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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全域旅游，是我国新阶段旅游发展战略的再定位。如何推进全域旅游建设，加快我市由旅游
城市向城市旅游转变？近日，我市印发《洛阳市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
出从丰富全域旅游发展业态，提升全域旅游产品供给，完善全域旅游公共服务等方面，促进“吃、住、
行、游、购、娱”等旅游要素发展，积极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助力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建设。到2020
年，基本完成各项创建任务，实现“旅游治理规范化、旅游供给品质化、旅游参与全民化、旅游效应最大
化、旅游发展全域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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瀍河创新科技园，企业集聚、生产火热；和谐型电力机车

检修基地，设备“忙碌”、车辆穿梭。6月的瀍河区，工业项目建

设全面铺开，如火如荼。

自工业项目建设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瀍河区深入贯

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牢牢把握“高端化、绿色化、智

能化、融合化”的发展方向，重点加快中原轨道交通产业园、瀍

河创新科技园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的谋划、招商、建设步伐，

围绕上下游延伸、左右链配套拉长产业链条，全力保障工业项

目建设百日攻坚行动的推进。

紧扣轨道交通等重点产业，盘活土地等各类资源,大力推进工业项目建设——

瀍河：项目建设全面铺开 工业发展后劲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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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工业项目建设，该区突出抓好
工业经济运行会、产销对接会、银企洽谈
会、人才招聘会“四会”日常组织和运行，并
以此为抓手，推进工业项目建设。

一是每月召开工业经济运行会，准确
把握工业企业经济运行状况，分析原因、找
出症结、解决问题。

二是定期召开产销对接会，加强产销对
接工作。收集辖区内上下游企业供需信息，建
立完善区企业产品信息库，搭建产销对接公共
平台，降低生产成本，促进本地经济发展。

三是组织召开银企洽谈会，定期向金
融机构发布企业融资需求信息，为银企合
作搭建桥梁。上半年召开政银企洽谈会一
次，促成企业融资10.2亿元。

四是收集企业人才需求信息，每半年召
开一次人才招聘会，破解企业招工难。上半
年召开人才招聘会一次，参会企业56家，发
放各类宣传资料 1500 余份，提供 80 多个
工种1万多个岗位，现场达成就业协议351
人，与企业签订意向性协议800余人。

晓蕊 刘飞 兰天翔 整理

落实“四会”机制 加快项目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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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住“牛鼻子”，轨道交通
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微库里，工件整齐排列在货架上。随着
工人发出一道指令，一件件工件从货架上依
次下来，顺利出库抵达生产工位。

这是在中车洛阳机车有限公司车间出
现的一幕。位于车间的微库正是该公司投
资兴建的智能化物流仓储平台项目的一部
分。该项目依托中车洛阳机车有限公司现
有条件，以精益物流管理理念为原则，借助
ERP 系统的供应链管理，引进智能化立体
仓库系统，打造机车检修智能化、精益化物
流仓储配送平台。

今年，中车洛阳机车有限公司项目建设
大动作不断。该公司的和谐型电力机车检修
基地项目建设正酣，项目计划总投资 4.7 亿
元，新建和谐型电力机车组装、电器部件组
装、转向架总成、机车准备、电机联合及电子
装置厂房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新置和谐
型电力机车检修所需的工艺设备 262 台

（套）。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检修300台和
谐型电力机车的能力。

和谐型电力机车检修基地项目是中原
轨道交通产业园的重要组成部分。“轨道交
通产业是区里工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开
展工业项目百日攻坚的‘牛鼻子’。我们要
牢牢把握这个重点，以中原轨道交通产业园
为引领，抓好工业项目建设。”瀍河区工信委
负责人李江介绍，中原轨道交通产业园总规
划面积 16 平方公里，其中核心区面积 7 平
方公里，以绿色交通为引导，服务中原，是集
维保、高端装备制造、智能、高端服务业于一
体的轨道交通产业园。

找准突破点，腾笼换鸟
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走进位于瀍河创新科技园内的洛阳爱家
冷暖科技有限公司电激活相变节能散热器项
目现场，生产车间焕然一新，厂房设备基本安
装到位，6月底即可进行试生产。难以想象，
这个总投资 1.5 亿元的项目，开工时间还不
足半年。

“要不是对瀍河创新科技园原有的厂
房进行改扩建，项目推进速度不会这么
快。”洛阳爱家冷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
卫峰说。

洛阳爱家冷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高科
技企业，主要领域涉及空调、冷库等制冷设

备，电暖器、电热风机、燃气壁挂炉等供暖设
备及清洁能源发电项目。该项目建成后，年
产电散热器20万台，产值3亿元。“当初选择
落户到瀍河创新科技园，就是看中了空置的
厂房，能缩短项目建设时间，尽快产生经济效
益。”孙卫峰表示。

