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网河南频道2月17日
播发《快速脱贫就地实现城镇
化 乡村旅游发展潜力巨大》一
文，报道了“河南乡村旅游第一
县”栾川县，依靠发展乡村旅游
带动全县 1/3 农民脱贫致富。
本报今日转发该文，希冀各县
（市）区抓住我市作为国家新型
城镇化综合试点城市的机遇，破
解城乡二元结构，拉动投资、刺
激消费、扩大需求，积极稳妥推
进新型城镇化。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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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造林是高新区林业生态建设的亮点所在。
“林业生态招商必须栽好政策这棵‘梧桐树’，政策跟

上了，服务做好了，企业才会愿意投资林业生态项目。”高
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李新红介绍，去年，高新区出台优
惠政策明确提出，在市级财政补贴的基础上，对1500亩
以上的绿化项目给予每亩1500元至2500元的基础设施
配套补贴和最高8%的设施用地补贴。

一年来，该区共引进4家实力雄厚的社会企业参与
绿化项目投资，目前完成投资 5000 多万元。市场化运
作、规模化建设的绿化新模式，为该区林业生态建设提供
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在城区林业生态圈建设中，高新区变行政主导为支
持协调，积极服务绿化企业，树木成活率大幅提高，跳出
了“年年种树不见树”的怪圈。

高新区规划的造林区域大多位于丘陵山区，基础设
施条件差。对此，该区抽调人员成立了生态造林服务小
组，实行“一个项目一支服务队伍，一支队伍一名责任领
导”，全力以赴为企业做好土地流转、基础设施建设等方
面的服务工作。

同时，高新区还组织技术人员，指导企业在造林上做
到高低结合、乔灌结合、常绿树种和落叶树种结合、经济
林和生态林结合，并协助加大对已植区域的科学管理和
防火工作力度，提高树木的成活保存率，保障城区林业生
态圈建设成效。

让企业有效益，让群众能增收，是林业生态建设的长
久之计。高新区一方面持续落实各项造林绿化支持政
策，鼓励企业立足林业生态建设，以“绿”为基，积极打造
生态旅游、休闲农业等多元化、立体化的绿色产业体系，
推动林业产业提档升级，提高林地综合利用率和产出率，
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另一方面把群众增收作为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通
过拍卖、流转、招商等方式，进行规模经营，走“生态得保
护、农民得实惠、产业得发展”的林业发展道路，提升生
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

做好生态文章，释放生态红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途径。李新红表示，今后，高新区将继续按照“政府
搭建平台，企业建绿兴绿”的林业生态建设新模式，不断
提升林业生态建设水平，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
力量。 本报记者 张宁 通讯员 申艳梅

——访高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李新红

栽好政策“梧桐树”
引来植绿“金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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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网河南频道 2 月 17 日电
今年起，国家 7 部委将联合实施乡村旅
游富民工程。作为河南乡村旅游的样本
县，地处伏牛山区的栾川县发展乡村旅
游10余年，带动全县1/3约10万农民脱
贫致富。该县农民六成以上纯收入来自
乡村旅游，2012年该县又在全国率先提
出打造乡村旅游升级版的“全域旅游”模
式。随着旅游消费的兴起，以核心景区带
动乡村旅游发展的扶贫模式，不仅在助推
深山地区脱贫富民方面，还在引领县域转
型、推动就地城镇化方面潜力巨大，乡村
旅游作为“牛鼻子”推动深山县域综合发
展的作用正在日益凸显。

景区带动 快速脱贫
位于豫西伏牛山腹地的栾川县，

1986 年就被确定为国家级扶贫开发重
点县。该县 80%面积为深石山坡，200
多个行政村被分割成2136个自然村，散
布在 8550 条沟岔中。仅仅 10 余年时
间，因为乡村旅游的兴起，这个贫困县的
农村面貌便得到了极大改观。

数据显示，2013 年，栾川县年接待

游客数量已达 880 万人次，旅游收入超
过 37 亿元。在该县 14 个乡镇中，11 个
乡镇从事乡村旅游，创建旅游专业村25
个，直接或间接带动农民10.2万人，约占
全县农民的 1/3；在 6300 元的农民人均
纯收入中，65%来自于乡村旅游。

