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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新闻

今年第一季度，洛阳氟兴化工科技有
限公司含氟电子项目、中金嵩原黄金冶
炼有限公司二期技改项目、浙江天时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 LED 照明灯生产项目、
洛阳顺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葡萄糖耐受
因子项目相继在嵩县产业集聚区内开工
建设。

这些重大项目的落地生根，将进一步推
动嵩县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嵩县扶贫攻坚的
进程，为解决就业难题起到积极作用。自河
南爱浪车业有限公司进驻嵩县以来，该县就
已安置800人就业。

如今，嵩县产业集聚区成为海内外客商
投资兴业的乐土。面对新一轮的竞争，不畏
困难、敢于跨越、勇于创新、善于运作的嵩县
人正凭借大招商、招大商的强劲动力，激流勇
进，一路远航！

（王世光 黄盈盈）

“把土地租给紫田公司后，不仅每亩地
年产1000斤小麦，而且来这里打工，每月
还有1500元工资，真是赚钱顾家两不耽误
啊！”说起土地流转的好处，旧县镇河南村
村民张改现满脸欢喜。

旧县镇河南村原来的土地是分散式自
主经营，去年郑州紫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入驻该村，一次性租了该村2100亩土地，
用来建花卉苗木基地。目前正是育苗时
期，每天来公司打工的河南村村民就有
100多人。

“原来我们村这2000亩土地每年只能
收入60多万元，土地流转以后，仅去年紫田
公司就付给村民300多万元，土地增值效

果很明显！”谈起土地流转给农民带来的实
惠，河南村村委主任段留记高兴地说。

近年来，嵩县坚持结构调整、土地流
转、生态旅游“三篇文章一起做”，依托龙头
企业、产业化合作社及种粮大户，采取公司
租赁、合作社承包、农户自发流转等形式，
加快推进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

截至目前，该县已累计实现农村土地
流转15万余亩，土地流转率达33.6%。嵩
县通过扩大土地流转面积，一方面促进了
农业结构调整，加快了农业产业化步伐，提
高了土地规模效益；另一方面解放了农村
劳动力，加快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了农
民收入。 （王世光 黄盈盈）

农民家门口打工 赚钱顾家两不误

嵩县：多个大项目落地生根
梧高凤必至 花香蝶自来

4 月的洛阳城，春意
盎然，牡丹飘香。乘着第
31 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
节的东风，16 日，多个大
项 目 成 功 签 约 落 户 嵩
县。这些项目包括：中国
节能环保集团的风能测
量与风电开发项目、太阳
能光伏发电项目、绿色建
筑与矿业开发项目、尾矿
资源开发综合利用项目
和中国森林控股有限公
司的林业产业培育项目、
旅游综合开发项目和陆
浑湖开发项目等。

山水灵秀的嵩县被誉为“中原绿肺”“洛
阳后花园”，但拥有青山绿水的嵩县同时也
是国家级贫困县。按照国家新一轮扶贫开
发标准，嵩县年收入在2300元以下的贫困
人口还有 8.4 万。如何发展支柱产业和主
导产业、加快群众脱贫致富？这是摆在嵩县
面前的一道难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嵩县去年在全国率
先提出了“5A嵩县”发展战略，把整个县域
3009平方公里的土地按照国家5A级景区
的标准打造，用旅游业融合一产、提升二产、
发展三产，走出了一条生态立县、绿色发展
的路子。如今，经过一年的建设，“5A嵩县”
旅游内涵不断增加，“5A嵩县”品牌叫响全
国，这片山清水秀的土地也因此受到了投资
商的青睐。

去年以来，该县依托便利的交通、雄厚
的产业基础、充足的人力和自然资源以及

土地成本低、创业环境优越、基础设施完
善、生产环境优美、宜业宜居等优势，强力
实施“项目引资双带动、引智力引政策两支
撑和规划、培训、激励三提升”战略，坚持把
大招商、招大商摆在全县经济工作的重要
位置。

