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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科技创新 激发发展活力 “蓝色”引领青岛转型升级（下）

洛 平

本报讯（记者 李岚 通讯员 杨玫）12月底前，市级运管机构
完成改革；县级运管机构制订出台改革方案，明年3月底前完成改
革任务。这是昨日召开的全市道路运输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动员会
透露的。

会议下发了《洛阳市道路运输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
目前，我市共有道路运输车辆155220辆，道路运输业户87092家、
从业人员182484人，驾校101家，汽车客运站170个、货运场站1
个。实行道路运输管理体制改革后，我市将强化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的行政管理职能，使其依法承担道路运输业和道路运输相关业
务的管理工作，剥离其承担的生产经营性职能。道路运输管理体
制也将进一步理顺，全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将设为市、县（市）两
级，为同级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事业单位；整合道路运输
相关业务管理机构和运政执法机构，实行道路运输管理统一政令、
统一管理，市级和县（市）原则上将只设一个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同时，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设置要进一步规范，按照精简、统一、
效能的原则，机构名称、级别和人员编制要相对统一，名称统一规
范为“×××道路运输管理局”。人事管理方面，对未经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编制部门办理正式手续的人员予以清退；人员编制核定
后，对原有在编在册的运管人员依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采取
考试考核的办法，竞争上岗、择优聘用。

此次改革工作还明确了道路运输管理的经费来源。全市道路
运输管理经费来源为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中央转移支付和同级
财政统筹安排资金，经费总额以2010年执行预算规模为基数，经
费供给按照当地同类事业单位费用供给标准核定，不足部分将由
当地财政弥补。

市领导吴中阳、谭建忠参加会议。

市级和县（市）原则上只设一个相应机构

全市道路运输管理体制改革
明年3月底完成

（一）有人这样说：世界各国的货
币，往往有一面是风景照，这是告诉
大家挣钱去旅游。

这虽然是一句玩笑，但很形象地
体现了当今旅游业的地位。目前，在
全世界范围内，旅游业的份额已超过
汽车、石油等，傲居第一大产业，成为
世界各国优先发展的战略产业之一。

30多年来，我国旅游业保持了年
均近20%的增速，跃升为战略性支柱
产业。在世界经济缓步复苏之际，我
国旅游业发展迅猛，风景独好。这在
提振人们信心的同时，也昭示着旅游
业将是未来最具生命力的产业。

（二）洛阳的资源，洛阳的禀赋，
洛阳发展旅游得天独厚；洛阳的探
索，洛阳的追寻，洛阳发展旅游的脚
步清晰而坚定。

改革开放以来，洛阳旅游业实现
了从外事接待型到旅游产业型的转
变，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好势头——

我市现有开放性景区62个，其中
5A级景区5个、4A级景区12个，4A级
以上景区数量在全国城市中位居十强；

全市已形成古都历史游、牡丹文
化游、寻根问祖游、民俗风情游、宗教
文化游、自然生态游等多种旅游生态；

春有牡丹文化节、夏有小浪底观
瀑节、秋有河洛文化旅游节、冬有伏
牛山滑雪旅游节，四季有节会，八方
游客纷至沓来。

2012年，洛阳接待游客7765万人
次，比上年增长13%，旅游总收入402
亿元，增长15.7%，并成功入选《福布

斯》中文版评选的“中国大陆最发达
旅游城市”，最近还被评为中国“宜居
休闲之都”。

（三）着眼未来，发展旅游业，我
们有喜，更有忧。

喜的是，我们有得天独厚、丰富
独特的旅游资源，有快速扩张、与日
俱增的发展势头，有中央和省里的大
力支持，有市委、市政府常抓不懈的
坚定信念，可谓东风劲吹、利好不断。

忧的是，与洛阳历史地位相比，
与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与旅游产业
强市相比，我们的旅游业规模仍然偏
小，层次比较低，文化旅游融合、基础
设施、景区建设、宣传营销等方面都
比较薄弱。

