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
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我市各类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发展状况如何？如何通过扶持助推其发展？昨日，
市统计局首次发布《洛阳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查报告》，
对我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情况给予关注。

以经营种养业为主
市统计局近日对我市的22个（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发展壮大面临难题
调查结果显示，我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多是近年新

上企业，其发展壮大面临一些难题。
资金短缺。调查中，超过80%的经营者遇到资金短缺

的难题。由于农民缺少可抵押资产，很难向金融部门申请
到大额贷款，制约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进一步发展。

土地流转难度加大。一方面，土地流转费用逐年增
加。另一方面，部分农民不愿长期、大面积流转土地，土地
流转难成规模。

技术力量有待加强。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农业经营人
员多为留守的妇女或中老年人，适宜从事一家一户的小农
生产，项目包装、技术指导、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技术人才较
为缺乏。虽然相关部门每年为农民开展技术培训，但参加
人员不多，效果欠佳。

缺乏品牌营销。调查结果显示，81.8%的企业产品以
自销为主，拥有产品品牌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到一半。

多措并举破解难题
如何破解难题，进一步壮大我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调查人员给出一些建议。
开展抵押贷款业务。缺乏资金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

展壮大的最大瓶颈，可鼓励、支持金融机构面向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开展农用生产设施、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等抵（质）
押贷款业务。

加大引导扶持力度。鼓励农民兴建专业合作、股份合
作等多元化、多类型合作社，鼓励和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创建品牌并做大做强，支持其适度规模经营。

加快培训职业农民。加快对职业农民的培训，使部
分农民成为适应市场变化和需要、能带动一方发展的专
业人才。 本报记者 戚帅华 通讯员 褚春阳

市统计局首次发布
《洛阳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查报告》

种养业占近七成
发展难题待破解

在被调查的经营主体中，从事种养业的占
其中，种植业经营品种以蔬菜、水果、花卉等为主，养
殖业以奶牛、生猪、蛋鸡、土鸡、野兔等为主

68.2%注

均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经营者文化程度

的经营者为高中文化程度50%
的经营者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4040..99%%

经营者工作经历

有个体经商经历 5959..11%%
有务工经历 1818..22%%
有开办企业经历 1313..66%%
有干部或教师经历99..11%%

经营主体注册类型

公司 3636..44%%
个人独资企业 3131..88%%
个体工商户 1313..66%%
合伙制企业 99..11%%
没有注册 99..11%%

市委十届十一次、十二次全会明
确了建设名副其实的中原经济区副中
心城市的战略目标，发出了全面深化
改革的动员令。作为全市开放招商的
牵头部门，市商务局要紧紧围绕加快
建设名副其实副中心这一大局，以时
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全力抓
好开放招商工作，实现更大担当、更大
作为。

一是强力推进十大产业招商。制
订出台《洛阳市十大产业招商计划》，
强力推进机器人及高端装备制造、高
端合金及新材料、新能源及新能源汽
车、电子制造及信息服务、资源循环利
用及节能环保、现代中药及生物 6 个
战略性新兴产业，文化旅游、现代物
流、健康养老3个现代服务业产业，现
代农业产业的招商，着力引进产业关
联度高、影响力强、带动作用大的龙头

项目。
二是紧盯目标企业招大引强。制

定招大引强的路线图，瞄准长三角、珠
三角、环渤海、闽东南及港澳台、日韩、
美加等重点区域，认真分析其产业特
点和转移趋势，突出对大型企业和标
志性企业的招商，着力引进境内外
500强企业。

三是跟踪推进重大签约项目落
地。对2012年以来重大招商项目建立
台账，特别是对近年签约的投资10亿元
以上的重大工业项目、亿元以上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项目，建立跟踪服务机制，
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困难和问
题，定期通报项目
进展情况，切实提
高招商项目的合同
履约率、资金到位
率、项目开工率。

推进产业招商
着力招大引强

市国资委作为推进落实市委十届
十二次全会国有企业改革专题小组牵
头单位，将借好全市全面深化改革的东
风，以培育壮大市场主体为重点，把深
化国资国企改革作为国资委系统当前
和今后一段时期工作的重中之重，为加
快建设名副其实的中原经济区副中心
城市提供强大支撑。

一是领会精神，做好顶层设计。切
实把市委十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学深、学
透、学好，进一步增强落实我市全面深
化改革总规划、任务书和施工图的紧迫
感和责任感；进一步修订完善《关于进
一步深化洛阳国资国企改革的工作方

