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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员谈招商声音

李学武牡丹瓷扮靓2013北京国际旅游商品博览会

中央电视台采访李学武 青花牡丹瓷受到外宾欢迎李学武向嘉宾介绍牡丹瓷

李学武等启动开幕式水晶球

10 日, 2013 北京国际旅游商品博
览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在开幕仪式上，洛
阳牡丹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学武和
其余几位贵宾一起，启动开幕式水晶球。

在博览会现场，李学武牡丹瓷受到
中外嘉宾的广泛好评，诸多媒体到洛阳
展馆采访，并拍摄李学武牡丹瓷现场制
作过程。

2013北京国际旅游商品博览会由北
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共有来自世界
26个国家和全国22个省（区、市）的近千家
参展商参展，展览时间为10日至13日。

国家旅游局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刘
金平，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周正宇
及部分国家驻华使馆官员参加开幕仪式。

青花牡丹瓷创意产品受
到中外嘉宾的青睐

昨日，在刚刚结束的2013北京国际旅
游商品博览会上，代表洛阳参展的李学武
牡丹瓷成为海内外参展商和诸多媒体关注
的焦点，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等多家
媒体还在现场采访了洛阳牡丹瓷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李学武。

在博览会上，短短4天时间，洛阳展
馆接待3万多名参观者，洛阳牡丹瓷股份
有限公司的牡丹瓷系列产品，受到中外
嘉宾的一致好评。其中，洛阳牡丹瓷股

份有限公司最新开发的创意产品——青
花牡丹瓷特供礼品，成为展会上的一个
亮点，中外嘉宾纷纷拿着青花牡丹瓷盘
合影。其中来自非洲的一位国际友人，
看到青花牡丹瓷盘后，爱不释手，他说，
雍容华贵的牡丹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
李学武牡丹瓷把牡丹文化和青花瓷文化
融入牡丹瓷中，使青花牡丹瓷礼品有了
创意，有了吸引力。

他当场以1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定
购了10个青花牡丹瓷盘，准备在春节节
前送给他的朋友。

洛阳牡丹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
学武说，该公司一直注重产品的创新，此
次开发的创意产品——青花牡丹瓷系列
产品刚上市就受到众多消费者的青睐，
是一个成功的案例，目前，该款产品在市
场上供不应求，车间的工人正在连夜加
班加点生产。

李学武牡丹瓷加快进军
国际市场

在 4 天的展览中，洛阳展馆人流如
织，李学武牡丹瓷在受到众多参观者关注
的同时，更受到来自世界各地众多参展城
市嘉宾的青睐，他们纷纷邀请李学武牡丹
瓷前去参展，进行合作交流。

来自法国的一家大型公司代表，在
博览会期间多次到洛阳的展台前和李学
武交流，并邀请李学武到法国办展览，在

法国传播中国的陶瓷文化和牡丹文化。
在博览会期间，俄罗斯对外友好协会秘
书长德西烈夫、法国安盛集团首席代表
莉莎女士和部分国家驻华使馆的官员到
洛阳展馆参观李学武牡丹瓷。

13日，在该博览会举办的最受欢迎
旅游商品奖颁奖仪式上，李学武牡丹瓷
被评为2013最受欢迎旅游商品。

连日来，还有许多参加2013北京国
际旅游商品博览会的国外代表和李学武
进行了交流，计划代理李学武牡丹瓷。
李学武说，2013北京国际旅游商品博览
会，是一个开放的国际大舞台，他一定会
抓住这个机遇，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合作，加快进军国际市场，在国际舞台上
让洛阳牡丹瓷永恒“绽放”，让洛阳牡丹
花开五洲、香飘世界。 （武逸民）

李学武（右三）作为开幕式特邀贵宾启动开幕式水晶球
俄罗斯对外友好协会秘书长德西烈

夫(右)参观李学武牡丹瓷

农民增收，产业招商成
“聚宝盆”

