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啸 尘

（上接01版）
“洛阳有6个扶贫开发重点县，其中

有 5 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贫困人口
达37.6万，严峻的现实决定了如果洛阳
农业依旧采取‘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
老办法，必然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挑战，
发展的路子会越来越窄。”洛阳市委常委、
农工委书记史秉锐说。

史秉锐总结了洛阳市农业产业化发
展过程中“六多六少”问题：在农业发展
思路上，传统观念多，现代意识少；在发
展措施上，老的套路多，改革创新的方法
少；在生产组织方式上，小而散的多，组
织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少；在产业结构
上，生产初级产品多，延长产业链、提高
附加值的少；在市场影响力上，低端产品
多，名优品牌少；在推进方式上，依赖政
府的多，借助社会化、市场化手段的少。

存在问题不可怕，解决问题的唯一
出路就是去学习、创新、实践。2012年9
月，“洛阳市推进新型农业现代化系列讲
座”开始实施，利用周末，每月一次，从国
务院参与起草中央一号文件的领导到中
国农业大学的校长，国内农口的一个个
知名专家、学者来到洛阳，从刚开始的农
口负责人参加到后来的基层乡镇、村两
委负责人、龙头企业负责人参加，从原来
的文件通知到现在自觉要求参加，截至
目前，农业专题讲座已经举办 28 期，累
计受教5万人次。

“从基层乡干部一步步干到县农业
局局长，但真正对农业理论的学习还是
这一次次的讲座，一次讲座就是一次思
想上的大解放，观念上的再更新，一次讲
座就是一次对农业工作的再提升。”栾川
县农业局局长史宝晨深有感触地说。

在学习的同时，洛阳市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和省委各项决策部署，围绕现
代农业发展、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
建设等重点工作积极探索，取得了显
著的成效。

2013年夏天，省委书记郭庚茂冒着
酷暑深入洛阳山区调研，为洛阳农业把
脉问诊。郭庚茂强调：洛阳农业发展的
出路在于大力调整结构，发展特色农业。

“这是指导洛阳农业发展的一剂良
方！”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雪枫说，
农业现代化是农业发展的根本方向，转
变农业发展方式是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
下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洛阳在
粮食生产上没有优势，但在特色高效农
业上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面向不断增
加的特色化、个性化的市场需求，推行

“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是洛阳农
业实现调结构、转方式、增效益、大发展
的必然选择。

随后，洛阳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暨
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产业升级是洛
阳转型发展的关键，加快转变农业发展
方式，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高效农业，不断
提高农业综合效益，走出一条具有洛阳
特色的农业发展之路。

牡丹产业成为洛阳特色
农业的“王牌”

“牡丹产业的发展对洛阳有着特殊
的意义，对洛阳来讲它不仅仅是一个产
业，也是一种文化，更是洛阳的名片！”
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雪枫说，牡丹
产业就是洛阳的“王牌”。

洛阳高度重视牡丹产业化发展，将
发展牡丹产业作为调整农业结构、发展
特色农业、扩大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发展
和加快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建设的重要举
措，切实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引导牡丹产
业快速发展。

目前，城市区及周边用于观赏、休闲
和娱乐的牡丹观赏农业园区有 20 多
家。以牡丹为原料，陆续开发牡丹饮品、
牡丹化妆品、牡丹精油、牡丹食用油、牡
丹食品、牡丹保健品 6 大类 200 多种产
品，增加了牡丹的附加值，实实在在延伸
了牡丹产业链条。

2011年，洛阳市被命名为中国牡丹
花都，并被国家林业局列为全国油用牡
丹生产基地试点区。

2013年，国际牡丹高峰论坛在洛阳
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牡丹研究专家会
聚洛阳，共商牡丹科研和牡丹产业发展
大计。

2014 年，洛阳市成为国家“出口牡
丹芍药花卉质量安全示范区”。

2014 年，在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
上，洛阳牡丹获得了 18 个金奖中的 13
个，取得了冠军第一、金奖第一、奖牌第
一的佳绩，再次彰显了“洛阳牡丹甲天
下”的魅力。

更令洛阳人骄傲的是，在 APEC 会
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作主旨报告时演讲
台上的鲜花就是傲放的洛阳牡丹。

