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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孟津县常袋镇工业经济发展
迅猛，目前，该镇已进驻企业 115 家，初
步形成了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现代新材料
两大主导产业，有从业人员 5000 多人。
该镇把科学发展融入工业发展的整个过
程，始终谋求创新，以创新推动工业经济
高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助推工业“撑竿跳”。这些
年，常袋镇不断转换发展思路，大胆提高企
业准入门槛，重点选择符合产业集聚区主
导产业要求、强链补链功能强、固定资产投
资亿元以上、科技含量高、市场效益好、具
有龙头效应和蜂王效应的项目作为重点准
入项目，实施“腾巢引凤”，打好老旧工业点

“焕新”攻坚战。
创新招商，激起“无限活力”。常袋镇

突出招商引资“一把手工程”，瞄准长三角、
珠三角、京津冀等重点区域开展招商活动，
实现“建设一个、储备一个、谋划一个”，在
全镇形成了“项目建设比英雄、招商引资论
奖惩”的良好氛围。目前，常袋镇共实施亿
元以上项目12个，概算总投资29.1亿元，
其中新开工项目5个，续建项目7个，签约
和在谈项目6个。

创新机制，谋求“跨越发展”。转变领
导方式，改革体制机制，通过工作机制创新
谋求跨越发展，成为常袋镇党员干部的工
作常态。在常袋镇产业集聚区，项目建设
方兴未艾，新开工的腾飞装配建材、天立建
筑、迈乐新材、恒基建材、金玛新材等5个
项目，概算总投资9.6亿元。

郑战波 赵永刚 文/图

常袋镇：

以创新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连日来，在孟津县城关镇水泉村的坡
岭、沟岔中，村民们正抢抓时机，连片栽植
花椒、柿子等经济林苗木，全面提升特色产
业经营集约化、规模化水平。

水泉村的这一幕是城关镇新一轮农
业结构调整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城关
镇把加快农业结构调整，科学推进农业产
业化、特色化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
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在现有 8000 亩花
椒的基础上，计划今年新种植花椒 3000
亩以上，逐步实现全镇贫困户种植花椒全

覆盖，着力打造豫西地区最大的花椒种植
基地。

为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3月以来，该
镇邀请县人社局、县农业局等单位的有关
技术人员，深入各村举办农业实用技术培
训班，分批组织各行政村贫困群众和有种
植意愿的其他农户到该镇杨庄村花椒种植
基地参观学习，继续落实种植花椒每亩奖
补500元的举措，最大限度调动群众调整
农业生产结构的积极性。

（郑战波 杨灿辉）

城关镇：

发展特色种植 助力精准脱贫

自2016年全市地企合作工作开展以来，西工区共签约
各类地企合作项目137个，签约金额142亿元，截至今年2
月底，137个项目全部开工，竣工项目123个，开工率达到
100%。

地企合作是市委、市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部署，也是推
动经济发展的一项有效举措。为了推动在建项目取得新进
展、谋划项目早日上马，西工区持续提升服务意识，强化企
业服务，实行县级领导分包联系重点企业制度，开展点对点
服务，当好服务企业的“保姆”和“店小二”。该区还通过推
广“企业服务信息联动系统”，畅通企业反映问题渠道，完善
企业服务联席会议、企业反映问题交办通知单、企业反映问
题简报、企业服务工作简报等制度，提高问题解决率，并通
过银企对接、用工对接、产销对接、产学研对接等交流平台，
多角度、全方位推动企业发展。目前，全区137个地企合作
项目台账清晰，开竣工时间、投资节点明确。下一步，西工区
还将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营
造发展氛围，推动地企合作工作迈上新台阶。 （杨阳）

西工区137个地企合作项目
开工率100%

刻有入党誓词的大型党旗雕塑、党的重大会议主要内
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示墙……走进位于洛阳桥社区
门外的凯旋东路街道党建主题游园，让人感受到浓厚的“红
色”氛围。今年年初，西工区凯旋东路街道党工委在开展社
区广场提升改造工作时，把党建文化融入其中，让社区游园
成为基层党建的新阵地，为拓宽党员教育活动和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提供了平台。 葛超 摄

