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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农家饭，住农家乐，享乡土情……
如今，走出喧嚣拥挤的现代都市，体验
原生态的山水田园，已成为人们放松出
游的新选择。

风格迥异的休闲农业园区、休闲农
庄、农家乐等项目，如何科学规划？怎样
提升服务？昨日，我市召开全市休闲农
业工作现场会，下发《休闲农业项目标准

（讨论稿）》（简称《标准》）和《休闲农业发
展意见（讨论稿）》（简称《意见》），明确我
市休闲农业发展目标和建设标准。

市委常委、农工委书记史秉锐参加
会议。

定目标：提升综合效益
近年，我市休闲农业发展势头良

好。截至2012年年底，全市休闲农业企
业总数达到915个，其中休闲农业园区
163个，休闲农庄61个；从业人数3.8万，
资产总额28亿元，营业收入26亿元。

据测算，休闲农业每增加 1 个就业
机会，就能带动整个产业链增加5个就

业机会，休闲农业正成为带动农村经济
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的新渠道。

“城郊休闲农业带、休闲农业园区、
休闲农庄等将成扶持和发展重点。”市
农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着力依托

“特色产业、自然生态、人文景观、历史文
化、民俗风情”等资源优势，加快休闲农
业景区、景点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步伐。

根据《意见》，在3年至5年内，我市
将初步形成布局合理、规模适当、特色
鲜明、效益可观的农业休闲发展格局，
建成一批有一定知名度的休闲农业品
牌，年接待游客2000万人次，年营业收
入 40 亿元以上。到 2020 年，我市将建
成精细化、高标准的休闲农业园区 30
个，年接待游客5000万人次，年营业收
入60亿元以上，使休闲农业成为我市现
代农业发展和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
要支撑和载体。

树标杆：明确多种标准
目前，我市休闲农业发展还存在规

模小、起点低、同质化、服务档次低等弊
端。此次出台的《标准》除对环保、卫
生、消防、安全等方面进行明确外，还针
对休闲农业园区、休闲农庄、农家乐等3
种休闲农业模式，设置差异化标杆。

■休闲农业园区标准
休闲农业园区是以农业生产为主

体，以采摘、科普、体验等为主要休闲活
动项目，包括各类采摘园、观光园、垂钓
园、农业主题公园等。

标准：经营面积应在500亩以上，以
菜地、农田、果林、苗木花卉、鱼塘等为
基础的农业生产面积应占园区总面积
的60%以上；千亩以上的园区要参照旅
游标准化要求规划建设，有采摘、体验
等2个以上休闲活动项目。

■休闲农庄标准
休闲农庄主要包括观光型休闲农

庄、休闲型休闲农庄、乡村文化旅游型
休闲农庄等3种发展模式。

标准：经营面积不小于100亩，农业
生产面积在60%以上，无裸土，无荒地；

农庄房屋建筑形状应突出地方特色，有
较突出的休闲主题；农业生产应实现专
业化、现代化、景观化，设置果蔬采摘、
酿造、探险等体验项目，农业生产收入
比例占总收入30%以上；有当地戏曲杂
艺、民间手工艺制作、乡村民俗娱乐、文
化遗存等农耕文化休闲项目；一次接待
就餐者不少于50人，提供住宿床位不少
于20个；菜肴原料应为农庄自产或周边
农户生产的无公害农产品。

■农家乐标准
农家乐是指农民利用自家院落及

周围的田园风光，提供吃、住、游、娱等
旅游服务，包括渔家乐、牧家乐、林家乐
等。

标准：房屋周围150米范围内无污
染源；有2间以上可供出租的客房，床位
不少于4个，室内有取暖、制冷设备；有
水冲式卫生间，备有简易洗涤用品用
具，能24小时供应冷水、热水；建有能够
满足餐饮需求的自家无公害菜园。

本报记者 白云飞 特约记者 王高潮

我市制定休闲农业发展意见和项目标准

定目标树标杆 做大做强休闲农业

中小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
支撑、优势所在和活力之源。让中小企
业在更加良好的环境中健康发展，是全
社会的责任。昨日上午，市中级人民法
院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洛阳
监管分局（下称洛阳银监分局）联合开
展“法银联动、合力助企”活动。

两家单位将通过成立银行业诉前
调解中心等措施，优化企业市场环境和
融资环境，为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插上翅
膀。

中国银监会河南监管局巡视员齐
见兴，副市长、市委政法委书记沈庆怀，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于东辉参加活动
启动仪式。

联合成立银行业诉前调
解中心

金融领域的纠纷是阻碍企业发展
的绊脚石，尤其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更
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商定成
立洛阳市银行业诉前调解中心，促使问
题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市中级人民

法院副院长王次梅介绍，该调解中心的
成立，将对企业与银行类金融机构之间
的借款合同纠纷、担保合同纠纷、票据
纠纷、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房贷纠纷等
消费类信贷纠纷、银行卡纠纷、信用证
纠纷等进行调解。