目前，洛阳市牡丹种植面积已达15

万亩，从业人员4.5万，实现年产值13亿
元，牡丹产业已经成为洛阳农村经济新
的增长点和重要富民工程。

谈到未来，洛阳市牡丹办负责人说，
今年要新发展牡丹种植 5 万亩，鲜切花
基地达1000亩，牡丹产业总产值达到15
亿元。到 2020 年牡丹种植面积将达
100万亩，产业总产值达300亿元。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在做大做强牡丹产业的同时，洛阳
市通过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玫瑰、薰
衣草、蝴蝶兰等花卉产业，花卉苗木已经
达38.2万亩。

在洛龙区李楼农业产业集聚区，已
实现土地流转 9200 亩，先后建成国豫
蝴蝶兰、兰卉高效农业园、双赢高科红
提园、鑫通高档苗木园、龙恺草莓园、城
东桃李蔬菜园、四新高新技术园和千亩
玫瑰园等 8 家高效农业观光园区，每年
可带动 5600 多人就业，园区群众既有
租金，又有薪金，农民人均年收入达到3
万元。

国豫蝴蝶兰园区已成为长江以北最
大的蝴蝶兰生产基地，占据国内蝴蝶兰
市场供应近半壁江山。园区总体规模达
1500 亩，是集细胞克隆组培中心、农耕
文化园、珍稀植物展览馆、生态休闲度假
园于一体的综合农业科技观光园区。

新安县北冶镇关址村是我省最大的
玫瑰生产和加工基地，但在 2010 年之
前，这里还是一个贫困村。2010 年，村
里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对1000多亩土地
进行流转出租，现在，关址村带动周边11
个村搞起了5000亩的玫瑰产业带，成立
了公司，开发玫瑰精油、玫瑰露、玫瑰香
水、玫瑰花茶和玫瑰面膜等 30 多种产
品，农民不仅有地租的收入，还有工资，
人均年收入达2.5万元。

像关址村这样的玫瑰观赏园区，洛
阳有 4 个，园区玫瑰种植面积达 1 万多
亩。龙门的薰衣草庄园、汝阳大虎岭、嵩
县大坪乡、宜阳韩城、洛阳龙门东山裴村
等地的油菜种植，宜阳县和孟津黄河岸
边的万亩荷花等，这些园区集种植、观
赏、深加工、休闲观光于一体，已经成为
都市生态农业的典范。

都市生态农业成为洛阳
特色农业的“增长极”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3 月，孟津县会盟镇“万亩孟津梨
花”争芳斗艳……

“孟津梨”已有 2000 多年的种植历
史，曾为历代“皇家贡品”，远销东南亚诸
国，素有“洛阳金橘”之美誉。会盟镇把

“孟津梨”作为主导特色产业来抓，种植
面积已突破1万亩，年产量9000多万公
斤，被国家命名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
中国驰名商标。

2013年，该镇政府尝试通过梨花传
媒，唱响“孟津梨”品牌，做大做强“孟津
梨”产业，把3月的“十里梨花香雪海”作
为一种资源进行利用，吸引八方宾朋前
来观花休闲，形成了集农业开发、旅游
观光于一体的“梨花经济”。该县已连
续成功举办三届梨花节，“会盟梨花节”
不仅成为洛阳都市生态农业的一个品
牌，也给“孟津梨”打开市场做了鲜活的
广告。

会盟镇是孟津县发展都市生态休闲
农业的一个缩影。孟津县把都市生态休
闲农业作为营造优美城市环境、提高农
业生产综合效益的重要产业来抓。该县
土地流转面积达27万亩，建成500亩以
上集休闲、观光、采摘、旅游于一体的农
业园区52个，打造了3条休闲观光精品
线路，实现了“一镇一节会”，如梨花节、
荷花节、桃花节、玫瑰节、薰衣草观赏节
等，还有更具人气的草莓、小西瓜、软籽
石榴、孟津梨采摘等节会，带动4.9万名
农民就近就业，2014 年接待游客 80 万
人次，实现综合收入 1.5 亿元。该县洛
建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股权托管
交易中心（E 板）挂牌上市，成为我省第
一家在上海股交中心（E板）上市交易的
农业企业。

为科学引领洛阳都市生态农业发展，
洛阳市政府安排350万元都市生态农业
规划资金，通过公开招标方式，聘请中国
农业大学编制了都市生态农业规划。

规划明确了洛阳都市生态农业的战
略定位：为建设名副其实的中原经济区
副中心城市、丝绸之路-欧亚大陆桥发展
轴上重要的节点城市提供优美友好的生
态环境，着力打造近郊都市农业圈、伊洛
川区高效农业带、丘陵塬区特色农业带、
西部陵区绿色农业带、南部山区特色农
业带“一圈四带”特色都市生态农业发展
格局。

