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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非凡十年 出彩洛阳”喜迎二十大
环都市区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新安县、
宜阳县、伊川县、孟津区、偃师区相关负责人
分别回答记者提问。

近年来，我市环都市区在推进洛阳现代
化建设过程中坚持创新引领，以产业发展为
强大动力，强力激发各项工作活力，持续提
高群众幸福指数，不断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

新安：聚焦四大风口产业，
打造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近年来，新安县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
市决策部署，聚焦铝钛新材料、风电轴承、高
端医疗装备和文旅文创四大风口产业，持续
实施倍增提质、帮扶解困、盘活资源“三大工
程”及智能、绿色、技术“三大改造”，着力打
造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聚焦风口产业，坚持把制造业作为主攻
方向，全力打造四大风口产业集群；将省级
产业集聚区整合为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剥
离社会管理职能，深化“放管服效”改革，推
动开发区真正成为经济建设的主阵地、主引
擎、增长极。

推进产城融合，以洛阳科技职业技术学
院、新安县职教中心为载体，高水平办好职

业教育，形成“以产兴城、产城融合”的发展
格局。

十年间，新安县地区生产总值从328.4亿
元增至452.8亿元，年均增长6.4%；高新技术
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49.8%；
市级以上研发平台从19个增加到222个；高
新技术企业从4家增长到61家；培育上市企
业2家，拟上市后备企业12家，另有14家上
市公司落地投资。去年，新安工业产值达到
全市15%，工业实力跻身全省前10。

宜阳：确立“三大产业”，打造
600亿级产业开发区

宜阳是河南省县域治理“三起来”示范
县、洛阳市环都市区重要节点县。近年来，
该县大力发展风口产业，确立了航空装备、
高端轴承、休闲食品“三大产业”，目标是到
2025年打造出600亿级产业开发区。

做强航空装备产业——以航空航天智
创产业园为核心，配套企业 42 家、项目 43
个；做大高端轴承产业——扭住洛轴转型升
级机会，形成由40余家企业构成的轴承设
计、研发、装备制造等功能完善的全产业链
条；做优休闲食品产业——以河南省建设万
亿级现代食品集群为契机，大力发展休闲食
品产业集群。鼓励引导现有企业做大做强，

重点跟踪对接龙头企业。
近年，宜阳县地区生产总值先后迈上

200亿元、300亿元台阶，城镇、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实现了翻番，先后获得国家园
林县城、国家卫生县城、全国村庄清洁行动
先进县、河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等 50
余项省级以上荣誉称号。

伊川：加快产业转型，锚定
千亿级经济总量

伊川县围绕新材料、富硒功能农业、现
代物流、近郊生态文旅四大主导产业持续发
力，加快提质增效。十年间，伊川县地区生
产总值从276亿元增长到455亿元，稳居全
市第一方阵。

近年来，该县工业经济突出转型升级，
加快延链补链强链，引进一批龙头企业，奋
力打造世界一流耐材产业集群；加快培育超
硬材料、光电信息、智能制造等风口产业；高
标准建设科创小镇，大力推进校企合作，累
计组建市级以上创新平台 218 个。农业产
业突出富硒特色，围绕富硒红薯、富硒小米
和肉牛、肉鸡，加快构建“2+2+N”产业体
系，伊川小米、红薯入选农业农村部“名特优
新”农产品名录，成为全省最大的优质鸡养
殖基地县、全省肉牛养殖大县重点培育县。

发挥文化和生态优势，围绕龙凤山、万安山、
伊河三条生态文旅产业带，打造“研学伊川”
品牌，初步建成洛阳近郊生态文旅目的地。

孟津：坚持工业立区、制造强区
党的十八大以来，孟津区深入贯彻落实

中央、省、市决策部署，锚定“率先挺进千亿
级、成为核心增长极”目标，坚持工业立区、
制造强区，产业呈现蓬勃发展之势。

近年来，该区大力发展化工新材料、电
子气体、氢能源、智能装备等风口产业，形成
了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风口产业集群；坚持

