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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牡丹花情

动漫形象大使

距第31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

开幕仪式还有 天3

http://weibo.com/u/3208453153

【你好，洛阳】牡丹花都
特产专卖万景祥旗舰店宣告
开业。规模最大、品种最全、
价格最优，这是一个立志领跑
全省的地方特产展示展销平
台；用创意驱动、用个性立身、
用品质说话，这是一桌被寄予
厚望的“洛阳礼”盛宴。旗舰
起航，期待洛阳旅游商品一路
乘风破浪；宴邀天下，期待洛
阳旅游商品令人大快朵颐！

各牡丹观赏园人工控温牡丹进入盛花期，露
地自然花期牡丹陆续初开。

四星级牡丹观赏园（初评）花情如下：

●王城公园：牡丹仙子、沉香楼周边及桥北甘
棠洲等处共有100多个品种约4200株牡丹开放，
其中人工控温牡丹约3700株盛开，品种有红梅傲
霜、胜葛巾、卷叶红、晨红、黑海撒金、二乔等；露地
自然花期牡丹约500株初开，品种有荷花迎日、雏
鹅黄、明星等。

●中国国花园：春归花屋、秋翁遇仙亭等处人
工控温牡丹 120 个品种约 2 万株开放，品种有胡
红、迎日红、赵粉、藏枝红、黑海撒金、景玉等；露地
自然花期牡丹青山贯雪、藏枝红盛开，景玉、凤丹
零星初开。

●隋唐城遗址植物园：九色园、百花园、特色
园等处100多个品种2万余株牡丹开放，其中人工
控温牡丹杏花春雨、碧云、珠光墨润、胡红、香玉等
约1.87万株盛开；露地自然花期牡丹新世纪、蓝月
亮、景玉等1300余株初开。海棠园内1.5万余株
海棠正值盛花期，品种有梨花海棠、垂丝海棠、红
丽海棠、绚丽海棠等20余个品种。

●国际牡丹园：华夏园、万芳园等处2000余
株人工控温牡丹开放，其中十八号、映金红、二乔
等约1000株初开，红宝石、洛阳红、红绫、兰贵人
等1000余株盛开。约500株荷包牡丹盛开。

●国家牡丹园：南院、北院共有30多个品种
近 600 株人工控温牡丹开放，品种有洛阳红、凤
丹、鲁荷粉、粉冠、飞虹流彩、蓝田飘香等；四季展
览馆展出400盆催花牡丹。

●神州牡丹园：国韵阁、富贵楼和四季展厅内
展出约3000盆催花牡丹，主要品种有洛阳红、胡
红、霓虹焕彩、红宝石、乌金耀辉、海黄等；露地自
然花期牡丹少量初开，品种有景玉、种生粉、凤丹
等。百余株荷包牡丹盛开。

三星级牡丹观赏园（初评）花情如下：

●牡丹公园：古牡丹园等处近 90 个品种约
1800株牡丹开放，其中人工控温牡丹约1200株盛
开，品种有首案红、青龙卧墨池、脂红、姚黄、珊瑚
台、锦绣前程等；露地自然花期牡丹约600株初开，
品种有二乔、古班同春、牡丹之春、银红巧对等。

●西苑公园：人工湖东侧牡丹园等处共50个
品种 1300 余株牡丹开放，其中人工控温牡丹约
800株开放，品种有二乔、珊瑚台、白雪塔等；露地
自然花期牡丹约 500 株初开，品种有彩绘、种生
红、鲁粉等。另有造型优美的牡丹盆景在盆景园
展出。

第31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
花期预测预报小组
2013年4月7日

(一）战略之计为大计，战略之胜为大胜。
4月3日上午，全市旅游产业大发展动员大会召

开。
市委书记毛万春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柳身

作报告，在洛的副市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各县（市）区、
市直各部门负责同志，重点旅游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
同志等参加会议。

规格之“高”，是为了承载内容之“重”。
“这足以表明洛阳旅游业面临的形势之严峻，足

以表明实施旅游兴市战略在我市全局工作中的地位
和分量，足以表明市委、市政府推进旅游兴市战略的
决心和态度。”

随着毛万春“三个足以”的斩钉截铁，旅游兴市，
2013年洛阳“年度最强音”破空而出！

这是一个立足实际着眼长远的重大战略。
这是一个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的智慧选择。
旅游兴市，在这个春天，从这里出发！
（二）一项发展战略的提出，从来都要踏着历史的

节拍、顺应时代的潮流。
崇尚绿色发展，追求更有品位、更高质量的生

活——若以此为底色描绘出世界旅游的全景画，你会
发现，画面上从西到东、由远及近，一派花团锦簇、生
机勃勃。

看国际，旅游业已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欧美等
发达国家都将其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战略。

