的开通“预约办理”。已受理电话

预约、咨询 403人次，网上办理 62件。三是优化企业服务。指

导企业制定复产复工方案，出台减税降费、小额信贷等 20条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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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扶持政策；开展市场调查，为 11家企业提出转产、扩产建议

20余条，短期内实现产销对应。目前，26家规模以上企业全部

复工，中小企业复工 107家，返工率 85%，达产率 87%。洛龙

区有力有序推进企业复产复工。一是实行健康证明“一站式”

办理。在各社区设立健康申报证明办理服务站，由社区医生和

社区、街道相关工作人员联合办公，对外出务工人员健康状况

核查后，现场“三签字一盖章”，实现“一站式”办结。二是

指导企业严格内部管控。成立联合指导组帮助企业查漏补缺、

建章立制，做好员工健康监测、进出登记管理和环境清洁消毒

等工作，确保辖区内企业开启复工“安全模式”。三是坚持防

控“五不变”。坚持疫情防控责任不变，对居家隔离人员要求

不变，人员管控“四包一”措施不变，重点人员集中隔离管控

措施不变，对复产复工企业、“三返”人员疫情防控要求和措

施不变，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及复产复工。至 3月 10日，全区已

复产企业 1964家、返工 40361人。 （综合信息）

洛宁县打好“四场硬仗”持续巩固脱贫成效 近日，

该县在落实精准防控措施的前提下，积极谋划和推进脱贫攻坚

工作。一是产业扶贫。通过“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贫困

户”等模式，深化扶贫龙头企业与贫困群众利益联结机制，促

进贫困群众深度参与。在每个贫困村因地制宜发展 1—2个主导

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二是就业创业扶贫。利用县乡村转

移就业信息化平台，开展专场招聘会，继续落实务工奖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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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新增就业 4000人以上；加大创业贷款扶持力度，力争全年

发放小额创业贷款 1.1亿元以上，培育县级以上优秀返乡创业示

范 10家以上。三是生态扶贫。及时足额兑现贫困户森林生态效

益补偿资金，计划全年选聘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 1021

人；实施森林抚育带贫项目 3万亩，贫困户造林带贫项目 3000

亩，分别实现贫困户务工带动 300人以上、种植带动 300人，

确保生态保护与脱贫攻坚“两手硬”。四是金融扶贫。完善四

大金融体系，积极推进扶贫小额信贷，保持全年 2 亿元以上贷

款规模，满足贫困户发展需要；持续推进普惠金，建立村级服

务站 140个，利用蚂蚁金服平台，实现城镇户口“网商贷”授

信 10万人、农村户口“旺农贷”授信 9万人。（洛宁县委办）

近期，市委组织部坚持标准质量、做好指导服务，将一贯

表现好、符合党员条件，在抗疫一线表现突出的医务人员、公

安民警、社区工作者、基层干部群众等吸收为预备党员。至目

前，全市“火线”入党 62人，其中援鄂医护人员 25人。

至 11日，“洛康码”注册人数达 574万。“洛康码”与我

市支付宝乘公交系统进行了打通，实现绿码乘客直接刷码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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