发展都市生态农业，首要任务是发
挥都市生态农业的生产功能。2014年，

洛阳市完成土地流转101.17万亩，规模
化流转率达 89.5%；全市蔬菜基地面积
67.6万亩，播种面积已达99.3万亩，全年
蔬菜总产量达268.1万吨；全市水产品总
产量5.1万吨，水产行业总产值达9.2亿
元，创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21
个；水果产业规模达 75 万亩；畜牧业产
值达135亿元。

为了发挥市场的作用，让企业“抱
团”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推进洛阳都
市生态农业的发展。2013 年6月，洛阳
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成立，会员
单位达181家；2014年1月，洛阳市休闲
农业协会成立，会员单位达128家。

为了实现农旅结合，洛阳市农业局
和旅游部门共同强力推介，制作了洛阳
市休闲农业导游图，向旅行社推荐精品
路线，推介精品休闲农业园区，已经连续
五年举办洛阳市休闲农业秋季推介展示
活动，连续 3 年在郑州举办洛阳休闲农
业推介会。

通过引导扶持，洛阳休闲农业项目
总数达 961 个，全市休闲农业项目的从
业人数达 4.1 万，年接待游客 580 万人
次，占全省休闲生态观光4500万人次的
1/8，年营业收入达26亿元，园区接待游
客量上升 15%以上，产品销售增长 30%
以上，初步呈现春赏牡丹、夏避炎暑、秋
采果香、冬泡温泉，季季有亮点，月月不
相同的休闲农业新格局。

栾川县、嵩县先后被农业部和国家
旅游局确定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示范县；嵩县天桥沟村入选全国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宜阳县祥龙养殖
专业合作社入选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
地；栾川庙子镇庄子村，孟津县送庄镇、
梁凹村等 4 个村被农业部命名为“美丽
乡村”；洛宁县苹果采摘景观被农业部确
定为2014年中国美丽田园；栾川县重渡
沟入选“2014河南十佳美丽乡村”……

2014 年 4 月，全国都市现代农业暨
“菜篮子”工程现场交流会在成都举行，
洛阳市作为农业部特邀的 11 个城市之
一，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明确提出要
推动都市现代农业发展走在全国农业现
代化的前列。

2014 年9月，洛阳市被省政府确定
为都市生态农业试点市。全省结构调整
和都市生态农业现场会在洛阳市召开，
推广洛阳经验。

2015 年 3 月，洛阳市在全省市场信
息工作会议上作了都市生态农业发展经
验介绍。

筑高平台让洛阳的农产
品品牌走出去

“2015 洛阳农博会刚结束十几天，
就有 30 多家客商来洽谈加盟黑杂粮连
锁店或者合作事宜，这都是参加展会
的成效！”4 月 29 日，河南华裕黑色作
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宗余高
兴地说。

姚宗余是宜阳县一名农民，勤奋好
学的他1994年就开始种植黑色农作物，
2000年成立了农业公司，但由于缺乏市
场，生意一直小打小闹，不温不火。

“以前，政府只是给提供一些展会信
息，但没有专门组织去参加展会，自己也
总觉得参加展会又费力又花钱，没什么
用！”姚宗余说，前些年，在宜阳县农业局
的一再要求下，参加了一次农业部组织
的中西部投资合作交流会，但由于缺乏
展会经验，虽然很多客商和消费者对黑
杂粮产品很感兴趣，但现场销售和客商
洽谈很少，通过这次展会，我们也学到了
经验，制作了精美的画册、宣传片，学会
了现场品尝、搭配销售、赠送礼品等走向
市场的营销手段。

姚宗余说，从 2013 年至今，在洛阳
市农业局等部门的带领下，公司参加了
十几次全国各地的展会，每一次展会都
要刮起一阵“黑色旋风”，2014年中国洛
阳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名优产品博览会
上，公司成为北京稻香村食品有限公司
的原料供应商。在今年的农博会上，该
公司又成为雀巢公司的原料供应商。

如今，黑杂粮已经成为宜阳县特色
农业的一张名片。该公司拥有181家连
锁店，“淘宝网”上的旗舰店更是销售火
爆，流转土地2.8万亩，成方连片集中种
植；合作社拥有 3991 名社员，入股土地
7980 亩，每年增收超过 1600 万元。投
资 1.2 亿元的国内首家集现代养生黑粮
产业园即将开工建设。