（四）焦作云台山风景区，近两年
的游客总数和门票收入双双超过故
宫，从昔日名不见经传的景区迅速成
长为国内山水旅游的“高地”；开封清
明上河园，借助对大宋文化元素的充
分利用，只用10余年就跻身中国旅游
企业亿元俱乐部。洛阳旅游业，还有
不少“短板”待补：

——满天星斗缺明月。洛阳文
化底蕴深厚、历史遗迹众多、山水景
观丰富、名人数不胜数，旅游资源极
其丰富，但很多资源并未转化成旅游
产品，现有的产品，差档次、少内涵、
欠规模，可谓“星星点灯，皓月无踪”。

——一花独秀难为春。龙门石
窟、白马寺、关林“老三篇”依旧挑大
梁，但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
相同，单纯观光型性质明显，体验游、

深度游、综合游培育不力，只能赢得
游客一日匆匆的脚步。

——旅游环境待优化。与发达
旅游城市相比，洛阳缺少城市游客服
务中心、旅游交通停车场和旅游公
厕，旅游、交通等的公共标识系统不
完善，难以满足游客需求。

…………
（五）发展旅游，洛阳拥有得天独

厚的历史文化和山水自然资源。要
把历史文化变成可感受、可触摸的旅
游内容，必须通过旅游产品来实现。
那么，我们在对潜在的资源进行转化
时——

如何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遵循市
场经济规律，进行产品设计开发，把
丰富资源转化为畅销产品？

如何推动景区深入挖掘自身的
人文生态资源优势，扩展旅游产品的
谱系，拉长旅游产业的链条，形成多
次消费，提高游客重游率和旅游产品
附加值？

如何让游客在旅游过程中能将
吃、住、行、游、购、娱并驾齐驱，并由
此将本地区的旅游文化传递到各地，
进而吸引更大规模的旅游团队不断
滚动来洛？

…………
（六）作为传统的观光型旅游城

市，洛阳需要向集吃、住、行、游、购、娱
于一体的旅游综合体转变。那么，我
们在经营景区、经营旅游产品时——

如何改变洛阳“老三篇”单打独
斗的现状，把牡丹文化节1个多月的

旅游火爆拉长成全年红火，把“白天
逛庙，晚上睡觉”做成日夜丰盛的城
市旅游大餐？

如何打造更多的深度体验产品，
并拉长旅游产业链条，改变洛阳旅游

“走马观花”现状，让游客的脚步慢下
来、停下来？

如何把旅游全方位地融入到整
个城市中来进行顶层设计，把整座城
市作为最大的景区、最好的产品、最
美的艺术品和旅游目的地来进行建
设，最终形成旅游无处不在、处处皆
可旅游？

…………
（七）城市环境就是旅游环境。

一个成熟的优秀旅游城市，不仅旅游
产品要过硬，旅游管理、旅游设施、旅
游服务同样要过硬。审视洛阳的旅
游环境——

我们有没有将旅游融入城市建
设、管理、经营的各个环节，把洛阳作
为一个整体景区、宜居宜游的旅游生
活基地来打造？

我们有没有完善的基础设施、便
捷的交通条件、配套的服务体系，让
游客进得来出得去、玩得美吃得爽、
住得好行得顺？

我们有没有把“以游客为中心”
的理念贯穿到旅游业发展的每一个
方面、每一个环节、每一名从业人员，
为广大游客提供人性化、亲情化、个
性化的服务，让每一位游客乘兴而
来、满意而归？

（下转02版）

【你好，洛阳】又一轮雾霾袭来，洛阳
未能幸免。在各种调侃的背后，既有真实
的无奈和焦虑，更有对发展方式的反思：
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的时代命题攸关
人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减煤、降尘、治车，
大气治理当痛下决心；造林、造景、造福，
生态建设当刻不容缓！

洛阳旅游经济之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