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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在一拖工业园区大功率轮
式拖拉机生产线上，工人正加紧组装
拖拉机。

一拖工业园区主要项目有大功
率轮式拖拉机、重型柴油机、车桥及
数控机床等，可年产大轮拖3.3万台、
重型柴油机4万台、各种系列前桥8.5
万台、数控机床500台。工人正为完
成今年各项生产指标努力工作。

记者 梅占国 摄

繁忙的
一拖生产线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朱艳艳
特约记者 李艳）17日下午，栾川县
潭头镇重渡沟村村委会主任贾文献
收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汪洋的亲笔回复：“群众的
幸福就是我们工作的目的，你们生
活好，我们就开心。”

豫西农村一名普通的村委会主
任，怎么会收到国务院副总理的回
复？这事得从去年5月19日说起。

当天是第三个中国旅游日，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来到栾川县，重
点调研乡村旅游工作。其间，他来到
贾文献经营的家庭宾馆“贾家小院”，
与他亲切攀谈，并和他全家合影
留念。

得知重渡沟村原来是个贫困村，
现在90％的农户通过经营家庭宾馆
增加了收入，过上了小康日子，汪洋十
分高兴。他说，发展乡村旅游不仅是
拓宽就业门路、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的一条新路子，而且能够传播新的
生活方式和促进乡风文明。

汪洋离开后，贾文献把那张珍贵
的合影装裱起来，挂在“贾家小院”正
屋门口。“自从照片挂出来后，我家
的‘小院’就经常爆满。”贾文献说。

今年5月4日，贾文献受村民的
委托，代表全村村民给汪洋副总理
写了一封信，向他汇报重渡沟村一
年来的新变化。

信中说：“您那天与我们的谈
话，给了我们全村发展旅游的动
力，乡亲们发展农家游的劲头更足
了……俺村按照国家5A级景区标
准，安装了太阳能路灯，所有旅游
公路铺成了柏油路，村里 7 座旅游
公厕改造提升为星级厕所，建起了
标准化影院、图书馆、医务室，村里
的无线网络和监控也实现了全覆
盖……目前，重渡沟村的农家宾馆
由去年的 295 家发展到 328 家，星
级农家宾馆发展至 68 家。去年全
村户均收入23万余元，367户村民

中有210户购买了小轿车。”
贾文献在信尾写道：“重渡沟村的新变化离不开党和政府

的正确指引，重渡沟村村民的富裕离不开国家大兴旅游的政
策。期待您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再回重渡沟看看，再到俺家坐
坐，尝尝重渡沟村的山野菜，喝一口重渡沟的山泉水！”

“真的没想到汪洋副总理能在百忙之中给我们回复。”
贾文献激动地说，汪洋副总理的亲笔回复给了全村人极大的
鼓舞，“今后我们一定会把重渡沟建设得更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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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夏”进入尾声，细心的群众发
现，往年宣传资料和政策文件中的

“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字样，变成了
“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禁烧”和“综
合利用”两个词语位置对调的背后，是
我市秸秆禁烧工作由“堵”变“疏”的可
喜变化。

多年来首次实现“零火
点”和“零投诉”

5月下旬以来，市禁烧办工作人员
每天上班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浏览国家
环保部网站发布的气象卫星秸秆焚烧
火点检测日报。

从 5 月 21 日检测日报发布以来，
我市没有发现一例秸秆大面积焚烧情
况，也未收到一起群众投诉。这也是
我市多年来首次实现“零火点”和“零
投诉”。

秸秆禁烧，禁出了清新空气，也禁
出了新风。“三夏”期间，记者多次到我
市小麦主产县区采访，与往年不同的
是，在禁烧倒逼和政策扶持机制下，秸
秆综合利用企业发展迅猛，并探索出秸
秆商品化收集、资源化利用、产业化增
值的好路子。

农民卖秸秆可抵机收
费用，合作社收益也很可观

禁烧是“三夏”生产的底线，点火冒
烟就要追责，所以基层干部谁也不敢怠
慢。小店镇是汝阳县农业大镇，但今年
该镇党委书记马胜利十分轻松。

“马书记轻松不轻松，我最有发言
权。”该镇雷力农机合作社理事长李建
功说。2010 年，李建功牵头成立农机
合作社，主营小麦机收业务。机收后的
秸秆往往被老百姓拢到地头付之一
炬，如此便苦了镇里的包村干部。“我们
不仅要完成日常工作，还要没日没夜守
在地头。”马胜利坦言。