“宜阳黑杂粮”的成功并非个例。以
豫西名吃洛宁蒸肉的产业化为例。蒸肉
是被当地人津津乐道的美食。洛阳谷
香谷色农业科技公司研发的速冻洛宁
蒸肉，加热即食，方便快捷。然而销售
一直不温不火。近年，公司通过参加各
种展会，进行农超对接，购销合同纷至

沓来，产品远销北京、上海、武汉等多个
大中城市，销售收入迅速增加，生产规
模持续扩大。

如今，洛阳市很多农业企业已从被
动参与，变为主动参与，逐步摒弃传统经
营理念，开始面向市场培育品牌，通过参
展办会为农产品的市场开拓、品牌推广，
搭建一个直接、互动的平台，探索有效的
营销模式，正逐渐成为洛阳市农业产业
化发展的风向标。

2012 年 11 月，洛阳市组织 60 多家
农业企业参加了北京国际名优农产品
展销周并举办了洛阳名优农产品推介
会，这是洛阳市第一次在北京举办农产
品推介活动。

2013 年 3 月，台湾杉林溪举办洛阳
牡丹文化节，洛阳牡丹花和牡丹加工产
品受到了台湾民众的青睐，这是洛阳牡
丹第一次走进宝岛台湾。

2013年4月1日，2013河南·洛阳名
优农产品展销周在洛阳新区会展中心举
行，这是洛阳市首次在当地举办农产品
展销会。

2013 年 12 月 12 日，首届洛阳名特
优农产品(上海)展销周在上海光大会展
中心开幕，55家企业的200多种特色农
产品挺进大上海，这是洛阳市首次走出
去办农业专题展会。

2014 年 11 月 26 日，2014 中国·洛
阳牡丹加工产品展销会开幕，全国68家
牡丹加工产品企业来洛参展。这是我国
首次举办牡丹加工产品专项会展活动。

2015 年 4 月 10 日，2015 洛阳农博
会再次捷报频传……

参展办会收获颇丰，更带动了农业项
目的招商引资工作，2014年，深圳华大基
因、森禾集团、亿阳集团、新奥集团等知
名企业纷纷投资洛阳农业项目，全市签
约农业项目 126 个，投资额达 224.5 亿
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54个……

从组团外出参加大型农业展会的探
索，到洛阳本地举办农产品展会的实践，
再到主动跳出洛阳，到外地办展推介的
尝试，洛阳市通过组织农业生产经营者
参加各种展会，让大家在实践中感知市
场、开拓视野、转变观念、实现转型。现
在，参展办会已经成为洛阳市围绕现代
农业，发展特色农业的新常态。

洛阳特色农业持续发展
渐入佳境

目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地，还
是一样的地。在“谁来种、种什么、怎样
种、如何销”的问题上，不同的答案组合
会有不一样的效益产出。

“过去我国消费具有的模仿型排浪
式消费阶段已经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
化消费渐成主流，这为以特色农业为主
体的洛阳农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我们要紧紧抓住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新机
遇，按照市场的需求发展农业，用市场化
的方法发展农业。”谈到近年发展特色农
业的体会，史秉锐深有感触。

洛阳围绕现代特色农业，扬长避短
挖掘优势，搭建平台打造品牌，走特色
农业道路，逐步把“短腿”变成了“长
腿”，把“短板”变成了“跳板”，特色农业
渐入佳境。

通过发展特色农业，洛阳市培育了
偃师缑氏葡萄、银条，洛宁上戈苹果，孟
津酥梨、草莓，汝阳红薯、杜仲，新安樱
桃，伊川小米、平菇、麦饭石面系列，栾川
山茱萸、玉米糁，嵩县银杏，宜阳黑杂粮
等一大批特色农产品知名品牌。目前，
洛阳市农业加工企业达到了 598 家，年
营业收入超过 2000 万元的规模化农产
品加工企业有108家。

通过发展特色农业，洛阳市农业产
业化发展风生水起，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总数达 323 家，各类农业龙头企业总数
达 486 家；农业合作社 3276 家，家庭农
场 263 家。龙头企业通过“公司+农
户”、“公司+基地+农户”等形式，带动农
户 72 万户，超过全市农户总数的一半，
来自产业化经营的收入也占到农户总
收入的63%。

