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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首席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李娇）日前，省
科技厅下发了关于认定河南省2018年度第二批、第三批
高新技术企业的通知，其中我市116家高新技术企业通
过认定，提前两年实现“双倍增”行动中高新技术企业数
量倍增目标。

2016 年年底，我市出台“积极实施创新主体、创新
平台‘双倍增’行动，打造全省最具活力的创新高地”重
大专项，提出到 2020 年，创新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等创新主体实现倍增。本批次高
新技术企业公布后，我市自“双倍增”行动开展以来已
累计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247 家，比 2016 年增长 103%，
提前实现倍增目标。

目前，我市高新技术企业中营业收入超百亿元
的企业有 1 家，为中信重工；营业收入超过 50 亿元的
企业有 6 家，包括中航光电、中船重工七二五所、中油
一建等；营业收入超过 10 亿元的企业有 23 家，包括
龙鼎铝业、中铝洛铜、通达电缆等。去年，全市高新
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
39.3%，同比增长 10.1%，高于全市工业增速 2 个百分
点。高新技术企业已成为我市科技创新、产业发展
的中坚力量。

下一步，我市将不断强化高新技术企业目标责任考
核，落实高新技术企业奖励政策，加大政策宣讲与培训力
度，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推动全市高新技术企业高
质量发展。

我市提前实现
高新技术企业倍增目标

洛阳科技中介超市近日投用，建设线上平台和线
下服务大厅，提供政策咨询、知识产权办理、创业孵化、
技术转移、科技金融、检测认证等80余项科技服务。创
新资源“一网聚合”、科技业务“一站通办”、服务网点

“一域覆盖”，这套全新的科技服务模式将有效促进创
新资源聚合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也意味着产学研的
进一步融合。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让科技成果加快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离不开产学研的密切合作。洛阳近些年
产学研一体化发展虽然取得长足进步，但和全国全省一
样，还存在体制机制不灵活、信息需求不对称、成果转化
不顺畅等一系列问题。打破各成体系、各自为战的壁垒，
推动产学研的深度融合、一体化创新，才能有效激发创新
潜能，凝聚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需要“龙头”牵引。洛阳科
技中介超市充分调动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等的科
技优势资源，目前已进驻科技中介机构70家，认证企业
282 家、创业个人和专家 264 名。以一体化的信息渠道
和服务载体，全方位服务企业发展、全维度释放政策红
利、全要素集成科技创新资源、全过程管理服务机构，
目的是加快形成创新资源集聚效应，更好发挥创新发
展协同效应。

深化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方能打通科技服务“最
后一公里”。在洛阳科技中介超市，进驻企业和个人滑动
指尖，就能像逛淘宝一样搜索、咨询、购买、评价科技中介
服务；遇到技术瓶颈，电子信息、化学化工、新能源等领域
的专家在线为您指点迷津；缺乏创新创业场地，全市孵化
器、闲置厂房信息一目了然……在“科技信息共享化、科
技服务集成化、科技交易市场化、科技资源商品化、科技
成果产业化”的背后，研发管理正在向创新服务转变，既
倒逼一切科技创新活动都能围绕产业转、跟着市场走，也
让各种科研成果都能找到就地就近转化的最佳模式。

对影响创新创业创造的突出体制机制问题，必须坚
持问题导向并加以破解。以科技中介超市为契机，不断
汇聚科技资源，不断充实服务产品，不断完善服务功能，
加快形成有利于出人才、出成果、出效益的体制机制，从
而让企业主动对接、学校主动跟进、科研机构主动融入，
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洛阳的“科技之花”必将变
成“产业之果”。

让产学研
拧成“一股绳”

郭旭光

青砖灰瓦，错落有致的传统豫西农村
风格建筑沿着沟底蜿蜒，两三公里长的街
道两侧汇聚了琳琅满目的当地传统美食，
以及织布、石磨、榨油、铁匠铺、豆腐制作
等古朴典雅的手工作坊，并真实再现了打
麦场、马场、辘轳井、戏楼、茶廊等传统农
耕文明和乡村生活的场景。

虽非周末节假日，但在位于河南省
洛阳市伊滨经开区诸葛镇的倒盏村乡村
振兴田园综合体内，游人仍是络绎不绝，
而在当地电视台播放过的视频节目中，
今年春节期间这里的游客一度爆棚。

