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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寒冬，高新区辛店镇的各项建设
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辛店镇地处我市西南隅，南邻洛水，北
倚秦岭，总人口超过4万，是一片充满活力
的发展沃土。近年，辛店镇党委、镇政府按
照上级总体部署，精心组织、全面推进美好
乡村建设工作，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注入了发展活力。

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新
型农业

辛店镇是个典型的农业大镇。近年，
该镇农业生产经营逐步趋向规模化、专业
化和集约化，目前已形成以龙头企业、专
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及分散农户为经营主
体的发展模式，有效带动了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其成规模的农业产业化企业广泛
分布在养殖、种植、花卉苗木、旅游观光等
领域。

以洛阳巨尔牧业公司为龙头的养殖
业，通过在辛店镇建设规模化、标准化牧
场，奶牛存栏1000余头，每天产奶8吨，年
产值900万元，是洛阳巨尔乳业公司的奶
源基地。位于该镇的洛阳卓尔牧业有限公
司已成为蒙牛奶业公司的五星级供应商。

种植业以洛阳宇林农技开发有限公司

为龙头，大力种植速生杨，除带来良好的生
态效益外，还可带动农民劳务收入。此外，
洛阳农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优良核桃种
植业、洛阳绿色大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
蔬菜种植业发展迅速，也成了周边群众的
就业基地。

随着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辛店镇
农业专业合作社也有较大提升。以葡萄种
植为主的兴原种植合作社、以种鸭养殖为
主的蓝天禽业专业合作社等，形成了农资
供应、技术服务、销售一体化的一条龙服
务。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群
众生产生活条件

不仅要让群众致富有门路，还要让群
众的生产生活环境更舒心。辛店镇把新农
村建设作为推动农村发展的重要抓手，不
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改善群众
生产生活条件。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辛店镇
西北部地处丘陵山地，水源成为制约群众
生产生活的瓶颈。随着新农村建设不断深
入，该镇投入资金280余万元新建、修复了
一批机井、渠道等设施；筹资420余万元实
施的白营、后营、延秋、大营等村和4所中

小学的安全饮水项目已经投用，涉及吕沟、
三元、辛店等 9 个村的安全饮水项目正在
加快施工中。

农村路网架构不断完善。辛店镇投入
财政补贴资金550余万元，新修通组通户
道路33公里；投资70余万元，完成寺沟村
进村干道的中修工程；筹资40余万元，对
汛期水毁道路进行了维修。

新农村社区建设有序推进。辛店镇泰
和家苑新农村社区的 49 栋住宅楼主体已
封顶，小学即将投入使用，幼儿园、卫生院
等附属设施已经开工建设。

注重整治提升，农村环境集
中整治成效明显

农村卫生环境集中整治是市委、市政
府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重要举措。在整治过程中，镇党
委书记马少军、镇长王纳新多次深入各村
指导环境整治工作，要求各村各相关部门
切实提高认识，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改善农
村环境面貌。

为全面做好农村环境卫生集中整治工
作及建立健全卫生保洁长效机制，辛店镇
成立了环境卫生整治领导小组，制订实施
方案，明确目标任务，加大宣传力度。在全

镇范围内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整治行动，对
主干道两侧及各村的生活垃圾、废弃物进
行彻底清理、清运；加强重点地段日常垃圾
清运工作，对洛宜路沿线10余个垃圾池日
产日清；健全环境卫生管理制度，各村按
5‰的比例成立卫生保洁队伍，负责各村日
常保洁工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新建垃圾
池 40 个，购置垃圾箱 600 余个等。此外，
该镇还强化督促检查工作，镇政府和各村、
有关单位签订责任书，确保环境卫生整治
工作落到实处。

辛店镇禁烧任务繁重。近年，该镇立
足镇情积极主动开展秸秆禁烧工作。今
年，该镇秋季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95%，没
有发生秸秆焚烧的现象。洛卢高速公路贯
穿辛店镇 9 个行政村，两侧全部是丘陵山
地。今年春季，辛店镇对洛卢高速公路两
侧各30米进行廊道绿化，种植常绿树大叶
女贞近 1.5 万株、杨树近 3.3 万株，成为辛
店镇一张崭新的“生态名片”。

依托综合优势，吸引更多带
富致富“金凤凰”

美好乡村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深入推进，为辛店镇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现在，辛店工业园区已拔地而起。泰