“新常态下，洛阳市正处于‘爬坡过
坎，转型跨越’的关键期，也是洛阳三农
发展的重要转型期，洛阳建设名副其实
的中原经济区副中心城市的号角已经吹
响，‘打造特色高效农业’已经成为‘中原
经济区重要增长极’的一个重要支点，洛
阳现代农业要坚持在发展思路上以‘调
整结构’为主；在发展模式上以‘全产业
链’为主；在发展路径上以‘招商引资’
为主；在打造品牌上以‘洛阳特色’为
主，实现新常态下洛阳现代农业新突破。”
洛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鲍常勇充满希望
地说，到 2020 年，洛阳特色高效农业增
加值要达 265 亿元，占农业的比重要超
过 85%！ （杨玉璞 黄红立）

洛阳：特色农业渐入佳境

近日，在洛宁县小界乡王村卫凹烟草现代农业示范
区内，烟田起垄机、烟苗移栽机、地膜覆盖机机声轰鸣，农
业机械化作业把烟农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今年，该县大力推行烟草机械化作业模式。该示范
区内4000亩烟田全程实现机械化种植作业后，有效降低
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烟叶质量，增加了烟农收入。

记者 梅占国 通讯员 李中灿 摄

洛宁推行烟草机械化种植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科技局获悉，洛阳源创电气有
限公司和洛阳黄河软轴控制器股份有限公司入选第二批
省级创新方法示范企业。至此，我市省级创新方法示范
企业增至4家。

省级创新方法示范企业是指在自主创新体系建设、
鼓励创新型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培育等
方面，工作成效显著，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企业。省科技
厅将在各类科技计划中对入选企业给予重点支持，并根
据示范企业的需求，组织国内创新方法专家深入企业开
展咨询服务和帮助提出解决方案。

洛阳源创电气有限公司长期从事提升机电控的研
发工作，承担和主持完成了国家重大科研项目 20 余
项，获省部级科研课题以上奖励 14 项，系统软件拥有
自主的知识产权 6 项，为国家重要矿山工程提供多套
超大型成套装备。洛阳黄河软轴控制器股份有限公
司拥有河南省软轴控制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我国
最早、最大的软轴及其操控机构的专业生产企业之
一，用户覆盖国内上百家大中型知名企业，配套产品
出口东南亚、非洲、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张锐鑫 张炜）

我市省级创新方法
示范企业增至4家

据《洛阳日报》昨日头版头条报道，嵩县车村镇天桥
沟村抓住临近白云山景区的商机建家庭宾馆，尝到甜头
后升级家庭宾馆、整治街道、统一修建垃圾池、利用高科
技处理污水。于是乎，“凤凰”翩跹纷至，有企业在这里建
薰衣草种植基地，有企业在这里打造自驾游营地……

难能可贵的胆识、让人羡慕的成就，天桥沟村的故
事，是一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注解，是一个
对绿色化发展更有魅力、更有潜力、更能给人民带来福祉
的有力诠释。

结合我们正在进行的名副其实副中心建设，“天桥沟
故事”告诉我们的着实不少。

给我们如何做好扶贫攻坚提供了借鉴。洛阳目前
仍有许多万贫困人口，且大都居住在深远偏僻的山区，
如何让他们尽快脱贫致富、有更多的“获得感”？“天桥
沟故事”告诉我们，山深不是缺陷，地偏不是短板，相
反，因为山深地偏而独有的生态环境，很可能成为走出
困境的跳板。机会有很多，就看当地党员干部怎么带
头抓、领着抓。

给我们如何转方式、调结构提供了思路。目前的经
济形势，大家都知道不转不行、不调不行，但如何转、怎样
调，对一些干部来说是一个难题。“天桥沟故事”告诉我
们，绿色发展照样能带来GDP，而且是环境更美、人民更
富的GDP。市委书记陈雪枫在多个场合强调要盘活生
态资源、做好山水文章，对照天桥沟村，我们不妨再做些
深入思考。

给我们如何解放思想树立了榜样。同样地处深
山，为什么天桥沟人的腰包越来越鼓，最主要的，还在
于天桥沟人敢于解放思想、善于解放思想。思想的总
开关一开，各屋灯全亮。对那些思想仍然保守、迟钝乃
至僵化的干部，这是一个警醒。勇于解放思想，并在解
放思想中更新认识、抢抓机遇，时至今日，仍是我们建
设名副其实副中心所欠缺的能力和素质、所急需的胆
识和担当。

美丽的天桥沟村，动人的“天桥沟故事”，我们从中所
领悟的，应当化作实实在在的转变。

《河洛观潮》旨在以评论凝聚洛阳正能量，用观点助
推名副其实副中心建设。紧紧围绕把洛阳建设成为中原
经济区重要增长极、文化示范区、最佳宜居地、开放创新
城，我们欢迎您积极建言献策、贡献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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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沟故事”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