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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看招商

一线

落地节拍

项目

再接再厉

目标

洛龙区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不断
增强为经济发展大局服务的自觉性和主动
性，深化拓展各项服务企业、服务项目的有
效措施，切实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念好“三
字真经”，为企业打造公正、安全、和谐的发
展环境。

“快”字当先，为涉诉企业争取时间

洛龙区人民法院对涉诉企业的立案、
审理、执行程序等多方面进行优化，重点突
出一个“快”字，形成了一条措施明确、保障
有力、效果到位的服务和促进企业发展的

“流水线”。建立涉企案件的诉讼“绿色通
道”，对涉企案件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理、
优先执行，最大限度缩短办案周期，加快办
案进度；在审判方面，对涉及企业的案件，
严格审查证据，合理做出裁判，做到依法快
审快结，有效地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在执
行方面，充分发挥执行联动机制作用，对于
涉及企业的执行案件优先立案、优先执结，
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妥善灵活方式执行。

“调”字紧随，促进社会大和谐

该院始终坚持调解优先原则，多做有

利于双赢的调解工作，为企业发展消除不
稳定因素，缓解企业生存压力。建立“法、
企、劳”三方沟通联系机制，对重大经济纠
纷案件及时与政府有关部门联系，制定切
实可行的工作方案，主动介入，积极参与矛
盾纠纷的调处，为企业发展创造和谐的环
境；在财产保全方面，采取较为灵活的方
式，在做好债权人工作的基础上，采取“活
查封”“反担保”等灵活方式，尽可能不冻结
划拨流动资金，不拍卖、变卖厂房设备，避
免因司法保全和强制执行措施不当而影响
企业生产经营或导致企业倒闭停业。

“活”字贯穿，能动司法保发展

为更好地制定服务措施，促进企业持续
发展，该院推行了法官服务新机制，选派了8
名政治素质高、协调能力强、服务态度好的
中层干部作为“企业联络员”，服务辖区分包
企业，定期与企业电话联系、定期到企业走
访、定期送法进企业，及时掌握企业的生产
经营情况和民情民意，帮助企业处理各种涉
法问题，逐渐变“座堂问案”为“主动服务”。

为提升审判服务水平，该院进一步拓
展了服务企业、联系企业的渠道，在企业中

聘请执法监督员，拓宽社会各界对法院在
处理涉企案件方面的监督；通过定期走访
企业、开座谈会、发放征求意见函等形式，
虚心听取他们对审判和服务工作的意见和
建议，并对企业存在的问题进行专题调研，
以司法建议的形式，帮助企业建章立制，促
进依法经营。（孙振美 程大瑞）

真情服务企业
法 院 在 行 动

洛龙区法院：创新服务企业理念 念好“三字真经”

栾川县地处豫西山区，交通条件相对较差，区位优势不
明显，招商引资具有“先天劣势”。对于如何化被动为主动，
我有三点体会：

一顺势而为，招大引强。当前正处于新一轮产业转移
的黄金周期，要紧紧抓住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大好形
势，集中力量引进一批有利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的大项
目、好项目，实现栾川经济弯道超车、跨越发展。

二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栾川县有丰富的旅游、矿产资
源，我们依托资源优势，制定了“2+6”重点招商思路，围绕旅
游产业、矿产资源整合及矿产品深加工做文章。凤凰天街、
凤凰广场、君悦龙豪国际酒店、伊河源景区深度开发等一批
旅游项目先后落户，栾川招商引资呈现出独特的比较优势。

三力促落地，务求实效。项目落地，才有生命，只有项
目落地，才能将招商引资的成效转变为项目建设的实效，最
终实现栾川经济的转型升级。

——栾川县委书记 樊国玺

做好招商引资工作，我有以下体会：
一高起点谋划项目。抓住洛栾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周

边道路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机遇，打造栾川旅游大环
线。同时，围绕旅游综合体、高端度假酒店、健康养生、休闲
度假等产业，高起点谋划一批投资规模大、市场前景好、带
动能力强的优势项目。

二强化工作机制。今年以来，栾川县筛选了14个重大项
目，实行专项推进机制，出台了具体配套措施，实施“五个一”
工作机制，招商引资工作全县上下一盘棋的局面正逐步形成。

三创新招商方式。一方面积极利用以商招商、驻外招商、
网络招商等方式，引进更多的优质项目，另一方面要发挥县内
实力较强企业的作用，动员更多的县内资金投入项目建设。

——栾川县县长 昝宏仓

一是培育优势产业集群。产业集聚区要围绕本草堂中
药材产业园，建设以制药、保健品研发为主的健康产业群，
旅游产业集聚区要围绕豫盐盐产品开发打造旅游商品研
发、生产基地。

二是突出规划引领。今年以来，栾川县东部新区总体
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陆续完成，使栾川县旅游产业集聚区
的进驻产业进一步明确，招商引资更具针对性。