盟机械、清涛石化、易通电器、盛洁环保、思
茅机械等13家企业已进驻园区，总投资超
过2.4亿元，年产值5亿元，可提供2000余
个就业岗位。

辛店镇良好的区位优势和投资环境，
也被更多客商看重。中央新影中原影视文
化产业园、国际汽车城、丹尼斯物流园等一
批省市重点项目纷纷落户辛店。其中，总
投资226亿元的中央新影中原影视文化产
业园项目由中央电视台等出资建设，计划
用5年时间建成以“影视为表、旅游为里、
文化为魂”的文化旅游胜地、中国中部影视
文化及创意产业高地、国内最大的综合性
影视文化产业综合体。

采访中，马少军强调，建设美好乡村远
不是刷刷墙、盖盖楼那么简单，建设美好乡
村就要真正建设群众喜爱的和谐家园、活
力家园。

当下，辛店镇正在继续加强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正在继续加大开放招商力度，正
在继续强化乡风文明培训与引导，一幅美
好乡村的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本报记者 李江涛 通讯员 龙辉

高新区辛店镇以美好乡村建设为抓手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建设美好乡村 打造活力辛店

美好乡村建设风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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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城市综合
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评
价服务业在当地产业体系中的地位，重点
看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看对当地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

今年前三季度，广州服务业实现增加
值7119亿元，增长14.1%，高于去年8.5%的同
期水平，增速创近10年同期新高，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高达71.8%。2012年，广州第三
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63.6%，在全国
各大中城市中仅次于北京排第二位。

广州服务业发展对当地经济支撑和拉
动作用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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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服务业是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的关键。

近年，广州不遗余力发展服务业，先
后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
决定》《广州市建设现代产业体系规划纲
要》《广州市现代服务业功能区规划纲
要》《广州市总部经济发展规划》等一系
列文件措施，全面吹响了进军现代服务
业的号角。

在今年广州发布的新型城市化的
“1+15”系列政策文件中，广州将发展现
代服务业放在了突出的地位。在广州提
出的九大优势主导产业中，有 5 个是现

代服务业，包括商贸会展、金融保险、现
代物流、文化旅游、商务与科技服务，这
实际上为产业结构调整、构建现代产业
体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服务经济时代的广州，现代服务业
快速发展。服务业增加值和占 GDP 比
重均居广东首位，现代服务业正成为广
州转型升级的助推器和“领头军”。

广州市发改委主任潘建国这样描述
广州服务业的特色：现代服务业除了在
占比上有所提升，更关键的是在功能、质
量、结构上有了飞跃，金融业、会展业、信
息技术业的快速发展使得服务业内部结

构逐步优化。
进入“十二五”，广州又有了新的目

标——加快形成国家服务业中心。
按照规划，广州今年将投资近 135

亿元，建设六大现代服务业功能区；投资
119亿元，建设41个服务业重点项目。

在“十二五”末，广州将力争打造 2
个产值规模超2000亿元、2个产值规模
超1500亿元的新兴产业，培育两三个千
亿级、五六个百亿级商贸企业，重点引进
世界 500 强企业、中国 500 强企业设立
总部机构，大力支持本地总部企业加快
发展。力争到“十二五”末，全市经认定

的总部企业升至300家。
“十二五”时期，广州还将重点建设

珠江新城——员村地区、琶洲地区、白鹅
潭地区、白云新城、新中轴线南段地区、
黄埔临港商务区、越秀核心产业功能提
升区等现代服务业功能区，积极推进21
个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

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
业，广州市的核心竞争力和中心城市综
合服务辐射功能全面提升。

广州，一个着力打造广东宜居城乡
的“首善之区”，一个面向世界、服务全国
的国际大都市正在加速蜕变。

今年 11 月 4 日，第 114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简称广交会）在广州琶洲展馆落下帷幕。本届广交会共
有来自21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9万名境外采购商参会，
累计出口成交1946.1亿元。

广交会是中国历史最长、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商品
种类最全、到会采购商最多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已成
为促进世界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与纽带，被誉为“中
国第一展”。

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广州国际会展中心，是目前亚
洲最大的会展中心。除此之外，广州还有广州锦汉展览
中心、白云国际会议中心等重点展会场馆，撑起了广州九
成以上的名展和大展。近年，广州高度重视、全力支持广
交会进一步做大做强，带动广州会展业向多层次、高端
化、国际化方向发展。

会展业的快速发展只是广州服务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今年前三季度，广州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创近 10 年

同期新高。以商贸会展、金融保险、现代物流、文化创
意、信息服务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年均增速超过15%。
总部经济对地方税收贡献不断增大，目前广州首批初步
认定总部企业有200多家，总部企业去年贡献地方税收
101亿元，占广州地税收入总额比重近 9%。服务业竞
争力不断增强，龙头企业数量全国领先。截至去年年
底，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广州拥有42家，占全国总量
的近10%。