春风吹拂着孟津大地，也吹开了各种花
朵，洁白如雪的梨花、灿烂若锦的桃花、富贵
典雅的郁金香、遍地金黄的油菜花等，将田野
变成了一片片花的海洋，处处充满诗情画
意。在广袤的田野上生出的“花海经济”，不
仅让农民的致富曲越唱越响亮，也让“诗和远
方”来到你我身边。

如雪梨花齐绽放
孟津县的花季是从洁白的梨花开始的，

其中尤以会盟镇万亩“孟津梨”主题公园最为
知名，千树万树梨花竞相开放，山坡上、房屋
前，整个村子都被层层叠叠的白色覆盖，当风
吹过，花瓣散落林间，漫天飞舞，如梦如幻。
勤劳的果农穿梭在林间，忙着给梨花授粉，期
盼秋的硕果；踏青的游客，驻足拍照，共享大
自然美的馈赠；采风的画家，忙着描绘春天的
盛景，让风景定格在最美的瞬间。

近年，会盟镇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
照“春赏花、夏观荷、秋品果、冬欣文”的思路，
持续提升以万亩酥梨、万亩莲藕、万亩水稻为
主的特色观光农业，先后成功举办了会盟梨
花节、会盟荷花节、“孟津梨”采摘节、会盟新
米节等农业节会，进一步带火了乡村旅游。
尤其是“孟津梨”，以其酥脆易融、汁多味甜闻
名于洛阳，被命名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和中国驰名商标。

今年的梨花节以“寻梦梨花 相约会盟”
为主题，在梨花节景区进一步完善儿童乐园、
休息亭等基础设施，新建花园广场一个，在往
年梨花诗会、摄影比赛、梨树认养、梨园祈福

等活动基础上，精心筹划了赏梨花、晒萌娃、
万亩花海“快闪”及“醉美花海”抖音短视频大
赛、文化会盟作家采风等形式新颖、丰富多彩
的活动，让广大游客在徜徉花海、饱览梨花芳
容的同时，体味会盟厚重的历史文化。

如霞桃花争春光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在

孟津县，能看花海的地方可不止会盟镇一
个。毗邻洛常路的送庄镇白鹿村是赏桃花的
主会场。每年 3 月底 4 月初，数千亩桃花竞
相绽放，形成了一片花的海洋，吸引了无数游
客前来观赏，漫步桃园、吟诗桃园、嬉戏桃园、
留影桃园，形成了“无限春光于园中，人面桃
花相映红”的美景。

近年，送庄镇围绕“保生态、兴产业”的工
作思路，突出特色抓农业、围绕农业抓旅游，以
产业带动景点、以景点拉动产业，走出了一条
特色农业与休闲旅游融合发展的新路子，实现
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旅游增色。全镇蔬
菜瓜果、苗木花卉种植达到1.8万亩，形成了
以无公害蔬菜为主，以草莓、蟠桃、西瓜、葡萄、
苗木花卉等为辅的一批特色产业集群，成为
洛阳无公害蔬菜瓜果之乡和苗木花卉基地。

送庄镇的桃林主要集中在连霍高速公路
送庄段两侧的白鹿、西山头、负图等村，由于
地处邙山岭上，光照时间长，水资源丰富，加
之当地群众一直以来都有栽种桃树的习惯，
为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壮大，全镇桃树种植面积
有 3000 多亩，形成了以高速公路为轴线的

千亩鲜桃长廊，这里已被河南省农业厅认定
为“无公害鲜桃生产基地”。

浪漫多彩郁金香
4月1日，位于机场路和小浪底专用线

交会处的洛阳郁金香牡丹园开园迎宾，园
内 200 多个品种 30 多种颜色的上百万株
郁金香和九大色系18个品种200多亩牡丹
竞相开放，加上造型别致的大型廊桥式叠水
楼台、气势磅礴的罗马式喷泉广场、独具特
色的荷兰风车和欧式柱廊，既让游客欣赏到
国花牡丹的雍容华贵，又能充分领略到异域
风情。