栾川县旅游工作委员会主任孙欣欣
说，栾川农村面貌的改观，固然有旅游消
费兴起的机遇带动，但更重要的是对县
情和解决贫困问题的重新认识。据介绍，
由于自然环境恶劣，旅游开发前，栾川县
的主导产业只有工矿业和农业，且分工明
确，工矿富县，农业扶贫，但工矿业就业容
量有限，全县34.5万人，30万人为农业人
口，而依靠农业扶贫也几乎难以实现。

贫困的另一面却是全县生态旅游资
源丰富。全县共有林地296.6万亩，森林
覆盖率高达 82.4％，居河南省第一位。
2000年，为应对财政收入入不敷出的窘
境，栾川县依托工矿业的民间资本积累
和丰富的生态资源，由政府主导对国有林
场进行产权改革，在国有林场基础上先后
培育出14个核心景区，其中5A级和4A
级景区7个，居全国县域首位。

依托核心景区，10余年间栾川县乡
村旅游迅速崛起，逐渐形成“一区带一
村、一区带一沟”的乡村旅游格局。记者
采访发现，全县许多村庄因为乡村旅游
而迅速脱贫：被誉为“全国农家宾馆第一
村”的重渡村，2000 年，全村 1465 人的
人均年收入不足 400 元，而在重渡沟景
区的带动下，目前，全村九成以上农民从
事旅游服务业，家庭宾馆床位 8000 多
个，农民人均年收入达2万元。

生态富民 就地实现城镇化
乡村旅游的兴起，不仅能帮助农民

迅速脱贫，还可以依靠旅游人群的集聚，
带动城乡收入、公共服务和生产生活方

式的改变，以此探索建设一条山区县域
的就地城镇化之路。

庙子镇庄子村 2008 年依托龙峪湾
景区以乡村游起步，仅仅6年时间，记者
在这个村看到，二层或三层的豫西民居
由专业机构统一设计、统一规划，散落在
550亩的花圃中，全村不仅配备600个垃
圾桶，还有一个 150 吨产能的污水处理
厂，基本构建起了一个小城镇雏形。村
支书温天序说，全村每年的游客数以万
计，旅游旺季全村雇佣的外来服务人员
就有400多名，264户村民拥有150多辆
轿车，脱离农业投身旅游业的村民，“比
城里的生活还好”。

在旅游业起步较早的重渡村，村支
书贾文献说，截至 2013 年，全村 376 户
村民拥有的轿车数量也超过了 150 辆，
村民资产超亿元。因为人群的集聚，村
内先后开设了 3 家银行机构，数十户以
旅游业致富的村民将农家宾馆出租转让
后搬入县城，自主创业。

旅游人群的集聚也让一些在城镇化
中可能消失的乡村重新焕发活力。只有
300多人的石庙镇杨树坪村是河南省海
拔最高的村庄。村主任孔明献说，旅游
扶贫最大的好处是让老百姓不用背井离
乡就能实现脱贫致富。2003 年旅游开
发前，全村不通大路，村民到乡镇要走几
十公里的山路，由于条件恶劣，30年来，年
轻人都离开，只剩下了老弱病残。2003年
伏牛山滑雪度假乐园在这个村开建，10年
间村民收入由不足千元增长为 5000 多
元。2012年年底，全村农家乐统一改建，
人口不减反增，多出来了30多口。

数据显示，近年，受旅游带动，栾川
县城的面积由 4.2 平方公里扩大到了
11.3平方公里，但受制于地理条件，未来
城市规模增长的潜力十分有限。栾川县
委书记樊国玺说，乡村旅游发展带动的

小城镇模式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有助
于山区城市克服承载能力不足的先天缺
陷。以旅游人群集聚带动小城镇居民生
活和公共服务的提升，为山区城镇化提
供了借鉴。

全域旅游 引领绿色转型
国家旅游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

年年底，全国乡村旅游年接待游客数量
已达9.6亿人次，年收入约2800亿元，直
接从事乡村旅游的农民3000多万名。

受访的基层人士认为，随着旅游消
费的升级，乡村旅游的潜力仍待深挖。
2012 年，栾川县经过前期调研将“全景
栾川”工作提上日程，率先在全国提出打
造乡村旅游升级版的“全域旅游”模式。
即以旅游工作引领三农、工业、城建、文
化、城镇化等主要工作，推动旅游工作由
单个部门向社会综合管理转变，将全域
打造成集旅游、休闲度假、养老于一体的
复合型旅游目的地，以推动旅游产业的
转型升级。