“项目为王”，扎实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
百万吨乙烯项目前期工作有序实施，中硅高
科、黎明化工等重点项目进展顺利，培育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 328 家，构建了以高端石
化、精细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特色新材料新
能源等为主导的产业格局；扎实开展“四有”
研发活动，培育高新技术企业77家、市级以
上创新平台165个，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截至去年年底，孟津区地区生产总值达
到553.5亿元。近年来，该区连续获得全国
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区、全国“四好农村
路”示范区、全国园林城市、全国卫生城市、
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十强区、全国第二批节水型社会建设

达标区、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区、河南省
高质量发展先进区、河南省乡村振兴示范引
领区等数十项省级以上荣誉称号。

偃师：抢抓产业风口，重振
产业发展新辉煌

偃师民营经济活跃，产业基础较好，曾
入选首批河南省新时代民营经济“两个健
康”实践创新示范县（市、区）。近年来，该区
围绕“重振偃师产业发展新辉煌”目标，全面
落实市委产业发展“136”工作举措，坚定不
移实施工业强区、产业兴区战略，谋创新、抓
产业、抢风口，取得良好成绩。

该区坚持把发展风口产业作为重要方
向，坚持抓风口产业引进培育，加快推动产
业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在现有产业基础上
确定新材料和绿色智造两大主导产业；着力
构建“一镇一业、一镇一特色”产业发展格
局，有序引导企业和行业进入园区，解决产
业布局偏乱、偏散问题，实现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深化项目建设攻坚，滚动实施“三个一
批”活动，着力为产业发展提供强力支撑；围
绕“六最”营商环境，全力打造“偃之有礼”营
商服务品牌，2020年，偃师区的综合营商环
境评价居全省县（市）第 8 名、全市第 1 名；
2021年居全省第5名、全市第1名。

十年间，偃师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
均增长9.7%，高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1.6个
百分点；实施省、市重点项目229个，总投资
1636.7亿元，成功打造新材料新能源、电线
电缆、制鞋百亿产业集群；地区生产总值实
现200亿元到460亿元的跨越，今年有望突
破500亿元。 洛报融媒记者 赵硕

“非凡十年 出彩洛阳”喜迎二十大环都市区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

以产业发展为强大动力 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昨日，“非凡十年 出彩洛阳”喜迎二十大
南部四县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栾川县、
洛宁县、汝阳县、嵩县相关负责人分别回答
记者提问。

近年来，我市南部四县立足“洛阳南部
生态发展区”总体定位，以富民为导向，以项
目建设为引擎，以乡村振兴为主要抓手，以
城乡统筹为基本支撑，将生态优势、资源优
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
益最大化。

栾川：树牢绿色理念 驶入
发展“快车道”

近年来，栾川县坚持“生态立县、创新活
县、旅游富县、产业强县”战略，树牢绿色发
展理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驶入“快车道”。

看总量，栾川地区生产总值 10 年来年
均增长8.9%，人均生产总值突破9万元，进
入全省第一方阵；看后劲，固定资产投资年
均增长15.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
长 11.5%，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增长
10.5%；省级钨钼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建
成投用，新增科技创新企业49家。

文旅融合加快发展：全县4A级以上景
区达 10 家；全县旅游接待人数年均增长
10.9%，旅游综合收入年均增长 17.9%，
2021年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综合收入分别
达1219万人次、83亿元。

特色农业不断发展壮大：以“栾川印象”
为龙头的农产品深加工业效益显著，以“君
山制药”为龙头的中药材产业蓬勃发展。

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完成改厕5.6
万座，农村污水处理率超过63%。洛栾、尧栾
高速建成通车，栾卢、栾西高速建设加快推
进，实施农村公路项目1066个1690公里。

洛宁：增进民生福祉 稳经济
“基本盘”

洛 宁 县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由 2012 年 的
130.5亿元跃升至2021年的224.6亿元，年
均增长 8.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 14.2 亿
元，年均增长12.4%；2021年城镇、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2012年的1.96倍、
2.29 倍。去年以来，洛宁 326 个行政村（社
区）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0万元。