然而，在短短的几年前，这个新兴田
园综合体所在的位置还是一条几乎没有
经济产出的荒沟废壑。带着对荒沟如何
变胜地的疑问，近日，记者对倒盏村乡村
振兴田园综合体的建设情况进行了深入
采访。

发挥区位优势让洼地成
为“高地”

“十年九旱”的气候和“五山四岭一
分川”的地形，一直是豫西洛阳农村经济
发展的重要障碍，特别是很多沟壑因土
地贫瘠，成为几乎没有经济效益的洼
地。在紧邻洛阳市区、西接世界文化遗
产龙门石窟、东临少林寺的伊滨经开区
诸葛镇，这样的荒沟就有好几条。

“发展农村经济，落实乡村振兴战
略，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把‘短板’补起来，
让原来低效的土地成为新的经济增长
点。”诸葛镇镇长白军周说，根据洛阳市
委、市政府及伊滨经开区发展沟域经济
的规划部署，结合当地区位优势和民风
民俗文化特点，诸葛镇把在沟域地带建
设田园综合体作为建设美丽乡村、促进
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抓手。

通过招商引资，2015年7月，诸葛镇
南部万安山麓一带沟壑纵横的荒山沟域
资源率先进入综合开发视野，以倒盏沟为
中心，道湛村（原名倒盏村）、梁村、刘沟
村、诸葛村四村的部分土地被规划为占地

6000亩的田园综合体项目。
2016年年底，倒盏村乡村振兴田园

综合体项目工程启动，至2017年8月，在
不足一年时间内，基本完成一期建设任
务。经过前期预热，项目于 2017 年 10
月 1 日试营业，日接待游客 10 万人以
上。而在今年春节期间，从正月初一到
十五的15天时间，倒盏村田园综合体累
计接待游客超过 500 万人次，高峰时段
最大客流超过14万人。

旅游的火爆让这条昔日的荒沟迅
速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高地”。“田园
综合体的建设极大地挖掘出了荒坡土
地的价值，目前园内商业门面的经营回
报率已经超过洛阳市区。”负责项目建
设运营的洛阳美丽老家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刘磊佳说，另外项目按每年
亩产 1000 斤小麦折合 1300 元的价格
流转荒坡地，让农民的土地收益大幅提
升，同时还吸纳带动了周边 2000 多人
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家里原来的两亩多坡地种冬小麦和
秋玉米，一年两茬，纯收入都不到1000元，
现在流转出去，一亩年收入就有1000多
元。”梁村57岁的梁年瑞现在园内已经做
了一年多保安工作，除了土地流转费，每月
还有2200元的工资，“以前做梦都想不到
这些坡沟地还能成为现在的样子，俺村有
200多人在这里找到了工作，给俺们带来
的好处是太明显了”。

而在道湛村党总支书记王龙山看
来，田园综合体的建设让他们农村的面
貌和产业都实现了质的变化。

依托民俗文化复原乡村印象

“建设田园综合体，我们一个重要的
理念就是注重保护乡村生态资源，突出乡
土民俗文化特色。”刘磊佳说，只有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让游客记得住乡愁，才能让
农村真正吸引人，也只有依托地域特色民
俗文化资源，做足“特”字，也才能让田园
综合体真正引来游客。

为了做好生态文章，再现古朴乡风，
项目一期建设在沟坡上自然生长的灌木
丛中栽种了松树、桂花、杏树等树种，将
相对平坦的土地规划为智慧农业区，在
部分建筑周围及步行道两侧栽种了十几
万株钢竹。同时立足豫西农村建筑风格
和河洛地区传统民俗文化，依沟壑地形
精巧布局，在村内打造建设了传统作坊
街、特色美食街、汤街、回民街、洛阳水席
街等特色街巷，把洛阳及豫西地区居民
最熟悉、最能唤起记忆的文化元素汇聚
一地。

“但田园综合体旅游项目的成功仍
需要寻找一个精准的市场引爆点。”刘磊
佳说，富有地域特色的美食无疑是最适
合的引爆选项。

浆面条、糊涂面、不翻汤、手工石子
馍、手工麻球……目前，园内美食文化街
已经汇聚了 130 余家特色美食经营户，
经营的特色美食单品 300 余种，且保持
每一单品仅有一家经营。