无奈之下，在国家农机补贴的基础
上，镇财政出资35万元，扶持李建功购
买了7台秸秆打捆机，条件是合作社优
先处理小店镇的秸秆。不仅如此，镇
里每亩还额外补贴20元人工作业和运
输费用。“打捆集中堆放，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禁烧难题，但由于没有消化渠
道，最后还是要赔本扔掉。”李建功毫
不讳言。

2011年，合作社在镇里帮助下，跑
遍了附近电厂、造纸厂、人造板厂等秸秆

加工企业。“说好话、想办法，最终还是给
秸秆找到了‘家’。”李建功说，这些企业
大都在外地，包括南阳、许昌、新乡等。

在市场有了起色、秸秆能够“变现”
之后，镇里不仅不用再额外补贴，合作
社还以每捆 2 元的价格收购农户的秸
秆。李建功算了一笔账，按每亩秸秆平
均打20捆计算，农民能获得40元左右
的收入，基本可抵上机收费用。对于合
作社来说，每吨秸秆的打捆和运输成本
在120元左右，转手卖给加工企业的价
格高达300元，收益十分可观。

近年，由于我市大力扶持养殖、食
用菌、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李建功的
秸秆销售市场逐步从外地转移到市
内，而秸秆转手外销的利润也超过了合
作社农机作业的主营业务收入。

从肉牛饲料到更多用
途，秸秆成了“抢手货”

为了拉长秸秆产业链条，今年合作

社还养起了肉牛。前不久第一批出栏
的50头肉牛盈利近20万元。如今，李
建功正寻思着建人造板厂。

“这一季预计收购秸秆 8 万吨，折
合近 20 万亩小麦，这相当于小店镇种
植规模的8倍。”马胜利面露喜色，去年
镇里新上马了大型养羊项目，存栏
3000 多头，每年消耗秸秆 5000 多吨。
现在，小店镇的小麦秸秆不仅不愁

“嫁”，还出现“抢购”的场面。
小店镇“抢购”秸秆并非个案。在

高新区辛店镇，年消化麦秸秆 10 万
吨的奥吉特食用菌公司收购价每吨
已涨到 320 元，但依然面临收购难的
问题。

在汝阳县、新安县、宜阳县的丘陵
山区，当地政府推出了免费打麦、秸秆
回收的服务，农民群众纷纷叫好。

采访中，基层干部群众纷纷表示，
在“利用”上找出路，秸秆用途越来越
多，就没有人会“烧钱”。秸秆禁烧也正
发生由“堵”到“疏”的变化……

从“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到“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不是简单的词序调整——

秸秆禁烧正变“堵”为“疏”

本报讯 （《河南日报》记者 杨玉
璞 《洛阳日报》记者 李江涛）6 月 17
日，虽然天气炎热，但记者在洛阳采访
时感到凉爽惬意：环绕洛阳城区的凤凰
山、周山、龙门山、龙凤山四大森林公园
林木参天、满目葱茏；穿城而过的洛河
碧波荡漾、清澈宜人；洛河两岸10多公
里长的洛浦公园内杨柳依依、浓荫蔽
日，让人流连忘返。

“洛阳有一种让人不由自主静下
来的魅力，这就是生态之美！”刚刚

考察过洛阳市城建工作的住建部节
能专家委员会的专家们发出这样的
赞叹。

专家们的赞叹是对洛阳市“围绕生
态做文章，打造宜居洛阳城”的肯定。
近年，洛阳市委、市政府不断加大投入
力度，围绕建设绿色洛阳、生态洛阳浓
墨重彩做文章，洛阳先后荣膺“国家园
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
市”等荣誉称号。

去年下半年，洛阳正式提出全力建
设名副其实的中原经济区副中心城市
目标，全面实施林业生态建设提升工
程，着力构建城乡一体的生态系统，让
洛阳成为中原经济区最佳宜居地。

今年年初，从城市园林绿化提升到
林业生态圈打造，再到荒山、荒坡、荒
滩、荒沟“四荒”造林，洛阳掀起了一场
由内及外、三个层次的生态提升工程高
潮。在城市中心实施的园林绿化提升
工程达270项，新增绿地面积337.18公
顷；在城郊，启动中心城区林业生态圈
建设，实施环城高速景观廊道绿化、高

