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洛龙渐显俊俏模样儿
初夏时节，从空中俯瞰，洛龙区像一座

美丽的“绿色公园”。
横卧洛河南岸、30多公里长的洛浦公

园草木浓绿，杨柳依依；东边，15公里长的
伊河生态廊道像绿色玉带绵延东去；南边，
龙门山脉郁郁葱葱的森林如一道绿色屏
障，紧锁伊阙；城区内蜿蜒曲折的景观水系
及开元湖、凌波湖等9个人工湖，隋唐城遗
址植物园和新区体育公园像散落的明珠，
璀璨夺目，美不胜收。

近年，洛龙区结合市委、市政府提出的
打造“山水园林宜居洛阳”的目标，顺应群
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新期待，强抓城区内
水系园林绿化提升工程，推进近郊农业生
态化、观光化和高效化，生态建设取得明显
成效，走出了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改
善相协调的新路子。

城区绿化造林再掀高潮
为达到“四季常青，三季有花”的城区

生态园林绿化目标，去年，洛龙区累计投资
6000 多万元，种植法桐、银杏、广玉兰、雪
松等苗木30余种25万余株，植被草坪面积
5万平方米。

今年植树节，洛龙区四大班子领导带
头，区直机关63个单位1280余人参加义务
植树活动，栽植红叶李、碧桃、樱花、大叶女
贞等8000余株，种植面积110亩。

龙门大道是我市一条重要景观路。为
保证今年牡丹文化节期间，龙门大道达到
预期绿化美化目标，开春以来，该区积极组
织工作人员不分节假日，天天对道路沿线
绿化带进行养护。

此外，该区还大力开展园林式单位、花
园式庭院创建活动，要求新建小区绿地率
在 40%以上。2014 年，该区共审核上报 1
家省级园林单位和小区、3个市级园林单位
和小区。

精心打造伊洛生态长廊
水为城市增添灵气。伊河、洛河是洛

龙区生态建设独特资源。该区强化洛河李
楼、白马寺段及伊河李楼段的治理提升，高
标准推进河道两岸生态廊道建设，进一步
向东拓展洛浦公园和伊滨公园；全力保障
洛河东湖、伊洛河连通水系建设工程顺利
推进，为我市建设最佳宜居“北方水城”做
出贡献。

以伊洛廊道绿化为亮点，在“线”上下

功夫。该区投资 1.2 亿元，在二广高速公
路、西南环城高速公路两侧数百米范围
内，建设以生态林为主的景观廊道和高档
次精品花卉苗圃，对白马寺、李楼、龙门、
丰李、科技园 5 个镇（办），按照“宽度够、
树种优、上档次、规格高”的要求，兼顾生
态、景观效果，采用生态景观林和经济型
防护林、常绿树种和落叶树种、针叶树种
和阔叶树种混交模式，营造近郊生态屏
障，着力打造 24 公里环城高速公路风景
带。

南部岭区生态农业织翠屏
春冬赏花观景，夏秋摘果品鲜。洛龙

区围绕环城生态圈建设，积极打造“四个万
亩基地”，即隋唐城遗址万亩森林公园、龙
门西山万亩森林公园、李楼万亩高效生态
农业基地、丰李镇万亩核桃基地，让近郊生
态农业成亮点。

这些年，该区坚持土地流转、结构调
整、生态旅游“三篇文章一起做”：

——针对南部岭区土薄、少雨、种粮收
益低的现状，自2011年开始，投资8000余
万元，引导农户发展核桃基地。截至目前，
该区建成核桃基地1.6万亩，种植优质核桃
树50余万株。2014年核桃树开始挂果，每
年可为农户增加收入5000余万元。

——围绕王城大道和洛栾高速公路引
线，投资3.6亿元，打造15000余亩平泉生
态园。依据南部岭区地形地貌，采用落叶
与常绿树种相结合，观叶与赏花树种相结
合，营造多彩生态屏障；按照抓品质、上规
模，抓示范、强管理，抓改造、增效益的工作
思路强力推进，实现了山、林、路综合开发，
种、养、游立体经营。

——引进“兰卉”“阳光生态”“太阳雨”
“春华秋实”等企业，以种植枫树、樱花、梧
桐等生态观赏苗木和樱桃、草莓、油桃等瓜
果为主，将赏花、采摘、休闲等要素有机融
为一体，建成三季有花、四季有果的龙门西
山万亩森林公园。

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双丰收
为建设生态宜居洛龙，洛龙区将生态

建设纳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13233”整体
战略布局，先后出台了《关于洛龙区城市林
业生态圈建设（2014—2015 年）的实施意
见》《洛龙区扶持农业产业发展意见》等一
系列政策措施，实现了政府要生态、企业要
效益、群众得实惠三者有机统一。