在依托地域美食文化迅速吸引来游
客的同时，园内在街道宽阔处规划修建
了村民广场、戏楼、水车、廊桥、茶楼等传
统农村景观 10 余处，汇聚了一根面、豫
剧、河洛大鼓等非遗表演节目，开设了人
民公社大食堂，建成了福绿沟、葫芦庄
园、田园十九弯等生态观光农事体验园，
原汁原味再现了传统的乡村生活印象。
连接各景点的拖拉机游览车和全长7公
里的环形蒸汽机火车，也为乡愁记忆增
添了又一道风景。

而且，园内各处建筑所用砖瓦、梁木
及地面铺石全部取自周边城乡建筑拆迁
后的废弃物。“这样一方面体现了生态环
保，另一方面更能增加古朴的乡土韵味。”
美丽老家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韩波
说，而时尚休闲区的冰雪乐园、玻璃栈道、
射击娱乐馆、自行车赛道等设施则更能满
足年轻群体的消费需求。

“这里既能品尝到各式各样的传统
美食，也能感受到别样的乡土风情，还
能体验到现代的游乐项目。”游客武军
伟是洛阳本地人，已经多次带家人和朋
友来倒盏村游玩，“每次都能有不一样
的收获”。

一个创客基地激发创业活力

毕业于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的付川
川现任美丽老家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副

总经理，负责田园综合体的外联等工作，
同时也参与创业，与他人合伙在田园综合
体内投资建设了一个滑草项目。“这种鼓
励员工投资参与项目的方式极大地激发
了凝聚力和创新的活力。”

32 岁的侯飞原来在市区经营餐饮
店。倒盏村田园综合体建成后，他返回
家乡创业，开始经营麻花、肉夹馍和手
工麻球，“效益比原来在市里经营餐饮
好多了”。

从河南工程学院毕业的赫连晨宇，
则从倒盏村田园综合体旅游业的兴起
和这里独特的沟壑地形中看到新的商
机，参与创业在倒盏沟上架起了一座玻
璃桥。

除了付川川、侯飞和赫连晨宇，28
岁的洛阳本地人杨莹辉也是综合体乡
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的受益者。他于
2017 年 11 月经朋友介绍前来创业，目
前参与创业的项目有颠倒屋、射击场
等，所有的投资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全部
收了回来，“现在一回村里，很多同龄人
问的最多的话题就是如何来园内投资
创业”。

在刘磊佳看来，只有激发大家干
事创业的激情，才能给田园综合体的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水，而且按照
镇政府要求，沟域地带建设的田园综
合体，也要成为创新创业的高地。因
此在项目实施伊始就建立了创客示
范基地，通过鼓励公司员工参与项目
投资，在政策上对返乡大学生创业倾
斜并进行引导支持，搭建创业平台，
目 前 共 有 五六十名返乡大学生在园
内成功创业。

为了给当地农民和有一技之长的
人创业就业创造良好的环境，园内一
方面完善基础设施，规划修建了景区
道路、公厕、栈道、垃圾箱、污水处理、
通信、游客集散、公共服务等配套服务
设施，一方面免收游客门票和停车费
以增加吸引力，并采取了对入园经营
的商户前两年免收房屋租金的措施。
目前进驻经营的各类商户已有 200 余
家。免票和免租的措施短期内就吸引
来了大量的商家和游客，而客流量的
增加也迅速拉升了商家的交易量，有
的小吃户一天的最高销售额甚至达到
了 9 万元。同时，交易量的快速攀升又
进一步激发了园内创新创业的激情和
活力。

——探访河南省洛阳市倒盏村乡村振兴田园综合体

荒沟如何变“胜地”

近日，在洛宁县滨河公园北坡堤
上，工人正在栽植绿化树木。目前，该
县正加快滨河公园沿线绿化提升，栽植
四季常绿、花期长的树种，打造洛河两
岸景观带。

记者 鲁博 通讯员 李峰 摄

洛宁：

打造滨水景观带

《农民日报》记者 常力强

昨日，《农民日报》刊发文章《荒沟如何变“胜地”》，聚焦我市伊
滨经开区倒盏村乡村振兴田园综合体。文章说，该综合体立足区位
优势，依托特色民俗文化引爆乡村旅游业，激活农村发展动力，把荒
沟变成乡村旅游胜地，为创新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提供了经验。今日
本报全文转发，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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