按照栾川县编制的《伏牛山休闲度假
区规划》，未来栾川将推进核心景区与乡
村旅游的深度融合，建设若干“旅游景
区＋风情小镇＋特色农庄”的景观廊道。
樊国玺说，全域旅游的新模式或将为山区
资源型大县探索一条转型发展的新路。

大规模旅游大开发之前，和很多山
区县类似，栾川县几乎以工矿业为生，钨
钼采选和粗加工一度占据县域经济的
90％以上。历经10余年发展，栾川县经
济结构开始逐渐改变。2000年，栾川县
旅游收入仅为5000万元；而2013年，栾
川县生产总值 144 亿元，其中旅游收入
已达37.2亿元，占全县GDP的比重接近
20%。按照栾川县测算，“十二五”末，全
县旅游收入有望达到100亿元，占GDP
的比重也将超过30%。

——“河南乡村旅游第一县”的发展启示

快速脱贫就地实现城镇化
乡村旅游发展潜力巨大

洛阳欣闻报业广告有限公司(原洛阳日报社广告部)是洛阳

日报报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因工作需要，拟招聘校对2名，从

事《洛阳日报》《洛阳晚报》广告校对工作。

要求
1. 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有扎实的文字功底。

2. 工作认真细致，责任心强，年龄在30岁以下，有校对从业

经历者优先。

报名时请携带个人简历，2.5厘米证件照及相关学历、学位

证书和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招聘启事

咨询电话：63217381 13783109149
报名地址：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大道218号报业大厦2楼东厅

■ 项目名称：瀍河回族区标准
化厂房项目

■ 投资总额：9.3亿元
■ 项目概况：该项目位于瀍河

回族区盘龙冢村，占地197.3亩，包
括10栋标准化厂房、3栋职工宿舍
楼、1栋办公楼和1座物流会展中心。

■ 现场声音：
近日，在瀍河回族区标准化厂

房项目施工现场，大型吊臂正忙着
运送钢筋，施工人员加紧搭建厂房
钢筋构架。（如图）

“如今城市区土地资源稀缺，对
于中小型轻工企业来说，选址建厂
难，享受集中配套服务更难。”瀍河
回族区标准化厂房项目招商经理陆
敦治说，该项目建成后，不仅能为进
驻企业提供高品质的标准化厂房，还
能为其提供全方位配套服务，成为中
小型轻工企业的快速成长平台。

陆敦治说，该项目标准化厂房
为钢筋混凝土构造，均为3层建筑，
一层层高6米，二层、三层层高均为
5.5米，并可根据进驻企业需要自由
分割空间。标准化厂房每平方米月
租金为 13 元至 15 元，与企业自行
建设厂房相比，可节约大量资金。

该项目建成后将提供多项特色
配套服务。一方面，将引入专业物
流服务公司，为进驻企业提供工位
配送、代理采购等服务，有效降低企
业运营成本。另一方面，项目运营
方可为进驻企业提供金融解决方
案，提供融资服务。

一家企业成立之初，工商登记、
人员招聘等环节比较繁琐。该项目
建成后，将由项目运营方搭建专业综
合服务平台，为进驻企业提供工商登
记、人员招聘、法律咨询等“一站式”
配套服务。

此外，该项目配套建设了 1 座

物流会展中心，可定期举办行业产
品展示、展销会，形成稳定的企业供
需交流平台，增强企业盈利能力。

■ 后期展望：
今年6月，该项目的5栋标准化

厂房将建成投用，整个项目将于
2016 年 8 月全部竣工，预计将引入
200家电子、服装、食品加工等轻工
企业，带动8000人就业。

本报记者 王蕾
特约记者 王少峰 文/图

提供“一站式”配套服务、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瀍河回族区标准化厂房项目——

助力中小型轻工企业快速成长

本报讯（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张炜）
记者日前从市科技局获悉，省科技厅、省发
展改革委等8部门近日公布第八批河南省
创新型试点企业名单，来自我市电子信息、
新材料等领域的5家企业名列其中。

本次我市入选的5家企业分别为洛阳
愿景科技有限公司、洛阳高新四丰电子材
料有限公司、洛阳双瑞精铸钛业有限公司、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和洛阳莱普生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至此，我市的创新型

（试点）企业增至47家，其中，国家创新型
企业 2 家，省创新型企业 26 家，省创新型
试点企业19家，创新型（试点）企业总数居
全省各省辖市第二位。

我市新增5家
省创新型试点企业

项目建设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