2013 年该区荣获“河南省绿化模范
县”称号。2015年该区科技园街道办事处
被省绿化委授予“国土绿化先进乡镇”称
号。去年该区多项经济指标高于全市平均
水平，一些指标还处于全市领先位次。

在谈到下一步打算时，洛龙区委书记、
洛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李钢锤
表示，将持续推进生态建设，加快三产融合
步伐。一是积极配合搞好伊洛水生态文明
示范区、洛河东湖工程、华夏文明第一河等
水生态项目，让水生态建设成为该区惠民
生、招人才、聚人气的新名片。二是持续完
善农业生态园区旅游功能，不断巩固提升

“四个万亩基地”。三是继续推进“美丽乡
村”建设，年内完成 37 个高级达标村整治
任务，新创4个省级卫生村、5个省级卫生
小区。四是抓好碧水蓝天工程，加大治污
力度，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宜居、人民
更满意。 通讯员 田亚峰

抓好山水绿化提升工程 推进农业观光化高效化

【你好，洛阳】让总理点赞的“创业
咖啡”，咱洛阳也有。这杯咖啡是一个隐
喻：如今创业的门槛越来越低，只要你有
敏锐的眼光、创新的点子，哪怕你初出茅
庐、实力尚弱，这个时代都敞开怀抱，容纳
你的梦想，都可以坐下来聊一聊。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在洛阳真正热起来，离不开

“喝着咖啡搞创业”这样的平台和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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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嵩县车村镇天桥沟村，道路
两侧翻新的农家宾馆已基本竣工，还有
几家正在扫尾。天桥沟村党支部书记
王聚从其中一家农家宾馆里走出来，笑
着说：“宾馆统一拾掇了，整个村子都变
新了！”

去年7月，天桥沟村申报省级美丽
乡村建设示范村成功获批，得到 1400
万元开发资金。该村利用这笔钱，实施
了农家宾馆翻新、街道环境整治、无动
力污水处理等多项工程，并依托临近白
云山景区的优势，通过招商引资、扶贫
开发建设美丽乡村。

近日，记者来到天桥沟村，听村民
讲述贫困山村变成“金山银山”的故事。

靠山能挣啥钱？靠山真
能挣钱！

“大山有啥看哩？靠山能挣啥钱？”
和村民吴海川的媳妇徐秀玲一样，天桥
沟村的很多村民都曾有过这样的疑惑。

天桥沟村位于伏牛山深处，是去白
云山景区的必经之地，离景区 10 多公
里。村民见惯了从家门口经过的旅游
客车，却没能“沾上光”。这几年，游山玩
水的人多了，不少人却不再往景区扎堆。

瞅准商机，2007年，吴海川决定把
家里临街的房子整一整，开个农家宾
馆。可徐秀玲不同意：“种了半辈子的
地，甭瞎扑腾了，老老实实当农民吧。”

吴海川心意已决，坚持整房子、开
宾馆。“从装修、布置到开业，全是我自
己弄的，她别说帮忙了，理都不理我。”
吴海川说，一眨眼七八年过去了，农家

宾馆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媳妇的态度也
变了，成了他的得力干将。

去年7月，村里开大会，让沿街110
多家农家宾馆统一改建成白墙、斜顶的
两层仿古风格建筑，政府补贴改造费用
的70%。

“早就想给房子再拾掇拾掇了，这
回正好！”吴海川笑着说，如今整个白云
山景区都在改造提升，他们这儿的小宾
馆也得“跟上步子”。

说干就干，刷墙、葺顶、换门窗，吴
海川率先翻新装修，赶在今年五一前完
工。五一小长假，吴海川的农家宾馆天
天爆满。

“少说一年挣个七八万元——靠
山，还真能挣钱啊！”徐秀玲不得不承认
丈夫的眼光，笑得合不拢嘴，“现在设施
变好了，村子变美了，俺们自己看着、住
着都舒服，游客来了肯定也满意。”

“上游受益，下游遭殃”
一去不复返

“夏天一下雨涨水，俺家门口沟里
的水都成了黑糊子，熏得人都不敢出
屋。”提起以前村里的河渠污染，52岁的
刘玉成直摇头。

刘玉成家住在天桥沟村前湾组，上
游半沟河、西平河汇聚的河水从他家门
前流过，本该是近水居住先得水，可这
水成了他的烦恼。塑料袋、核桃皮、纸
盒子……起初是上游的垃圾随污水漂
下来，久而久之，“反正到处是垃圾，也
不在乎多扔一点，于是下游的村民也开
始往渠里扔垃圾、倒污水，河渠变成了

