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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栾川

“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城
市群，使长江经济带成为充分体现国家综合经济实力、
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内河经济带。”近日，国务
院出台了一份在全球商品交易及物流链中极具战略意
义的规划——《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

按照规划，未来这条立体交通体系的货物流转量
将会达到每公里10万亿吨级。上海将是整个长江经
济带最大的受益者，吞吐量已经是世界第一的洋山深
水港将因此变成连通整个东亚、东南亚、南亚以及欧洲
的重要战略交通枢纽，其地位有望超过新加坡。

近日，中俄双方签署了“莫斯科-喀山”高铁发展
合作备忘录。这意味着，一条长度超过 7000 公里的
高铁将把北京和莫斯科连接起来，北京通过铁路前往
莫斯科的时间也有望从现在的6天左右缩短至两天。
目前，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直飞航班飞行时间大约在
9小时。如果由中方来参与建设，这条铁路成本将高
达1.5万亿元人民币。

今后，企业或个体户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
证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将不用再分别办理手续，“三证合
一”的登记制度将应运而生。上周，国家工商总局局长
张茅表示，正在探索实行“三证合一”的登记制度。

继“鄂六条”、武汉全面解除限购、央行限贷松绑等
政策密集出台之后，武汉近日再祭出一项救市政策
——二套房公积金贷款首付由六成调整至三成。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上周在伦敦发布报
告称，人民币有望在近期超过英镑和日元，成为仅次于
美元和欧元的全球第三大货币。

根据该机构汇编的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在去
年年底，人民币国际化指数为1.69，整体增速比2012
年有所加快。乐观预估，未来3年至5年内，人民币有
望成为全球第三大货币。

2002年至2012年，借助大宗商品的“黄金十年”，
国内电子交易市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也产生大量行
业风险。

近日，大宗商品大省山东出台文件，严格规范大宗
商品交易。文件规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名称未经批
准不得使用“交易所”字样。

近年，中国对外房地产投资规模呈现井喷式增
长。2013年，中国对外房地产投资总额接近160亿美
元，而今年前8个月，这一数字就已经高达85亿美元。

随着国内房地产市场不断降温，各类投资者都在
不约而同地加速海外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志伟）

北京至莫斯科将通高铁
人民币或成第三大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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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餐饮新规

促销规则、期限应明示，不得降低商品质量或服务水平，
违者最高处罚3万元——

餐饮店搞“假优惠”，当心得不偿失

“到饭店吃了一顿饭，花钱少了可是
服务也打了折扣。”市民赵乐乐说，近日他
到市区一家饭店吃饭时，点了一道当日的
特价菜——麻辣水煮鱼。可吃到一半
时，他发现这道菜中竟然有两个鱼头。
对此，饭店服务员解释：正常价格时，麻
辣水煮鱼用的是整条活鱼；特价促销时，
用的则是事先加工处理过的“鱼块”。

近几年网络团购流行，我市不少餐
饮业经营者在各家团购网站上打出了团
购优惠信息。记者在一家团购导航网站
上看到，在“地方菜”类目中，我市就有
4000余家饭店发布了菜品团购打折信

息。不过，一些消费者表示，部分商家推
出的优惠活动暗藏猫腻。

市民韩丽敏说，她曾团购过一家饭
店的套餐优惠券，用餐时才发现套餐包
含的所谓 10 道热菜中，本应属于烤鸭
这道菜附带的卷饼、酱料、鸭架都被分
别单独算作一道热菜。最后算下来，一
顿饭的花销比单点套餐中的所有菜品
还贵。

市民程羽中也说，有些商家在推出
团购优惠活动时不说明使用限制，到了
节假日等消费高峰期不让消费者用优惠
券消费，这种做法实在不合理。

为防止餐饮业经营者在开展促销
活动中使用各种手法损害消费者利
益，《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以
下简称《办法》）对餐饮业促销行为作了
具体规范。例如，餐饮业经营者开展促
销活动时，应明示促销内容，包括促销
原因、促销方式、促销规则、促销期限
和其他相关限制性条件。