在伊川，不少农户通过养鸡发了
财，白元乡班庄村养殖户申光财就是其
中一位。尽管今年上半年受禽流感疫
情影响，家禽市场遭遇寒流，但申光财
的 1 万多只鸡平均利润仍然在每只 2
元以上，原因在于有洛阳立华畜禽有限
公司给他兜着底。

投 资 5 亿 元、年 出 栏 优 质 肉 鸡
3500 万只的洛阳立华畜禽有限公司，
是市畜牧局2011年引进的重点项目。
该公司通过“公司+农户”模式，统一为
农户提供鸡苗、饲料、药品和技术指导，
统一回收成品鸡。目前，该公司已建成
200多个饲养棚供农户承包，每个饲养
棚年收入6万元。

立华肉鸡养殖项目的落户来之不
易。2011年3月，作为肉鸡饲养行业龙
头的江苏立华牧业有限公司，打算在安
徽阜阳厂区附近投资新项目。一天下

午，当从老同学口中得知该公司领导出
差途经郑州时，我市畜牧局副局长李治
力坐不住了，当晚就赶赴郑州进行对接。

李治力和伊川县领导多次带队到江
苏拜访，每周给企业负责人发一条短信，
每10天打一个电话。3个月后，江苏立华
牧业有限公司决定在伊川投资，一出手就
是5亿元，可带动上千个养殖户致富。

近年，通过我市政策性引导，房产、
商业、工业等领域的剩余资本相继流入
农业领域，正大集团等知名食品加工企
业也相继落户，一批特色农产品产业集
群和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正在形成。

农业增效，龙头招商迫
在眉睫

近年我市农业领域招商成果遍地开
花、多点见效，但农业产业化总体现状仍
不容乐观。统计数据显示：全市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的平均资产不足2000万
元，平均年销售收入只有2400万元；国
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仅有1家，占全
省60家的1.7%；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31家，占全省635家的4.9%。

数据背后，是依然突出的农业产业
化发展过程中的“六多六少”问题：在生
产组织方式上，龙头企业数量多，大个
头企业少；在产业和产品结构上，生产
初级农产品的企业多，做精深加工、生
产高附加值产品的企业少；在经营思路
上，传统观念多，现代意识少；在农产品
质量和品牌上，生产普通产品的企业
多，生产名优产品的企业少；在发展措
施上，传统老套的路数多，新颖创新的
法子少；在扶持手段上，依赖政府推动
的多，依靠社会化、市场化手段的少。

洛阳并不缺响当当的农业品牌，但
产业规模有待扩大、效益尚需提高。要
让农产品成为“淘金利器”，必须依托优
势盯招商、攥紧拳头抓招商，多招来一

些国家级、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因地制宜，特色招商势
在必行

日前，我市下发《农业领域开放招
商工作实施方案》，详细阐述了农业领
域开放招商的工作路线。

“开放招商必须紧扣我市农业发展
定位和资源优势，瞄准产业链末端和价
值链高端，瞄准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影
响力大的龙头企业，瞄准现代农业产业
发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力强的区
域。”市委农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只有
明确开放招商的重点载体、重点产业、
重点对象、重点区域，才能快速推动农
业产业提档升级。

我市农业领域开放招商将坚持“抓
大不放小”原则。大型企业进园区，打

造产业集群；中型企业进乡镇，助力小
城镇发展；小型企业进村庄，带动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招商关键看落地。我市正在研究
农业开放招商考核机制，杜绝干好干坏
一个样、多干少干一个样、只有意向投
资额而无实际到位资金等情况。

目前，“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中原行（洛阳）活动”正在紧张筹备中。
近期，数十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
头企业将来洛洽谈，我市建立了包括农
产品加工业、休闲观光农业、高品质水
果、名优花卉、物流、中药材、牡丹产业
等领域 121 个项目在内的项目库。当
前，各县（市）区已成立招商小分队，点
对点、一对一上门招商，着力实现“引进
一个、带动一批、富裕一方”。