三是优化投资环境。没有好的投资环境，就招不来好
项目。要持续改善投资环境，尽可能优化审批手续，提高办
事效率，让客商安心、放心。

——栾川县委常委、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主任 杨海龙
本报记者 孙小蕊

下半年目标：
栾川县将围绕工矿产业的强链、延

链和旅游产业的补链、强链，积极谋划5
亿元以上项目10个，新签约亿元项目10
个以上，新开工招商引资项目 15 个以
上。

实现路径：
做好全县产业规划布局分析。围绕

县域产业发展规划，结合全景栾川建设，
科学分析县域各区块重点招商产业，减
少招商盲目性，提升对接成功率。

提升招商基础要素保障。盘活项目
用地指标存量，加大土地储备；加快产业
集聚区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细化
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充实完善招商项目库。按照“知己、

知彼、知路、知势”原则，切实谋划一批投
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产业链项目，并
聘请专业机构做好项目可行性研究。

积极进行项目对接洽谈。落实“一把
手”外出招商机制，坚持“二分之一”工作
法；精心筛选一批旅游、中药材产业的行
业龙头企业，开展“点对点”上门招商活
动；充分利用第17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

谈会（9月）、港澳经贸交流活动（10月）、日
韩经贸交流活动（11月）等重大经贸活动
平台，结识客商，宣传栾川，对接项目。

紧盯在谈和签约项目。深挖制约项
目推进根本问题，按照解决部门、解决时
间等条件，进行分级、分类汇总，及早开
展沟通服务工作，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争
取项目早日落地。 本报记者 孙小蕊

瞄准下半年任务，冲上去！

项目名称：伊河源景区升级改造项目
投资额：40亿元
签约时间：第30届牡丹文化节期间
项目前景：承包、流转林地约4万亩，依托伊河源风景区，

打造集度假、休闲、观光、旅游地产于一体的旅游综合体项目。
目前进度：大峡谷漂流项目已竣工试营业，部分休闲度

假山庄项目已对外营业，旅游地产正处理地基，景区道路、
管网等基础设施正在建设。

项目名称：东部新区合作开发项目简介
投资额：30亿元
签约时间：第30届牡丹文化节期间
项目前景：对栾川县东部新区8平方公里土地进行开

发整理，规划建设休闲养生度假区、旅游综合服务区、高端
商务办公区、生态人居生活区及旅游商品加工、博览、仓储
区五大功能区。

目前进度：核心区土方平整正在进行，规划展示中心项
目主体框架完工，主次干道路基开挖、换填及碾压工程完
工，桥梁桩基工程完工，橡胶坝及河道治理工程基础完工。

项目名称：凤凰天街建设项目
投资额：11.6亿元
签约时间：第30届牡丹文化节期间
项目前景：总规划面积172亩，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

米，重点建设集休闲度假、旅游购物、运动健身、商务会议、
商业会展、文化娱乐于一体的旅游文化休闲娱乐区。

目前进度：一期工程已完成地上二层主体工程，二期工
程场地平整已完成，正在做入场准备，宣传、策划、招商工作
稳步推进。 本报记者 孙小蕊

瞄准生态旅游“绿
色招商”兴起

今年夏天，“跳出火炉来栾川，包你
免费享清凉”“栾川‘21℃的夏天’”等口
号着实火了栾川县的旅游业。

栾川县旅游到底有多火？27日，记
者在栾川县陶湾镇的栾川大峡谷漂流码
头上看到，晋 M、鄂 B、苏 C 等来自全国
多个地方的旅游大巴、自驾游小客车接
踵而至，服务区内人头攒动，游客云集。

栾川大峡谷漂流项目是该县去年引
进的，由河南尧山投资集团投资，今年6月
正式对游客开放。“这些旅游项目都是栾
川县招商引资的项目，栾川人就瞄准生
态、旅游项目大力招商引资，‘绿色招商’
效果初显。”该县商务局局长苏红彦说。

栾川县生态环境优良，旅游资源丰
富。与洛阳其他县（市）区相比，栾川县
在区位优势、交通条件、土地、人才、技术
等要素方面优势并不明显。

一优一劣，栾川县的发展方向不言而
喻：通过招商引资把资源优势、生态优势
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重点围绕旅游业招
商引资，以促进县域经济持续、稳步增长。

对于传统的工矿业，栾川县不再“拾
到篮子都是菜”，而是多了几分取舍。对
于传统的工矿业初加工项目，栾川人坚
决说“不”，对于延链、补链、科技含量高
的工矿业项目，栾川大力欢迎。

至此 ，栾川县“两条腿走路”的招商
引资发展思路日益明确，即依托资源优
势，重点围绕工矿产业的强链、延链和旅

游产业的补链、强链2个重点领域，突出
旅游景点升级及精品景点打造、旅游综
合体建设、旅游商品研发、旅游与农业融
合发展、旅游与文化融合开发、旅游城市
功能配套等6个方面开展招商引资工作。