用地紧张，发展空间不足，这是每个城市
区项目建设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一方面是受
制于用地限制，想进的企业进不来、项目落不
了地；另一方面是有地的企业效益不好，厂房
空置。面对这一情况，瀍河区实施腾笼换鸟，
向现有的土地挖潜、要效益，利用洛阳巨龙通
信设备集团有限公司的现有场地建设瀍河创
新科技园，开展工业项目建设，形成产业集聚
发展。

来到瀍河创新科技园，园区道路已经
重新硬化，园区新建花园内花儿开得正
盛。该园区利用洛阳巨龙通信设备集团有
限公司的现有场地筹建，现有工业厂房 9
万多平方米，已进驻产业园区企业 36 家，
形成了以电子通信、工业制造、创新科技为
支柱的产业体系。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销售产值 4.5 亿余
元，可实现年利税约5000万余元，提供就业
岗位 3000 多个。“项目二期向东、向北拓展

可用工业用地约500亩，我们未来还将引进
一批科技含量高、行业领军型的大型科技双
优企业。”洛阳巨龙通信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杨晓庄表示。

树立高标杆，服务企业
出实招见实效

工业项目建设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
瀍河区进一步明确目标，强化措施、跟踪落
实，营造浓厚的项目建设氛围，推进项目建设
取得阶段性成效。

强化组织领导。该区成立了以区长为组
长、主管副区长为副组长、相关职能委局负责
人为成员的项目建设百日攻坚行动领导小
组，定期召开工作例会，听取项目进展情况，
部署安排阶段工作。

搭建服务平台。制订《瀍河回族区2018
年企业服务工作方案》，定期召开联席会议，
了解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协调相关部门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深
入开展“两帮两促进企业”工作，县级领导分
包区重点企业，区职能部门主要领导任“首席
服务员”，主动走进企业，帮助解决企业发展
中的问题。

拓宽融资渠道。加强银企对接，定期组

织银企对接活动，筛选有技术优势的企业，与
银行、担保、投资、证券等金融机构对接，推动
银企对接工作常态、高效；多渠道解决企业资
金难问题，充分利用市还贷周转金，帮助企业
化解银行贷款逾期风险，降低企业倒贷还贷
成本；加强项目资金保障，提升区政府融资平
台运作能力。

强化服务举措。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企业
反映问题受理办理、推进督导、考核奖惩等机

制，切实解决困扰企业发展的热点问题，帮助
企业稳定生产经营；设立企业服务热线和微
信群，简化沟通方式，实现企业反映问题有人
负责、有人协调、有人反馈、有人问责的服务
机制；针对辖区企业发展需求，组织企业家参
加相关培训开阔视野，同时有针对性开展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经验交流、项目合作等活
动，促进本地企业融合发展。

晓蕊 刘飞 兰天翔 文/图

根据《方案》，我市将提升星级饭
店和绿色旅游饭店品质，发展精品饭
店、文化主题饭店、经济型和度假型酒
店、旅游民宿、露营、帐篷酒店等新型
住宿业态。

本报记者 戚帅华

根据《方案》，我市将突出“千年古都，牡丹花
城，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节点城市”名片，提升
旅游产品影响力，打造“牡丹”“历史”“黄河”“根
亲”“杜康”等知名文化旅游品牌，进一步提升龙
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园区、关圣文化园、老城历
史文化街区、小浪底西霞院生态休闲景区、伏牛
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区、黛眉山世界地质公园旅
游区、白云山国家旅游度假区等重点旅游景区的
品质。

加快建设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文化公园、二里
头遗址博物馆、白马寺国际佛教文化园区，面向全
球华人包装推出“河洛之根”旅游线路和“博物馆之
都”旅游产品，重点发展国际文化旅游、文化创意、
文化贸易、文化展示等现代服务业，打造具有洛阳
特色的文化产业园区。

推动黛眉山景区、小浪底景区、神灵寨景区创
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白云山、重渡沟、老君山、
西泰山创建国家级、省级旅游度假区。

近年，自驾游已成为不少游客来洛的主要旅游
方式。根据《方案》，我市将在市区休闲带、沿黄生
态旅游带、伏牛山等区域建设旅游风景道及休闲旅
游步道等慢行系统，增设旅游服务区、驿站、观景
台，配套建设自驾游营地。

完善高速公路、国省干道、景区道路等旅游标
识系统；推进3A级以上景区和乡村旅游重点区域

与高速公路、国省干道连线道路等级的建设提升，
提高景区内循环道路建设标准和绿化、美化水平；
完善各旅游区停车场配套建设。

建设洛阳旅游集散服务中心、重点县（市）游客
集散中心、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完善洛阳旅游集散服
务体系，为游客更好地提供景区、线路、交通、气象、
安全、医疗急救等信息咨询和救助服务。

牡丹瓷、唐三彩、青铜器……近年，“洛阳礼
物”日益丰富。《方案》提出，我市将依托牡丹瓷、
唐三彩、青铜器、澄泥砚、杜康酒、奇石、梅花玉
等特色旅游商品资源，建设“洛阳礼物”特色购
物中心。