该县以科技招商为重点，精心谋划高科
技项目，与中科院等国内知名科研院所合
作，依托生物科技、氟钾科技、高端烘干设
备、钼深加工四大孵化器的科研成果，引进
一批高科技项目；围绕本地资源优势和已有
的产业优势，积极开展产业链招商，拉长产
业链条，形成集聚效应；重点打造载体平台，
加快推进产业集聚区水、电、气、路、通讯及
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园区基础设施全
覆盖；强力打造全民诚信环境、良好治安环
境、最优政务环境，为客商提供“一站式、保
姆式、一费制”服务。

招商引资 脱贫致富之路 多个大项目成功落户

签约仪式现场 侯绍星 摄

嵩县德亭镇上蛮峪村有这样一群老
人：他们不在家享清福，自发组建了一支老
年义务清扫队，包揽了村子里所有街道的
清扫工作。

“我们虽然老了，但还是想为村里做点
事。”老年义务清扫队里78岁的孙庆丰老
人说。

这支老年义务清扫队组建于2012年
3月，在此之前，上蛮峪村的街道卫生一直
由专门的清洁工负责，但每月100元的薪
酬留不住人，清洁工换了一个又一个，最后
竟没有人愿意干了。

看着街上到处是垃圾，孙庆丰坐不住
了。“找不来人干，我干，而且不要一分钱。”
孙庆丰说。村里的老伙计得知孙庆丰的想
法后非常支持，好几个人当即表态要和孙
庆丰一起干。就这样，一支由22名老人组
成的义务清扫队成立了。他们平均年龄
75岁，其中82岁的李报娃年龄最大，年龄
最小的王秀66岁。

在老人们的带动下，村里乱扔垃圾的
人越来越少，村子变得越来越干净。如今，
年轻人扛起扫把走上街头，小孩子吃冰糕
都自觉把包装纸扔进垃圾池。一场大雨把
山上的泥沙冲到村里的道路上，不等村委
会组织，村民们便和老年义务清扫队一起
将泥沙清理干净。

“他们恁大年龄了还去打扫卫生，俺们
年轻人总不能坐着看啊！”不少年轻的村民
感慨地说。

如今的上蛮峪村，道路整洁，两旁的绿
化带内没有废纸片、塑料袋。半年过去了，

由于年龄和身体原因，有8名老人被劝离
了清扫队。目前，还有14名老人在坚持，
他们笑着说：“只要还能动，我们就会一直
干下去。” （王世光 侯绍星）

上蛮峪村有一支老年义务清扫队

大招商 招大商 迎来大转折

高新区招商引资何以取得如此骄人的成
绩？

高新区招商引资所取得的成绩，得益于

大招商、招大商的思路拓宽。
2012年以来，高新区审时度势，调整了

产业发展方向，确立了“重点发展信息和文化
设计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扶持发展新材料产
业、智能装备制造产业”的“2+2”产业发展格
局。

产业调整决定招商思路。招商部门拓
宽 工 作 思 路 ，加 强 招 商 规 划 ，瞄 准 世 界
500 强、国内 500 强和行业 100 强，主动对
接国内外一批行业龙头企业和知名企业，
精心谋划，重点招引有影响、带动作用强
的大项目；紧盯重点区域、重点企业，深入
开展大招商、招大商活动，围绕“2+2”重点
产业，加大高新技术项目、现代服务业项
目和外资项目招商力度。专题招商、小分
队招商、定向招商、产业招商……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

每年的牡丹文化节是“文化搭台，经贸唱
戏”的好舞台，为保证今年牡丹文化节有好的
收成，春节一过，全区招商人员便立即投入到
牡丹文化节的招商“战役”中，区主要领导亲
自挂帅、大员上阵、密集出访，区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马志强和区党工委第一副书记、
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贺敏以及主抓招商引资工
作的管委会副主任孟建国，多次往返于上海、