内外合力挖潜 拓宽
招商渠道

以商引商、以诚感商、以友会商、以
会聚商、委托招商……这些都是栾川县
的招商引资方式，成效显著。不仅如此，
栾川县还创造性地开展了内外合力挖
潜、内部招商的方法。

原来，受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
业投资意愿不强等诸多因素制约，加上
旅游项目投资周期长、成本回收慢，外地
企业来栾川投资热情不高。相比之下，
随着工矿业经济的持续升温，依托丰富
的矿产资源，栾川县涌现出了一大批实
力雄厚的民营企业家，他们对家乡建设

热情非常高涨。
栾川县迅速转变招商思路，“在走出

去招商的同时，积极挖掘内部潜力，鼓励
县内企业家与外商合作工业反哺旅游，
投资本地旅游项目，成为栾川招商引资
的一条重要途径”。栾川县委常委、常务
副县长赵振峰说。

该县企业家在政府的积极支持和引导
下，投入巨资，开发建设了老君山、重渡沟、
滑雪场等知名旅游景点，为栾川的产业调
整和经济转型发挥了积极的示范效应。

短短两年时间，投资40亿元的伊河
源景区升级开发项目、投资11.6亿元的
凤凰天街建设项目、投资30亿元的栾川
县城东部新区合作开发项目、投资10亿
元的伏牛山居建设项目、投资10.8亿元
的本草堂中药文化产业园建设项目、投
资2.5亿元的君悦龙豪国际酒店建设项
目等一大批通过内外挖潜、调整产业结
构的大项目、好项目先后落户栾川县，为
栾川县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打造软硬环境 强化
要素保障

27 日，在距离县城 30 公里的庙子
镇，一片群山环绕中，由江苏唯益铁合金
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伏牛山居建设项目
正在施工中。

“再往前走里面还有温泉项目，管道
正在铺设。”记者偶遇前来查看项目进展
的栾川县纪委常委裴莹莹。对于项目的
最新进展，她了然于胸。

今年 3 月栾川县下发《关于建立县
纪委常委联系县重点工程工作制度的通
知》，其中规定，今年每一个重点工程项
目均确定一名县纪委常委和纪委室负责
人联系，着重了解和处理党政机关在服
务项目建设、优化发展环境、提升行政效
能方面存在的问题。

与此同时，为服务好企业，栾川县多
方发力。该县设立政务环境和法制环境
举报电话，落实企业负责人约见地方主
要负责同志制度，完善“首席服务官”和

“政法服务官”制度，全力服务企业发展。
在位于庙子镇的栾川县旅游产业集

聚区内，道路四通八达，标准化厂房正在
加紧建设。产业集聚区是招商引资的主
平台。栾川县将产业集聚区的规划作为
园区内招商引资的产业方向，大力建设
标准化厂房、路网等基础设施，突出“招
大引强”，积极引进一批旅游关联龙头企
业进驻，切实提高招商引资的实效，力争
早日形成县域经济新的增长极。

本报记者 孙小蕊 /文 梅占国/图

栾川县落地项目简介

绿色招商打造“全景栾川”

栾川县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大
自然赋予了栾川锦绣山川，但特色并没有
转化为发展优势。传统工矿业比重高、发展
其他产业受土地等因素制约、经济发展缺乏
后劲等问题，成为摆在栾川人面前的难题。

近两年来，栾川县委、县政府转变发
展方式，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围绕工矿产
业的强链、延链和旅游产业的补链、强链
2个重点领域，招商引资持续发力，为栾
川县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提招商引资，很多人脑海里首
先迸出的会是“走出去”。

这没错，抓住产业转移的大好机
遇，“走出去”确实是招商引资的主要
法子、有效法子，但并不是唯一法子。

来看栾川县的招商引资，之所以成
效显著，就在于在“走出去”的同时，“积极
挖掘内部潜力，鼓励县内企业家与外商
合作工业反哺旅游，投资本地旅游项目”。

到外面栉风沐雨、鞍马劳顿，固不

可少；坐在家里也能招来商、引来资，
“内部挖潜”也好。

实际上，在其他县（市）区，像栾川
县那样有资金、有投资意向的本地企
业家也不少，调动他们为家乡服务的
积极性，关键在于政府的重视，就是
说，政府要充分认识到这些企业是一
股不可忽视的投资力量，从而像关注
外商一样关注他们，把他们同样当作
宝贝进行“招”“引”。

对招商引资，省委书记郭庚茂强
调要“四知”，其中就有“知己”。从某
种角度上讲，“眼睛向内”就是对“知
己”的践行。念好本地“真经”，一样能
借梯上楼、乘势发展。

本地同样有“真经”

栾川县凤凰天街效果图

建设中的栾川县旅游产业集聚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