近年，麻屯镇充分依托区位交通和旅游
资源优势，将发展特色乡村旅游作为推动美
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主抓手，先后种植
郁金香、牡丹花、薰衣草、大樱桃等经济作物
4000多亩，初步形成以金水河水系建设为支
撑，以郁金香花园、龙溪花田为支点，以薄姬
岭沟域樱桃经济带为纵深的特色乡村旅游格
局。尤其是郁金香观赏节，已成为让麻屯走
向世界、让世界认识麻屯的联系纽带。

这几年，孟津县“以花为媒，树果搭台，旅
游唱戏”，将农业、旅游、文化等多个产业融合
为“花海经济”，围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的目标进行产业融合，助推农业转型发展。
伴着“花海经济”的持续升温，孟津各镇的“花
海”逐渐增多。“花海经济”作为旅游发展的新
业态，不仅为群众提供了增收渠道、就业岗
位，而且美化了人们的生活环境，也为游人提
供了新的休闲方式。 （郑战波 许建军）

孟津县“花海经济”持续升温

遍地花似锦 产业也“争春”

春耕时节，孟津县小浪底镇胡坡村的迷
迭香种植地里一片忙碌景象。放眼望去，绿
油油的迷迭香布满田间地头，微风拂过，芳香
悄然入鼻。今年迷迭香收成好，村民们正忙
着与收购公司接洽。

近几年，迷迭香市场需求大、价格高，
种植技术日渐成熟，收入可观。精准扶贫
工作开展后，孟津县总工会扶贫工作队通

过逐户走访，结合村民实际，确定了“宜养
则养、宜种则种、宜工则工”的因组因户因
人施策的帮扶思路。在县总工会的帮助
下，胡坡村申请了迷迭香种植项目，并采
取“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引导 26 户贫
困户种植迷迭香 60 亩，本次采收 3500 多
公斤。

县总工会扶贫工作队坚持高标准严要

求，认认真真扶贫，踏踏实实攻坚，将精准扶
贫政策和温暖传送到每一户贫困户家中，以
实际行动践行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为村
民脱贫致富精准发力。如今，村民们种植的
迷迭香有了好收成，公司负责回收，建档立卡
贫困户既可以通过种植获利，还可以通过秧
苗出售增加经济收入。

（郑战波 谢计超）

迷迭香开出“致富花”

西工小街，作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工区
商贸服务业发展的一张“名片”，洛阳市民无人
不知、无人不晓。随着时间推移，西工小街已
逐步落后于时代发展。

今年，西工区把西工小街步行街改造提
升项目纳入全区 162 个重点项目，将对街内
T 字形街道两侧商业部分进行改造，对现有
破旧建筑拆除重建，对道路等公共设施进行
提升改造。项目设计方案预计 6 月底前评审
定稿，10 月 1 日前完成项目招标同时实施提
升改造工程，12 月底前力争完成工程建设。
项目建成后，西工小街将成为西工区特色文
化美食街区，“小街记忆”也将成为西工区“文
化名片”。

西工区还有一大波重点项目正在加快推
进的路上……

目前，王城大道快速路（西工区段）征迁工
作正在稳步推进，已完成总体征迁任务的
94.5%，目前正全力做好主干线剩余征迁收尾
工作，保障主干线及九都路下穿隧道建设顺利
实施。

牡丹文化节前，黎明化工研究院聚氨酯弹

性体材料、15个停车场、樱桃谷生态旅游景区
等29个项目要开工建设，在建项目达到73个，
累计完成投资50亿元。

6月底前，红山车辆编组站等21个项目开
工建设，华荣生物产业育成中心一期、洛浦金
苑等 4 个项目竣工投用，在建项目达到 96 个，
累计完成投资86亿元。

10 月 1 日前，石化配件新型节能环保设
备、汉德九洲城唐风步行街等 15 个项目开工
建设，史家屯村一期安置房等 2 个项目竣工
投用，在建项目达到 94 个，累计完成投资 115
亿元。

11 月底前，西工地铁站及周边商业提升、
红山西部野生动物园等12个项目开工建设，河
科大二院门（急）诊医技内科病房楼等项目竣
工投用，计划新开工的 93 个项目全部开工建
设，计划竣工的14个项目全部投产投用。

项目建设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定海神针”，
是带动经济发展的原生动力。目前，西工区正
举全区之力掀起项目建设的新热潮，以项目建
设增后劲、促转型、提士气、开新局，建设活力
新西工，奋力开创西工美好未来。 （赵普）