垃圾渠，蝇子乱飞，恶臭熏天”。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村里统一新建

了 27 个垃圾池、1 个垃圾处理厂，还给
家家户户发了垃圾桶。“现在，‘上游受
益，下游遭殃’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刘玉成指着家门口说，出门不到200米
就有一个垃圾池，每天都有人来打扫清
运，还经常有人下渠里捡垃圾，现在水
清了，“洗脸、洗衣服都没问题”。

“不光垃圾有人管了，污水问题马
上也该解决了。”刘玉成说，村里修了管
道和污水池，主街区和半沟组村民家的
污水现在可以直接顺着管道流走，“听
说经过高科技，污水还变成了净水”。
刘玉成说的高科技其实是五级污水处
理法，污水流进污水处理池，经过五级
沉淀、过滤后流入湿地无动力污水处理
池，再经过池内鹅卵石和芦苇根的过
滤，实现污水变清水。

“我前两天又去问了，马上该修到
俺家了。”刘玉成笑着说。

特困户的“意外收获”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天桥沟
村依托青山绿水，让河南绿色阳光有限
公司在这里建起了芳香谷薰衣草种植
基地，林安汽车城在这里打造了一个自
驾游营地……企业进驻引来大批游客，

也为留守村民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
但对于几乎没有劳动能力的特困户来
说，怎么改善生活？

“一户算一股，年底分红，如果厂子
关门了，直接退给她5000块钱，绝对旱
涝保收。”看着养殖基地里小羊逐渐长
大，王聚满脸期待。

王聚说的“她”，是上沟组的王哑
巴。王哑巴一家是天桥沟村数一数二
的特困户，丈夫杨站前年病逝，留下她
和一个“傻儿子”相依为命。“孩子快20
岁了也不会说话，生活不能自理，母子
俩靠每月200多块钱的低保金过活，通
可怜哩。”王聚说，像这样的家庭，救助
一次不如长期帮扶。

去年，在省旅游局的帮扶下，嵩县
森资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
300余万元，在村里新建了一个养殖基
地，养殖品种羊 580 余只。借此机会，
村干部在村里选出了包括王哑巴在内
的 6 户特困户，按照每户补助 5000 元
算一股的方式，入股企业。

今年年底，王哑巴就能领到第一次
分红了，虽然还没有领到钱，但是一看到
来她家登记情况的村干部，王哑巴就一
直笑，笑得十分开心。这个“意外收获”
为她和儿子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希望。

本报记者 朱艳艳 特约记者 罗孝
民 张利兵

依托青山绿水打造美丽乡村，引来“金凤凰”富了村民

天桥沟村的“美丽经” 本报讯（记者 张锐鑫）日前，中国
一拖集团有限公司与河南省烟草专卖
局（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决定以烟
草重大科技专项的形式，借助中国一拖
集团强大的农机研发和生产能力，打造
中国烟草机械主要的研发、生产基地。
这标志着中国一拖集团吹响进军烟草
机械市场的号角。

根据协议安排，中国一拖集团将组
建河南省烟草农业机械研发中心。企
业将围绕烟叶生产全程机械化目标，着
力烟草移栽、烟草打顶抹杈采收、烟田
施肥和追肥等的烟田机械设备开发工
作，进一步整合配套烟草种植全程机械
化设备，强化农机农艺结合种植模式研
究，统一农机农艺技术标准，保证实现
配套应用和系统化集成。省烟草局（公
司）将通过示范带动、试点引领的方式，
在全省系统集成展示和推广双方合作
开发的烟草农机装备，示范带动提升烟
叶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水平。

去年，中国一拖集团继续保持了国
内大中型拖拉机销售市场占有率第一
的良好态势。其中，大轮拖市场占有率
同比增长 1.26%，位居行业第一；中轮
拖市场占有率 22.59%，同比增长 1.12
个百分点，位居行业第一。然而，整个
粮食机械行业增速持续放缓，特别是拖
拉机市场整体下滑形势严峻。

“加快产品结构调整步伐、推动企
业转型升级成为中国一拖集团的当务
之急。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农机行业新
兴领域的烟草机械，成为集团转型新方
向。”中国一拖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烟叶生产环节多而复杂，
加上我国烟叶生产多位于丘陵和山区
地带，先进、适用的专用机械研发能力
不足等因素，已成为制约我国烟叶生产
全程机械化的瓶颈。 （下转02版）

昨日，在中州东路东延长线北侧，
直径1.4米的远程供热输热管线正在
加快施工，这是我市迄今为止供热管
径最大、输送距离最远、供热能力最强
的供热管网工程。

去年年底，我市启动了华润首阳
山电厂至洛阳东区的“引热入洛”供热
管网工程，计划今年8月底竣工，今冬
采暖期正式投用。该工程投用后，将
对解决东区供热问题和进一步改善我
市环境起到重要作用。记者 潘郁 摄

我市加快建设
东区供热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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