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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有你，砥砺奋进
不负韶华争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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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建成市级沟域
生态经济示范带 64
个，累计完成投资161
亿 元 ，实 现 年 产 值

33.5亿元，示范带内
农村集体经济年均收入

10万元以上。

【数说】

我市入选全国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
市，栾川县、嵩县、孟津
区入选全国示范县
（区），栾川县同时入选
“中国十大乡村旅游目
的地”。

累计治理水土流失

6650平方公里，土壤
污染防治先行区加快建
设，污染地块管理、重金
属污染防控和农用地治
理修复经验在全省推广。

各地累计建设国家
储备林、生态林9000
余亩，通道绿化 240
余公里。

全市沟域升级改造道路近300公里

新增休闲场所12.2万平方米

完成农村电网改造135个村

创建A级乡村旅游景区22家、打造

休闲农业项目3618个

洛阳地处豫西山区，山岭沟坎多、产业底子薄曾是制约乡村发展的“软肋”。
“十三五”期间，市委、市政府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认真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战略，创造性提出“沟域生态经济”的区域发展理念，以沟域支撑流域，化资
源禀赋为发展动能，通盘谋划、扬长避短，发力做好产业、特色、生态、融合“四篇文章”，
蹚出了一条独具洛阳特色的山区乡村振兴之路。

发展沟域生态经济，成色在生态、落点在农民、基础在产业、命脉在特色、品质在文
化。在具体实践中，我市在充分考虑环境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基础上，立足每个
沟域自然条件和产业基础，做到“一沟一规划”，一张蓝图绘到底，确保建一个、成一个，
最大限度盘活农村资产，实现“一沟一产业、一沟一亮点、沟沟有支撑”，促进农村繁荣和
农民富裕。

绿色是沟域生态经济的底色。把沟域经济和沟域生态统筹起来，立足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统筹推进水生态保护、国土绿化提速提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业绿色发展，
真正守护好河洛山乡的绿水青山。

特色是沟域生态经济的命脉。根据沟域资源禀赋、群众意愿、市场需求，在突出秀
美山水自然资源基础上，深入挖掘河洛文化、民风民俗、农耕文化、非遗等文化资源优
势，依托传统节日、农事节会等重要节庆，形成了特色种养业主导型、旅游景区带动型、
休闲康养度假型等多种特色鲜明的农旅融合模式。

融合是沟域生态经济的关键。我市坚持把沟域生态经济作为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载体，促进农业生产与资源要
素、文化创意、电子商务等融合，让新业态、互联网、品牌化等为农业提质赋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负“青山”，方得“金山”。沟域经济不仅为洛阳铺开一
条绿色富民的康庄大道，更为洛阳山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振兴蹚出了一条路。

乡村振兴新征程的时代大幕已经开启。放眼未来，产业振兴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
的根本前提，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长久之举。我市将坚持市场
需求导向、遵循产业发展规律、立足本地特色优势，以发展沟域生态经济为抓手，深入实
施农业“特”“优”战略，持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走好特色产业发展之路，
加快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着力打造全国山区沟域推进乡
村振兴的“洛阳样板”，在新起点上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

沟域里蹚出振兴路

汝阳县小店镇组织免费电商培训，打造“淘宝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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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阳县香鹿山镇东韩村光伏发电、蔬菜大棚项目

新安县正村镇白墙村的美丽游园

我市南部山区优美的沟域生态环境我市南部山区优美的沟域生态环境，，吸引自行车运动员训练吸引自行车运动员训练

栾川县北乡村金灿灿的向日葵吸引游客“打卡”

孟津区小浪底镇梭椤沟村的传统民居，吸引学
生创作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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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沟域内河道550公里

新修沟渠765公里

整修维护水库127座

新建污水处理厂156座

铺设污水管网3150公里

沟域内垃圾实现动态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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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川县高山镇沟域桃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