凯东办事处建起党建主题游园

洛阳振铸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先进的铝合金生产线

——西工区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
是谋未来”的理念，全年谋划重点项目 162 个，总投资 998
亿元；

——全区34名县级领导、27个单位部门齐上阵，构建
了“人人有任务，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截至3月底，全区重点项目开工45个，投资31亿
元，实现第一季度“开门红”，为推动全年重点项目建设打
下了坚实基础。

“今年，要对西工小街现有破旧建筑拆除重建，打造成
为特色文化美食街区；西工地铁站及周边商业提升项目要
完成与丹尼斯中州百货地下连通方案的制订并启动各站
点主体建设；采埃孚一拖自动化能力提升项目要完成第
二批设备的安装使用；15个停车场要全部建成投用……”
3月25日，西工区召开2019年重点项目建设动员会，进一
步明确全年 162 个重点项目的完成时限、推进机制、相关
责任人及工作要求，吹响了全年重点项目建设工作的“集
结号”。

核
心
提
示

以项目为引领带动经济社会发展
西工区吹响162个重点项目建设“集结号”

项目建设是经济工作的核心和基石，是扩投资、促发展的“牛鼻
子”。为了及早拿出今年的重点项目，今年1月，西工区召开经济发
展研讨会，专门邀请中国科学院、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
河南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等的7名专家和王府井等21家企业的负责
人，围绕加快推动西工区创新驱动发展等问题开展座谈研讨，理思
路、找方向。该区按照经济、城建、民生等分领域、分类别召开2019年
重点工作谋划会，逐部门听取工作汇报，认真梳理，多次讨论，充分
征求意见，最终确定了162个总投资998亿元的区级重点项目。2月
19日，西工区委九届九次全会召开，印发《西工区2019年重点项目
计划表》，随后又通过区委工作部署，以项目化的形式明确了全年工
作要点。

在3月25日召开的2019年重点项目建设动员会上，西工区下
发《西工区2019年重点项目推进方案》，明确了162个重点项目责任
分工、推进措施等，进一步规范全区重点项目管理推进工作，确保重
点项目稳步实施。西工区要求全区每位党员干部时刻紧盯项目建
设这个“压舱石”，把“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时刻
牢记于心，把心思和精力更多放在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上，把担当和
作为体现在抓好重点项目建设上。

会议指出，区委、区政府下定了大抓项目、抓实项目的决心，下
一步，将采取有力措施，把更多的心思和精力放在推进重点项目建
设上，把担当和作为更好地体现在抓重点项目建设上，千方百计推
进项目建设。

有方向、有任务、有重点，更要有保障落实
的措施和机制。

在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中，西工区通过
树立鲜明用人导向，充分发挥考核的“指挥棒”
和“风向标”作用，对抓项目建设有突出贡献的
党员干部职工给予相应重奖和重用，真正让真
干假干不一样、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
一样，切实让大家感到有压力，倒逼各单位、各
部门抓好项目建设。

西工区成立了由区委副书记、区长任组长
的重点项目管理推进工作领导小组，把34名县
级领导、27个职能单位和部门纳入重点项目推
进工作管理范畴，实行分层管理。分包领导、
行业分管领导按照各自职责对项目进行细化
管理；区重点项目管理推进工作领导小组抓重
点、抓难点，落实“以周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

年”；要求各相关责任人积极与项目投资方、建
设方对接，以项目问题为导向，着力解决项目
推进过程中的难题，做好项目服务工作，强力
推进项目建设。

任务明确，重点明晰，机制行之有效，“人
人有任务，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和措施，为
推动全区重点项目早日实现投产见效提供了
重要保障。参与重点项目的各个单位负责人
一致认为，大家现在思想都是“一盘棋”，再难
的困难和再复杂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大家相
互沟通、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工作推动起来非
常顺畅，一定能圆满完成全年项目建设任务。

截至 3 月底，西工区已开工重点项目 45
个，投资 31 亿元，实现了第一季度项目建设

“开门红”，为完成全年项目建设任务打下了坚
实基础。

162个重点项目
成为全年经济发展“主动力” 明确任务节点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出实效”

工作推进机制为项目建设注入“源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