看国内，旅游业已成为许多地方转变发展方式的
抓手，相继有20多个省（区）市将其作为支柱产业。

看河南，旅游业已成为各地趁势而上的发力点，
郑州、开封、焦作、南阳……旅游业的“井喷”势不可
当。

争先恐后，争奇斗艳，在如此波澜壮阔的画面上，
有着深厚文化积淀、丰富自然资源的洛阳，有什么理
由不挥动濡染大笔，涂出属于自己的浓墨重彩呢？

（三）有经济学家认为，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理性
计算成本及收益后的结果。

洛阳提出旅游兴市，根本的原因也在于，它能给
整个城市带来最大化的收益。

一切围绕福民强市总体目标“算”起。
（四）先“算”福民这本账——
旅游兴市有利于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从“与旅游相关的行业超过110个”的现实，不难

想象旅游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壮观。据统计，全球
每10个就业岗位就有1个与旅游有关，旅游业每增加
1个直接就业人员，社会就能增加5个就业机会。

栾川县，34 万人中，直接和间接从事旅游的有
10.8万人，全县33%的农民就地转变为旅游从业人员。

旅游兴市有利于完善硬件、提升软件。
“旅游业的触角伸到哪里，哪里的水、电、路等基

础设施就会更配套，哪里的吃、住、行、游、购、娱等服
务机制就会更健全，哪里的人群就能享受到旅游的标
准、旅游的环境，生活在这里的人群就更受益、更满
意、更幸福。”

请看南部生态旅游区的崭新面貌，有多少道路宽
阔平坦，有多少宾馆高高矗立，有多少公厕整洁有序，
有多少基础设施“一点也不亚于城里”。

旅游兴市有利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
青山绿水、白云蓝天本就是旅游的题中之义。在

休闲度假游已成全球时尚的背景下，满足游人身心愉
悦的需求，要求我们必须更加注重环境保护，更加注
重生态建设。清溪碧波、鸟语花香，游客才能络绎不
绝、流连忘返。

（五）再“算”强市这本账——
旅游兴市有利于调整结构、做优一产。

结构调整、土地流转、生态旅游，我们一直在做的
“三篇文章”，已经有“美词丽句”“精彩段落”出现，渐
成气候的观光农业、采摘农业、田园农业、休闲农业、
度假农业不仅拓宽了农民的赚钱路子，更加快了农业
的发展步子、改变了农村的落后面子。

旅游兴市有利于转变方式、做强二产。
不说宾馆业发展能带动建材、家具、装潢等行业

发展，也不说餐饮业发展能带动农、林、渔、牧等行业
发展，只说打造“美丽洛阳”形成的倒逼机制，就能促使
多少企业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壮士断腕、
背水一战，最终带来的必然是这些企业的绝处逢生。

旅游兴市有利于壮大龙头、做大三产。
据统计，旅游收入每增加1元，可带动相关产业

增收4.5元；旅游投入每增加1元，可带动其他行业投
资5元。

第30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期间，我市共接待
游客1965万人次。想想这1965万人次在洛阳的“吃、
住、行、游、购、娱”，就不难明白旅游业这个“龙头”有
多大，就不难明白旅游业对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有多
大，对做大三产的推动作用有多大。

（六）回顾洛阳旅游的过去，曾经的辉煌历历在
目，然而俯视它的当下，让人忍不住扼腕叹息。

不错，我们的龙门石窟、关林、白马寺蜚声中外，
牡丹文化节香飘四方。

不错，我们有龙门石窟、白云山、老君山、鸡冠洞、
龙潭峡5个国家5A级景区，在全国地级城市中位居榜
首。

不错，我们曾荣获“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称号，
还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全国第二批旅游标准化试点
城市和首批智慧旅游试点城市。

不错，2012年我市接待游客达到7765万人次，与
西安、杭州等旅游发达城市相比也都持平。

但，这只是洛阳旅游这枚“硬币”的一面。翻开它
的另一面就会发现，在“东风夜放花千树”的璀璨掩盖
下，我们更有“灯火阑珊处”的“黯然”。

（七）这是一组很多人都不陌生的统计数字：2012
年，我市旅游总收入 402.74 亿元，旅游人均消费 519
元，分别仅为西安的六成，杭州的三成。当年，全国旅
游人均消费800元。