同时，《办法》还规定，开展促销活动
期间餐饮业经营者不得故意拖延提供相
关商品或服务，不得以任何形式降低商
品质量或服务水平。

市餐饮行业协会相关人士认为，与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比，《办法》的规定
针对性更强，明确了对餐饮经营者开展

“假优惠”活动的处罚标准。例如，商家
如果有违法所得的，将被处违法所得 3
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超过3万元。

市工商部门相关工作人员提醒消费
者，餐饮消费维权的前提是留足证据，尤
其是对商家事先承诺的促销价格、时限、
菜品种类等内容，到了用餐时，消费者应
一一对照，如发现有“缺斤短两”现象，可
立即向监管部门投诉。

此外，《办法》还指出，县级以上地方
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或委托相关机构
建立经营者及其负责人、高层管理人员信
用记录，将其纳入国家统一的信用信息平
台，并依法向社会公开严重违法失信行
为。同时，商务主管部门还应将餐饮经营
者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及行政处罚
情况进行汇总，建立不良记录档案，并可
向社会公布。

有业内人士认为，过去餐饮企业即便
因违规遭受行政处罚，只是企业和相关部
门之间“你知我知”，或是在小范围内传
播。《办法》实施后，餐饮企业如果因在开

展促销活动时弄虚作假而遭受行政处罚，
这些信息将会被全社会知晓。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大家对企业
信誉度越来越重视，今后我市消费者可能
会先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看该企
业的诚信记录，然后再决定是否到该餐饮企
业消费，而那些失信企业将很难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生存下来。 本报记者 王蕾

特价菜分量“缩水”，隐瞒套餐优惠券使用限制……餐饮业促
销活动中的各种消费陷阱令消费者防不胜防。自下月起施行的

《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对餐饮业促销行为进行了规范，经
营者“假优惠”，不仅将面临处罚，还可能被列入不良记录档案。

核心提示

餐饮业促销活动猫腻不少

餐饮促销有了具体规范
3 将向社会公布严重违法失信者

转型提升壮大绿色产业
近日，山城栾川频传喜讯！
栾川县洛阳本草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被评为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山川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森源山泉水产有限公司
等6家企业被评为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至此，栾川县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达到41家，其中省级以上3家。

“我们栾川是山区小县，能有这样的发展
速度和规模是难能可贵的！”栾川县农业局产
业办主任郭建庄说，“这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壮大，将会带动更多农民腰包鼓起来。”

栾川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的深山区县，
人均耕地不足0.5亩，自然灾害频发，以种粮
为主的传统农业很难带动广大群众脱贫增
收。基于此，只有扬长避短、主动转型，才能
走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良好的生态资源，是大自然对栾川的
恩赐，是栾川独特的发展优势。”县委书记樊
国玺对栾川经济转型的方向理解透彻、把握
准确。

栾川县极富地域特色的土特产有核桃、
板栗、无核柿子等20多种，已通过国家农业
部认证的“三品一标”产品有27个；栾川是豫
西伏牛山天然药库，有1万多公顷1400多种
药材，素有“一步三棵药”的说法；栾川现有树
木资源879种，占全省1483种的59.3%，其中
作为园林绿化宠儿的槭树科苗木自然分布种
数占河南省种数的 87.5%。此外，栾川还有

着得天独厚的种植和养殖条件。
“坚持市场导向、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注

重规模、科学有效地发展旅游及相关产业，最
大限度地发挥土地的经济效益，增加农副产
品的附加值，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县委副书
记、县长昝宏仓转型发展的思路明确而坚定。

近年，栾川着力培育壮大绿色产业，加强
农林产业和旅游业的融合，大力实施旅游商
品开发战略，使更多的农副产品转化为旅游
商品，促进百姓增收。该县先后出台了《栾川
县特色农业项目奖补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快
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意见》《栾川县农业产业化
发展奖励扶持办法》等多项政策法规，从结构
调整、资金扶持等方面切实加大发展特色农
林产业的力度，实现了农林经济的大跨越、大
发展。

龙头企业带动全域发展
位于赤土店镇的洛阳奥达特食用菌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是栾川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的代表。该公司主要从事高档食用菌标准化
种植，每年可回收利用大量秸秆，同时把秸秆