案》，并按规定程序
报批，适时出台。

二是服务企业，
为推动改革创造条
件。重点组织开展

好对驻洛央（省）企的走访活动，着重
了解和解决其稳增长、产业转型升级
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方面的情况
和问题；稳步实施 33 户驻洛央企“三
供一业”分离移交，力争2015年年底前
完成。

三是先行先试，大力推进体制机
制创新。重点以洛阳国宏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洛阳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
司、粮食系统等为基础，开展组建改
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在洛
阳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洛阳水利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开展规
范董事会建设试点；在前期市场化成
功选聘洛阳国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洛阳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的基础上，继续在洛阳水利投
资公司开展市场化选聘企业管理人
员试点。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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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商务局局长 曾丹梅 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 符同欣

明确民航五大发展战略，着力打造
洛阳航空港经济区……昨日我市召开
的《洛阳民航发展战略研究》和《洛阳
航空港经济区建设专项规划》专家评
审会，对洛阳民航业发展、服务配套
设施建设、综合交通枢纽构建等进行了
评审。

洛阳民航发展“三步走”

《洛阳民航发展战略研究》（评审
稿）提出，洛阳民航的未来发展可分为
三个阶段——

夯实基础阶段（2014 年至 2015
年）：争取在2015年，航空旅客年吞吐量
突破100万人次，货邮行年吞吐量达到
3000吨；扩大洛阳一类航空口岸开放范
围，实现“十二五”期间对外籍飞机开放。

快速发展阶段（2016 年至 2020
年）：争取在2020年，航空旅客年吞吐量
300 万人次左右，货邮行年吞吐量达到
6000吨；与旅客年吞吐量1000万人次以
上的国内主要城市通航；与日韩及东南
亚、港澳台等开通国际（地区）包机航班。

战略实现和转型阶段（2021年至
2030年）：争取在2030年，航空旅客年
吞吐量600万人次左右，货邮行年吞吐
量达到 9000 吨；构建以洛阳机场为核
心、通达全国大部分省会城市和经济重
要城市的4小时航空交通圈和辐射中原
城市群的2小时地面交通圈。

明确五大发展战略

《洛阳民航发展战略研究》（评审
稿）明确了洛阳民航的五大发展战略。

运输航空业务：实行“一主两翼”发
展战略。洛阳机场依托现有的产业基
础，巩固和扩大现有业务的规模，积极
拓展新兴的产业领域，逐步打造以运输
航空为主体，以飞行训练和通用航空为
支撑的“一主两翼”产业格局。

区域交通：实行机场地区“交通一
体化”发展战略。按照“客运零距离换
乘、货运无缝隙衔接”的原则，加快航空
运输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有效衔接，构
建以机场为中心的城北综合交通枢
纽。在客运方面，以洛阳机场为核心，

打造以城际铁路、轨道交通、长途客运、
公交车站为支撑的综合交通枢纽，构建
洛阳机场地区的陆空多式联运模式。

对外开放：实行机场国际化发展战
略。强力推进航空口岸扩大开放，争取
洛阳一类航空口岸达标，近期重点拓展
香港、台湾及澳门的航线，远期逐渐开
通东南亚、日、韩等国际航线。

机场管理体制：实行公司化改革发展
战略。深化管理体制改革，理顺飞行训练
和机场运行之间的管理关系，实现航空运
输业和飞行培训业务相互剥离。

产业发展：实行港、产、城的协同化
发展战略。推动机场地区的航空港、航
空港经济区和空港新城的三位一体协
同发展。

打造洛阳航空港经济区

《洛阳航空港经济区建设专项规
划》提出，我市将着力打造“洛阳航空港
经济区”。洛阳航空港经济区规划区域
以洛阳机场为核心，北临新310国道和
连霍高速公路、西至绕城高速公路、东

临洛吉快速通道、南临陇海铁路和老
310国道，规划总面积65平方公里。

该规划对未来洛阳航空港经济区
提出了几项功能定位：一是与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施区域联动，引导
航空运输业、通航产业、高端制造业和
现代物流业集聚发展，打造洛阳市对外
开放体制机制创新示范区；二是依托旅
游资源，积极开通国际旅游航班，建设
国际旅游干线机场；三是借助洛阳的文
化辐射、品牌影响和优越地理条件，提
升城市影响力；四是通过航空港经济区
建设，推进产城融合；五是依托民航飞
行学院洛阳分院的教育培训优势，建设
国家民航教育最大培训基地；六是依托
洛阳高科技制造和航空航天科研优势，
建设国家通航产业基地等。

市领导高义、张世敏等参加评审
会。本报记者 戚帅华 通讯员 郭新峰

《洛阳民航发展战略研究》《洛阳航空港经济区建设专项规划》接受专家评审

构建航空交通圈 着力打造航空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