依托传统商业集聚区，拓展游客购物、休闲空
间，强化休闲商务区建设。依托洛阳丰富的文化
资源，大力开发文创产品，定期举办旅游商品设
计大赛，持续提升中原旅游商品博览会质量水平，
推动洛阳文创产业发展壮大。

配套建设自驾游营地

建设“洛阳礼物”特色购物中心

（上接01版）

“真金白银”扶持集体经济
沿着伊河逆流而上，来到陶湾镇

西沟村，5 栋豫西民居风格的农家院
落拔地而起。再过 2 个月，这里将完
成装修，并对外迎客。

“5栋民居虽然都位于西沟村，所
有权却分属当地常湾、协心、西沟等5
个贫困村。”陶湾镇党委副书记张嵩武
说。该项目是将5个村的集体经济扶
持资金打捆使用，依托“伊源水镇”旅
游资源，打造的特色休闲民居。建成
后，项目集中招商经营，贫困村每年可
获得一笔可观的分红。

打破村与村的界限，整合发展集
体经济，是推动集体经济发展的一种
有益尝试。此举有效避免了村村“点
火冒烟”，极大增强了集体经济项目
发展的稳定性。

在基层党建中，集体经济的分量，
沉甸甸！长期以来，很多村集体经济
空白，没钱办事，有的连会都开不起
来，何谈发挥作用、为民服务？

自2017年起，栾川县把发展集体
经济作为抓党建促脱贫的重要举措，
下决心用3年时间全面消除村级集体
经济“空白村”。

在推进中，当地坚持“市场主导、
因地制宜、村级为主、集体所有”的原
则，积极探索村级集体经济的有效实
现方式，通过抱团发展型、盘活“三资”
型、异地置业型等模式增加集体收入，
使村组织“有钱办事”。

2017年，该县整合各级财政扶持
村集体经济资金 4000 多万元，扶持
发展村集体经济 80 个村，实现全县
75 个贫困村集体经济率先“清零”。
今年，按照每村不低于 50 万元的标
准，扶持 121 个村发展集体经济。到
2019年，全县214个行政村将全部有
集体经济收入，实现“集体脱贫”目标。

“头雁效应”鼓足脱贫干劲
山高路远，一路颠簸。进入栾川

县城南 50 公里的白土镇眼前豁然开
朗，鳞次栉比的小楼沿河谷延伸，宛
若一处“世外桃源”。原来散落在沟
岔的马庵村整体搬迁后，就坐落在
镇区。

马庵村之变，在于生活条件的改
善，更体现在生产方式的革新。

易地搬迁后，群众再回老家种地
并不现实，撂荒又十分可惜。有着多
年经商经验的村党支部书记牛鸿儒瞄
准市场，带领群众发展核桃、杭白菊兼
作种植。

“核桃看长远，菊花顾当下。”牛
鸿儒说。如今，原来挂在山坡上的

“面条地”“补丁地”全都成了群众的
“绿色银行”。

人搬 到 了 镇 上 ，就 要 换 个 活
法。牛鸿儒辗转对接上一家电子加
工企业。由于山区信息闭塞、交通
不便，牛鸿儒吃了不少闭门羹。一
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最终，
牛鸿儒凭着一股韧劲打动了企业负
责人，并腾出村里的办公场地作为
启动厂房。

如今，该村的加工厂红红火火、产
销两旺，群众到厂里上班，每月都有
1500元的工资，轻松打发日常开销。

前不久，马庵村完成村“两委”换
届，牛鸿儒成功连任。如今，他正谋划
推动着旧村改造提升、发展休闲旅
游。“以后的日子，一定会芝麻开花节
节高。”牛鸿儒信心满满。

产业发展，必须选好“领头雁”。
近年，栾川突出“三有三带”标准，选优
配强村“两委”班子，选树了杨来法、段
新宽等一批信念坚定、思路清晰、善抓
产业的党员干部，贫困村产业发展实
现了你追我赶、百舸争流。

好日子是干出来的。产业带动，
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辛勤劳动来实
现。如今，栾川通过能人带动、政策宣
传、典型引路，焐热了贫困群众的心，
也鼓足了贫困群众矢志脱贫的劲儿。

本报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李艳
杜彦

红色引擎，激活“造血”功能

行

根据《方案》，我市将依托传统村
落、文物遗迹和美术馆、艺术馆等文化
空间和场所，推动演艺、动漫等产业与
旅游业融合，进一步提升《武则天》《隋
唐大马戏》等演艺项目品质，打造旅游
娱乐综合体。

推动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展览
馆、纪念馆等场馆与旅游融合，促进文
博场馆与现代技术的融合，提升欣赏、
体验等功能，开发文化旅游体验项目。

根据《方案》，我市将在洛龙区、老城
区、西工区、涧西区等建设特色餐饮街
区，加快老城东西大街、南大街与兴华
街、启明东路美食街等历史文化街区的
保护与开发，打造特色历史文化街区。

建设特色餐饮街区

发展新型住宿业态

吃

我市印发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基本完成各项相关任务——

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