出现上述纠纷，如何调解？王次
梅说，当事人到法院起诉时，法院将先
进行立案预登记，然后委托该调解中
心进行调解。该调解中心将采取面对
面调解、电话调解、网络调解等灵活形
式展开调解工作。调解达成协议的，
该调解中心将向委托的法院出具相关
反馈函。

“当事人可依据调解协议自觉履
行，也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对调解协
议做出司法确认裁定书。”王次梅说，一
方当事人不按照协议履行的，另一方当
事人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影响生产经营案件将优
先执行

“我们将为企业提供更加便利的诉

讼机制。”王次梅说，法院将通过预约立
案、扩大民事诉讼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等
方式，保护中小企业的权益，同时将对
经济确有困难的中小企业依法缓、减、
免交诉讼费用。对于确实没有能力调
查取证的中小企业，法院将根据当事人
和审理案件的需要，调查搜集证据，加
强审限管理，避免因司法周期过长而影
响中小企业发展。

优先执行，是法院为中小企业发展
保驾护航的又一措施。对涉及中小企
业的金融纠纷案件，市中级人民法院和
洛阳银监分局将共同进行协调，力争使
金融机构回应涉案中小企业延期还贷
的要求，做到依法保障金融债权和中小
企业发展二者兼顾。同时，对于因胜诉
债权未及时实现严重影响中小企业生
产经营的案件，法院将加大执行力度，
优先执行，适时开展专项执行活动。

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
融资难，是各类企业在发展中普遍

存在的问题。如何缓解企业融资难，对

金融监管和服务机构提出了新要求。
“我们认为，将单纯的融资服务向

综合性金融服务转变，能更好地这解决
这一问题。”洛阳银监分局副局长许红
星介绍，法院与洛阳银监分局共同出台
的服务企业意见中明确，洛阳银监分局
将鼓励、引导金融机构不断丰富中小企
业金融服务产品种类和内涵，创新金融
服务模式，为中小企业量身制订金融服
务方案，帮助中小企业提高信用等级、
拓宽融资渠道、加快转型升级步伐等。

同时，洛阳银监分局还将积极引导
金融机构根据中小企业业务经营和融
资需求特点，创新抵押担保方式，开发
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加大对
新产品和产品组合的应用力度，满足中
小企业用款“短、频、急”的要求。

“对于金融机构出台的支持中小企
业发展的创新措施，只要法律没有禁止
性规定，不违背立法精神，有利于中小
企业发展，我们都将提供司法支持。”王
次梅说。

本报记者 李三旺 特约记者 石笑飞

成立诉前调解中心 涉企案件优先执行 提供综合融资服务

法银联动，为中小企业发展插上翅膀

本报讯（记者 张锐鑫）在昨日开
幕的2013中国（洛阳）工业博览会暨首
届铝硅质耐火原料博览会上，我市企业
的工业产品争相登场，从填补国内空白
的高铁专用轴承，到迎合环保趋势的燃
气发电机组，一个个洛阳创新产品让人
目不暇接。

在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位
上，两个标着“高速铁路轴箱轴承”字
样的铁疙瘩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该公司高级工程师谭曙光介绍，目
前，中国高铁轴承基本被外资垄断。

2010 年以来，该公司联合高校和厂
商研发时速 350 公里高铁轴承，相关
研发工作已经进入尾声。“目前，路跑
试验等研发工作已经结束，待最后的
寿命试验结束，该产品将进行量产。
不久的未来，洛阳产轴承将装备我国
高铁，填补我国工业领域又一空白。”
谭曙光说。

在高铁轴承展位附近，一个大型燃
气发电机组格外抢眼。这是河南柴油
机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引进德国先进技
术开发的HND燃气发电机组。展位负

责人介绍，该燃气发电机组可利用煤矿
生产和农业发酵过程产生的甲烷气体
进行分布式发电，达到环保、节能的目
的，市场潜力巨大，客户遍及湖南、四川
等全国各地。

在隶属中航工业空空导弹研究院
的凯迈（洛阳）机电有限公司展位上，该
公司研发的全自动袋泡饮品包装设备
能够一次完成定量填充、内袋封包、棉
线吊牌等 6 道工序，每分钟能够生产
105包成品，在精度和速度上达到国内
先进水平，产品远销美国、荷兰等40多

个国家和地区。
此外，中国一拖生产的东方红拖拉

机、洛阳北方易初摩托车有限公司生产
的电动四轮车等也亮相博览会展厅，赢
得不少与会人员的好评。

据博览会承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博览会所展出的工业产品涉及轴
承及其装备、军民融合、耐火材料等领
域。洛阳作为重工业城市，本地企业展
出的多个工业产品在处于国内领先地
位，将有力地扩大我市工业品牌影响力。
（本栏图片均为首席记者 曾宪平 摄）

高铁专用轴承、燃气发电机组、全自动袋泡饮品包装设备……

“洛阳制造”绽放工博

洛阳市双勇机器制造公司的大块头产品引人注目 “大阳”电动四轮车成了抢手货 洛轴公司新洛轴生产的系列轴承闪亮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