废料制成有机肥无偿还田，发展有机粮种植，
农户种植的有机粮奥达特公司都高价回收。
这种高效循环农业，既开辟了废料增效新途
径，又提高了农民收入。该公司现年产鲜菇
4500吨，每天都有10余吨发往国内外市场，
有机粮种植也初具规模。

洛阳本草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依靠栾
川丰富的天然中药材资源，进行中药材购销、
保健品和新特药研制开发，以及中药饮片加
工，发展迅速，效益良好。该公司总经理马松
利说：“我们要努力实现‘北有同仁堂，南有庆
余堂，中有本草堂’的局面，让栾川的优质中
药材走向全国。”

栾川县因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气候
特点成为我国南苗北移、东苗西移的过渡带、
适应带，该县近几年彩叶苗木产业发展迅猛、
形势大好。三川镇姚湾、龙脖等6个村发展彩
叶苗木3000余亩，培育出蓝杉、蓝冰柏等国内
外珍稀彩叶树种100多个；陶湾镇拥有洛阳市
较大的彩叶树种苗圃基地，已建成现代化育
苗温室17座，年产各类彩叶苗木200多万株。

在栾川，发展态势好、带动作用明显的农

林企业不胜枚举，省、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大多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供、销
一体化经营模式，逐步形成了龙头企业带动
优势产业发展的格局。这些龙头企业和农村
合作经济组织可提供 6000 多个就业岗位，
并辐射带动30000余户农民增收致富。

去年8月，栾川县成立了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协会，有83家企业和合作社入会。协
会的成立为企业解决了融资难题，还搭建了
市场营销、资源共享、培训及维权服务等五大
平台。今年4月，该协会家禽养殖事业部又
成立了栾川县众赢商贸有限公司，逐步实现
了禽蛋产品统一回收、加工、包装、销售，进一
步拉长了家禽养殖业的产业链条。

扶持农业产业化就是扶持农业，扶持龙
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目前，遍布全县的经
济林果、烟叶、畜牧养殖、食用菌、中药材、花
卉苗木等优势产业基地已初步形成，整个县
域的田野和林间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科学规划致力优质高效
栾川发展绿色经济的决心远不止这些。
栾川农林产业的发展规划清晰而科学：

在种植业方面，在南部发展优质玉米种植基
地，在东北部扩大小杂果基地，在中部发展香

菇、木耳、猴头、蛹虫草等食用菌基地，并大力
发展中药材种植；在养殖业方面，因地制宜发
展生猪、肉牛、肉羊、冷水鱼等养殖，扩大鹿、
水貂、大鲵、野猪、野鸡等特种养殖规模。同
时，逐步加大科技含量，往深加工方向发展，
注重品牌创建，着力将栾川打造成国内闻名
的高山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

为克服发展短板，栾川县还针对部分农
林企业个头小、竞争力弱等问题，尝试走集群
发展之路，组建产业集团，整合资源、项目、品
牌、市场，推动规模化种养基地、仓储物流、冷
链加工、包装耗材等相关产业发展，以此促使
现代农林产业集团的加快诞生。同时，与农
林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加强科学指导和技
术培训，着眼长远高效发展。

栾川明确了发展目标：3年内使栾川县农
业产业化初具规模，出境农特产品深加工率
达到总量的60%；5年内出境农特产品深加工
率达到总量的100%，真正形成生态、环保、绿
色、有机、健康的农业产业；10年内实现栾川
县农业产业化总产值占全县GDP的1/3，使
矿业、旅游、农业成为栾川经济的三大支柱。

栾川的农林产业正在特色、优质、高效的
发展之路上阔步前行！

本报特约记者 李伟

——栾川县农林产业发展略记

青山绿水绘就风光无限

栾川县充分发挥农林产业资源
优势，突出市场导向，出台扶持政
策，培育龙头企业，积极向绿色经济
转型，发展农林经济，并逐步提高科
技含量，延伸产业链条，致力于走特
色、优质、高效的农林产业发展之
路。目前，该县已发展市级以上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41家，大大促进
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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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川镇彩叶林基地 石天磊 摄

奥达特公司生产的食用菌产品 杨爱敏 摄

绘制 雅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