北京、天津等地，走访项目，洽谈投资，推进合
作，以真诚换来了企业的认可，坚定了客商投
资的信心。

第31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开幕之前，
高新区招商部门共安排大型招商活动36次，
接待来洛考察客商89人次，初步达成投资意
向20多个，为今年牡丹文化节期间项目签约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高新区在牡丹文化节之前付出的大量汗
水，终于在牡丹盛开之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高新区招商一局局长王进说：“今年牡丹
文化节引进的项目在‘量’和‘质’上都前所未
有，可以说是我们招商引资工作的一个转折
点。”

新项目 新产业 实现新突破

据区招商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年牡丹文
化节签约客商分别来自香港、北京、厦门、广
州、浙江等地，签约项目涉及电子商务、文化
创意、生物医药、高新材料、精密轴承、生态科
技、医疗卫生、文化旅游、装备制造等领域。

盘点下来，在本届牡丹文化节上，高新区
签约项目最多的无疑是信息、文化产业。

河南电商谷项目、微软IT学院项目、浙

江大学中原技术转移中心项目、洛阳滨河智
谷科技园项目、中国美术创作研究基地-艺
术交流中心项目，在这些签约项目中，信息、
文化产业项目占将近一半，将对该区信息、文
化产业加速发展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起到
有力的推动作用。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央电视台中央新
影集团中原影视文化产业园项目单个项目投
资百亿元，实现了文化大项目零突破，成为高
新区建区以来签约最大的投资项目。

中国网库互通技术有限公司总裁李军保
告诉记者，他们选择高新区作为投资地，就是
看中了洛阳良好的区位优势和雄厚的科技资
源。河南电商谷项目签约后，初期将在高新
区建设50个B2B（企业对企业的电子商务交
易平台）模式的单品平台，服务于河南地区的
企业，形成规模后对洛阳及周边地区的带动
作用巨大。

北京兴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斥巨资建
设洛阳智谷科技园项目，该公司董事长陈
永杰表示，我们将把项目建设成集科研、开
发设计、高新技术、总部办公于一体的产业
聚集地，为中小企业孵化、成长、加速发展
提供全效平台，全力打造高端生态科技综
合体。

国内500强企业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斥巨资建设的高性能硬质合金项目，建成后
可年产硬质合金 5000 吨、矿山工程工具
2150 万只，将有效延长高新区钨材料产业
链。

高起点 高定位 谋求再提升

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招商先行。
高新区坚持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不动

摇，抓好招商引资工作，提升项目建设质
量，增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比重，招商引资
成为高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开路先锋。

今年高新区在牡丹文化节期间所签约的
项目起点高、定位高，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明
显增多，有软件公共服务平台项目、文化旅游
项目、产学研合作项目、未来市场巨大的生命
科学项目，符合高新区产业发展方向，必将对
该区信息技术、文化产业、生物医药及现代服
务业的加速发展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起到
有力的推动作用。

高起点、高定位，高新区以招商引资引领
项目建设，以优质项目提升产业内涵，这种构
想和今年3月科技部实施的创新驱动战略提
升行动相契合。

谈到今年的签约成果，马志强给予很高
评价，他说：“180多亿元的投资和国际、国内
领先的科技成果、产业形态引进，必将为高新
区实现经济转型、结构调整发挥重要的引领
作用，为高新区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为高新区经济发展注入新鲜活力。”

马志强表示，下一步，该区将加大工作力
度，落实签约成果，创造条件让项目开工建
设、落地生根，尽快发挥带动效益，以创新驱
动促进战略提升。 本报特约记者 王思臣

高新区招商引资成果丰硕
第31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期间——

项目签约仪式 王思臣 摄

外出考察项目 王智勇 摄

15 日 ，高 新 区 举 行
第 31 届 中 国 洛 阳 牡 丹
文化节重点招商项目签
约仪式，中国网库互通
技术有限公司投资的河
南电商谷项目、厦门钨
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
高性能硬质合金生产项
目、北京中联达盛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和中科院
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
究院投资的洛阳生命科
技园等 11 个项目进行了
现场签约，投 资 总 额 创
历届牡丹文化节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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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图片为老年义务清扫队队员正在
清扫街道（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