本报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江辉

招商调出“特色菜”农民钱袋鼓起来

开放招商对加深我市农业发展的
对外开放程度、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意义重大，市委农工委作为全市农业领
域开放招商工作的牵头部门，必须勇于
担当，抓好组织协调。

一是明确责任分工。协调各县
（市）区和11个市直农口单位组建专门
的招商团队，分工负责牡丹花卉、水利
设施、农产品加工、森林旅游、畜牧产
业、农业机械、产业扶贫、农业科技等领
域的开放招商工作。

二是构建招商平台。利用牡丹文
化节、洛阳农产品展销周等载体，积极
搭建农业项目推介洽谈平台。目前，全
市农业项目库已征集项目121个、在谈
项目80个、客商资源信息539个。

三是优化政策环境。积极争取国
家、省产业扶持政策，全力用好我市各

农业项目政策资金，支持招商项目落
地。对落地我市的农业招商企业，在同
等条件下对其优先立项、落实贴息和奖
补资金等。对重大农业招商项目实行

“一事一议”“特事特办”。
四是主动服务企业。全力做好农口

分包企业的跟踪服务，积极动员、组织农
口系统深入企业走访调查，了解企业生产
经营情况，竭尽所能帮助企业解决在生产
经营和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五是抓好跟踪落实。建立重大项
目台账，实行一个项目一个档案、一支
队伍一套方案，按照“谁签约、谁跟踪、
谁督办、谁落实”的要求，做好全程协调
服务，确保签约项目早落地、早建成、早
投产、早收益。

——市委农工委副书记 智万一
本报记者 白云飞 整理

扶贫开发需要钱，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需要钱，农民公共
服务提升也需要钱，但一些农
村并不富裕。怎么办？只有开
放招商，建设农业项目，才能让
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

日前，《洛阳市农业领域
开放招商工作实施方案》下
发，绘就农业领域开放招商路
线图：市农业局负责招农产品
深加工、休闲观光农业园区项
目，市林业局牵头招林产品加
工、森林旅游项目，市粮食局
牵头招主（熟）食加工、粮食仓
储建设项目……

为进一步优化政务环境，落实好市委、市政府《关
于优化政务环境服务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洛阳市政
务环境治理办公室开通投诉电话，受理企业在项目审
批、项目服务、项目建设、生产经营、行政执法等方面遇
到的损害企业发展环境的各类投诉。

投诉电话：63912345，邮箱lyqyts@163.com。
特此公告

洛阳市政务环境治理办公室
2013年10月14日

公 告

本报讯 日前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为真诚
服务企业、减轻企业负担，我市出台政策，适当降低失业保
险、工伤保险费率，并允许暂时无力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困难
企业申请缓缴5项社会保险费。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确保各项社会保险待遇
水平不降低、基金不出现缺口、社会保险制度平稳运行的前
提下，在2013年之内适当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费率，
执行期限为 2013 年 10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其
中，失业保险费的参保企业缴纳失业保险费的费率由3%降
低为2%（单位缴费费率由2%降低为1%，职工个人仍按1%
执行）；工伤保险费率的调整方面，参保一年以上成规模的
中等风险行业和风险较大行业、对应基准费率为1%和2%
的企业，工伤保险费率分别下浮1～2个档次，风险较小的
基准费率为0.5%的不再调整。

据介绍，在确保社会保险费按时足额支付、社会保险基
金不出现缺口的前提下，市人社局允许暂时无力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困难企业申请缓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5项社会保险费，
缓缴执行期为2013年之内，缓缴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

据悉，本次社保优惠政策，将惠及我市参保职工57万
人次，每月减征社会保险费1338.1万元，3个月共为参保企
业减轻负担约4014.3万元。 （李帆 范广卿）

市人社局：

降低费率缓征保费
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