速沿线可视范围荒山荒地绿化、三大城
郊森林公园组团绿化等工程，计划2年
造林24.28万亩，规模超过过去10年城
郊绿化总和的 10 倍；在农村，加大荒
山、荒地、荒滩、荒沟“四荒”造林工程力
度，计划用3年时间让全市剩余的96万
亩“四荒”地全部披上绿装。

据测算，洛阳市仅林业生态圈工程
所需资金就达 74.9 亿元。如何破解生
态建设资金问题，如何让这一富民工程
尽快落到实处？该市充分运用市场手
段，将生态资源当作商品，用经营企业
的方式经营生态建设，积极破解这一难
题。洛阳市林业局局长魏进忠介绍，年
初，依据中心城区周围区位便利，生态
休闲游市场潜力巨大的实际，洛阳在先
行设定财政补贴、土地配套、贷款支持
等扶持政策的前提下，向社会发布招商
和拍卖公告，吸引社会投资。

今年 1 月 23 日，随着拍卖师手起
槌落，洛阳正盈农业开发公司从5个竞
标单位中胜出，成功拍得洛阳中心城
区林业生态圈西苑文化森林公园3000

亩荒山绿化经营权。此举开了全省城
市林业生态项目绿化经营权拍卖先
河。此后2个月时间里，中心城区林业
生态圈“绿园三组团”11个生态项目被
24 家公司揽入怀中，签约总规模达
12.8万亩。

围绕“盘活山林资源，撬动市场资
本”，洛阳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
运作”的生态建设路子越走越明。有关
林业专家表示，市场造林不仅是对破解
生态建设“钱从何来”难题的有益探索，
也将改变以往政府对绿化造林“只建
设、不经营，只投入、不收益”的旧有模
式，走出一条以绿建绿、以绿兴绿的市
场化新路。

洛阳不仅做大造林的增量，还积极
在盘活造林存量上下功夫。近年，洛阳
生态绿化提升持续推进，森林覆盖率达
47%，居全省前列。今年，该市在确保
新造林任务不减的前提下，将以改善林
木结构、木材品质和提高森林生产率为
重点的森林抚育列为生态建设重点，计
划森林抚育和改造79万亩。

巧做“绿”文章 打造宜居城

古都洛阳散发生态“静”魅力
昨日，《河南日报》头版头

条刊发题为《古都洛阳散发生
态“静”魅力》的消息，报道我市
全面实施林业生态建设提升工
程，着力构建城乡一体生态系
统，建设中原经济区最佳宜居
地的做法和成效。本报今日全
文转发，敬请关注。

本报记者 白云飞 见习记者 张宁 通讯员 马翔龙

本报讯（记者 孙自豪）昨日，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计算
技术研究所签署合作协议书，双方将共建以数字媒体技术、物
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核心技术为重点方向的洛阳中科
信息产业研究院。

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局长严庆、中科院计算所党委书记
李锦涛，省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主任吕纯操、省科技厅
副厅长张代民、省科学院副院长张占仓，市领导李柳身、宋殿
宇、陈向平等参加项目签约仪式。

中科院计算所是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计算机科学技术综
合性研究的学术机构。洛阳中科信息产业研究院项目位于伊
滨区，规划用地270亩，建设内容包括信息技术研究院、研究
生培养基地、技术推广中心、学术交流中心等，计划 5 年建
成。该研究院计划用5年时间，引进“千人计划”专家2名；研
究生培养基地每年招收研究生30人至60人，5年累计不低于
250人；引进孵化企业共计100家，龙头企业一两家，服务洛
阳本地企业200家；每年至少组织举办国内人才培训会和国
际学术交流会各1场。

签约仪式前，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柳身会见了严庆一行。
李柳身指出，中科院计算所是计算机系统、网络、智能技术研
究与应用领域的“国家队”，更是我国自主创新的主力军。希
望中科院计算所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在更
宽领域、更深层次参与和支持洛阳的信息化建设，帮助我们把
信息产业打造成洛阳的高成长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加快
建设有重要影响力的信息产业之城、服务外包之都。李柳身
表示，洛阳市委、市政府将认真落实协议内容，竭诚为项目建
设提供一流的环境和服务。

李柳身会见中科院相关人士
并参加项目签约仪式

我市与中科院计算所
共建信息产业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