沿着这组数字的根蔓深挖，扒开覆盖表面的浮
土乱叶，就会发现，深埋于下的，是令人忧心的根源
之弊——

产业规模不大，产业素质不高。
洛阳现有星级饭店69家，而西安有315家，杭州

有236家；洛阳现有旅行社98家，而西安有315家，杭
州有504家；再者，洛阳目前没有一家全国百强旅行
社，没有国际知名酒店管理品牌进驻。

产业链条偏短，经济效益不好。
旅游业与文化、农业、工业等产业之间融合不够，

仍然停留在单打独斗的初级阶段；跳不出观光游的老
坑，走不出住宿、餐饮等传统消费的圈子，“门票依赖”
痼疾难除；旅游景点听头大、看头小，缺乏有创意、有
特色的产品，尤其缺乏让人眼前一亮的精品；产品结
构单一、呆板无味，缺乏能留住游客脚步的休闲娱乐
型产品，游客二次消费比重偏低。

基础设施滞后，服务质量不优。
一个“到去年年底，我市专用旅游交通标志牌只

有 20 多块，在城市出入口的大型旅游引导牌仅有 4
块”就足以让人面红耳赤，遑论停车场少、公厕少，没
有旅游信息综合咨询中心，没有游客集散中心等等。

客源结构不优，国际化程度低。
客源结构“三多三少”，即省内游客多、省外游客

少，国内游客多、入境游客少，普通游客多、高端游客

少。2012年，全市共接待入境游客61.68万人次，每百
名游客中境外游客不足1人。

体制机制僵化，市场化程度低。
现有的60多个景区，2/3属于事业单位，分属好

几个“婆婆”管理。“婆婆”各自为政，景区所有权、管
理权与经营权不分，依赖政府补贴，死守“门票经
济”。

（八）力学理论告诉我们：压力越大，动力也越足。
有人拿高铁的开通为洛阳旅游敲响警钟：洛阳已

经与西安、郑州、武汉实现了同城效应，若不加快发展
旅游，将由一个旅游集散地和目的地沦为周边城市的
一个旅游景点！

有人用抚今追昔来表达对洛阳旅游的揪心：改革
开放初期，洛阳是全国重点旅游城市，与北京、上海、
广州、桂林并列。30年过去了，曾经并驾齐驱的伙伴
把我们远远甩在后面！

（九）“如果你因错过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
过群星了。”

不敢妄自尊大，但决不能妄自菲薄，只要对症下
药，奋起直追，洛阳旅游完全有可能后来居上——旅
游兴市就是洛阳之“猛药”，疗效就是洛阳之“奋起”！

（十）迎着洛阳旅游的春天，我们要更加解放思
想，提高认识。

充分认识到旅游业是新兴朝阳产业，是洛阳转方
式、调结构的有力抓手。

充分认识到旅游业是洛阳福民强市的催化剂、帝
都复兴的助推器。

此时此刻，我们尤其需要这样的“扪心自问”：
别人都在千方百计“无中生有”，我们怎能“怀瑾

握瑜”而无动于衷？
别人都在为“旅游红利”欢呼雀跃，我们怎能“身

家不菲”却坐困愁城？
别人都在跃马扬鞭你追我赶，我们怎能置身事外

甘拜下风？
（十一）迎着洛阳旅游的春天，我们要更加真抓实

干，克难攻坚。
着力彰显特色、打造精品。打造一批国际旅游精

品项目，升级培育一批国内知名景区，做优做强一批
重点节会品牌，引进开发一批新型业态产品，加快建
设一批特色产业集聚区。

着力完善功能、优化服务。让洛阳的交通更便捷
化，服务更人性化，城市景观体系更生态化，信息服务
体系更智能化，旅游市场体系更规范化。

着力理顺体制、搞活机制。以洛阳市旅游发展委
员会成立为契机，以所有权、管理权与经营权分离为
突破口，大力推进旅游景区（点）企业化经营、市场化
运作。

着力整合拓展、创新营销。整合全市对外推介营
销资源、特色旅游资源，加强与央视等媒介“大佬”合
作，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发出“洛阳好声音”。

着力深度融合、延伸链条。积极推动旅游业与现
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相辅相成。

（十二）“力争到2015年年底，实现旅游‘百千亿’
目标，即入境游客达到100万人次，游客人均消费达
到1000元，旅游总收入达到1000亿元，游客总人数达
到1亿人次”；

“用5年至10年时间，将洛阳建设成为中原经济
区的旅游集散中心和全国一流的旅游目的地城市，基
本建成国际文化旅游名城。”

…………
新的理念催生新的力量，新的战略开启新的征

程。
旅游兴市，梦在前方，路在脚下！

洛 平

“武皇”巡游隋唐城遗址植物园 记者 鲁博 摄 夜游龙门如诗如画 首席记者 曾宪平 摄（资料图片） 山水洛阳之老君山美景 记者 梅占国 摄（资料图片）

市级党政领导
一周重点工作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