综观历年数据，广州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
1998年首次超过50%之后就稳步提高，第三产业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从 2007 年开始保持在 60%以上，总体呈
上升趋势，以服务业为主导趋势日益明显。

今年上半年，广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052亿元，增
长12.4%。与经济实现双位数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
广州用电量的低位增长。原因何在？主要得益于广州近年
来着力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循环经济，加快产业高端化发
展，尤其是耗能较少的第三产业支撑了七成的经济增长。

日前，广东正式将广州、深圳、珠海、
佛山、东莞五市认定为广东服务外包示
范城市，将广州开发区、广东金融高新技
术服务区、珠海南方软件园、莞城科技
园、肇庆综合性生产服务业集聚区认定
为广东服务外包示范园区。

在洛阳，我们的服务外包企业仍处
于起步阶段,企业规模小、资金少、市场
竞争力不强。在沿海发达地区，服务外

包交易十分活跃。
所谓服务外包，通俗地讲，就是企业将

其非核心的业务外包出去，利用外部优秀的
专业化团队来承接其业务，从而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服务外包产业是智力人才密集
型的现代服务业，具有信息技术承载高、附
加值大、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等特点。

广州被认定为广东省服务外包示范
城市，一组数据足以说明。

今年前三季度，广州市服务外包全
口径合同额 56.65 亿美元，增长 27.4%；
离岸合同执行额 19.72 亿美元，增长
29.8%，占广东省比重近六成。目前，广
州市服务外包从业人员达 28 万。世界
500强企业在广州设立服务外包企业27
家，国际外包专业协会(IAOP)全球外包
100强有31家在广州落户，全球十大在
华服务外包供应商有6家在广州，中国服

务外包十大领军企业5家已在广州投资。
广州市外经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广州服务外包已呈现市场多元化、
高端态势集聚化等特点，已发展形成电
信、金融、软件和工业设计4大服务外包
优势领域。今年上半年，广州服务外包
企业接包的国家和地区已达 137 个，其
中，香港仍是广州第一大发包市场，离岸
执行额占广州外包总额度的48.7%。

12月20日上午，随着一个中美洲航
线的集装箱从“斯文德马士基”轮上卸
下，广州港南沙港区集装箱本年度吞吐
量突破1000万标准箱。

华南最大、世界前六位的广州港，在
2010 年货物吞吐量就已突破 4 亿吨大
关，如今每天吞吐量超百万吨。

今年5月30日，总投资40亿元的华
南国际港航服务中心项目在广州市黄埔
区正式动工，预计 2017 年建成投入运
营。该项目建成后，华南地区港航总部
企业将进驻，打造综合型、高层次的航运
服务窗口，整合提升货物装卸、货代船代

等航运下游产业，发展船舶交易、航运金
融、航运保险等中高端航运服务业。

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物流业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地区经
济繁荣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广州已经发展
成为连接珠三角、港澳地区的重要物流
中心，辐射能力明显增强。今年前三季
度，广州市社会物流总额为23269.77亿
元，同比增长 10.75%；物流业增加值为
822.31 亿元，同比增长 11.32%，占 GDP
的7.6%。

“优越的区位环境、雄厚的经济实

力、完备的基础设施，使广州物流业发展
优势明显。但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
支持，广州市政府在扶持物流业发展方
面下足了劲。”广东省河南商会物流行业
分会副会长丁宏昌说，如今，广州的物流
业正处于从传统货运服务业向现代物流
业加快转型发展阶段，物流业已从单纯
的货物装卸承运向加工、分拣、包装、配
送、运输、仓储、配载、信息咨询等一体化
服务转变。

《广州市现代物流发展布局规划
（2012年—2020年）》按照广州市提出的
“发展海陆空多层次物流服务体系”要

求，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物流枢纽
城市、国家物流示范城市”为发展定位，
以建设“世界一流的物流中心”为发展目
标，有效推进广州物流业向集聚化、高端
化发展。

未来，广州将形成“4-4-8-12”的布
局体系，即4个国际物流园区（空港、南
沙、黄埔、大田）和 4 个区域物流园区

（白云、增城、花都、从化），建设农副产
品、汽车制造、生物制药、装备制造、商
贸等专业服务的 8 个物流基地，在主城
区东南西北4个方向共规划建设12个配
送中心。

服务业异军突起 服务外包业风生水起

现代物流业瞄准海陆空

全力打造国家服务业中心

中外客商踊跃参加广交会 （资料图片）

近年，广州服务业快速发展，年均增速超过15%。这是广州锦汉展览中心夜景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