近年来，洛宁县累计获认定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14家，组建省级“星创天地”3个、市
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 54 家；累计引入国家
电网、紫金矿业、中建材等一批“三强”企业，
签约超千万元项目234个。

浩吉铁路洛宁段、洛卢高速洛宁段建成
通车，通用航空、渑栾高速洛宁段建设加快
推进，县城“十字交汇”高速网和“一纵一横”
铁路格局即将形成，洛宁从昔日无快速通
道、无国道、无高速、无铁路的“四无县”，加
速成为通南达北、联东贯西的区域重要交通
节点；县城建成区面积由 2012 年年初的
11.5平方公里增至目前的16.8平方公里，城
镇化率提高17.57个百分点。

洛宁县全面完成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改
革，打造城区10分钟“就医圈”；养老、工伤、
失业社会保险覆盖面持续扩大，基本医疗保
险常住人口参保率超过95%。

汝阳：交通路网重塑 群众
幸福感提升

近年来，汝阳县地区生产总值由2012年
的105.2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195.5亿元，
年均增长8.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速均在10.2%以上。
近年来，汝阳县投资826.4亿元实施重

大项目831个，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鸿路钢
构、中电建、河南六建等一大批龙头企业落
户投产；开发区进驻企业81家，年产值超百
亿元，获评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风电、光伏等新兴产业增势强劲，总规模达
453.2兆瓦，实现收益2.4亿元；投资80亿元
的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已经开工；加快推进年
产值超百亿元的“杜康+”综合体建设。

汝阳县完成紫罗和城南2个片区开发，
县城建成区面积实现翻番；新建、改造道路
55条，其中，国、省干线公路7条286公里；
呼南高铁将在汝阳设站；建成农村道路635
条1485公里。

城市品质持续提升：实施城市提质项目
247个；改造老旧小区37个，建成保障性住
房1748套；新建、改建公园游园30个、乐道
37.6公里；前坪水库成功蓄水，投资15.3亿
元实施北汝河、马兰河综合治理27公里，高
标准打造凤凰山、瑞云山、云梦山 3 座城郊
森林公园，形成“三山环抱、两水润城”的新
面貌。

嵩县：引乡贤返乡 助乡村振兴
嵩县综合实力持续跃升，地区生产总

值、财政收入分别从2012年的118.38亿元、
5.56 亿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221.8 亿元、
10.85亿元，年均分别增长5.9%、7.7%。

嵩县签约落地重点项目151个，完成投
资11.2亿元，带动就业9.2万人；开展“6664”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谋划创建达标村
105个、示范村29个、精品村8个，引入运营
商34家，培育乡村运营师132名，打造了天
桥沟、陆浑故城、箭口河村等一批乡村运营精
品村；选取车村、田湖 2 个县域副中心和德
亭、大章等区域中心建设中心集镇，推行“四
建五融”集镇建设新模式，县医院田湖、车村
分院，县一高田湖、车村分校等49个民生服
务类和产业引导类项目相继开工建设，形成
了“一心两翼三片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

嵩县培优做强特色产业，创新实施电子
商务、农业产业双“十百千万”工程；被授予

“中国皂角之乡”和“中国道地药材强县”称
号；建设省内知名养牛大县，已建成村级“托
牛所”64个。

嵩县主打沉浸式文旅，叫响“湖山圣域·
嵩县爱你”旅游品牌，建设3条自驾游公路，
贯通环陆浑湖、环三山、环县域乡村旅游带，
提质升级14个A级景区，建成13个省级乡
村旅游特色村；建成农家宾馆和特色民宿
1151套，床位3.2万余张，带动就业2.6万余
人次。 洛报融媒记者 贾臻

“非凡十年 出彩洛阳”喜迎二十大南部四县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走好差异化高质量发展之路

14日上午，“非凡十年 出彩洛阳”喜迎
二十大文旅文创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市文
广旅局相关负责人发布我市文化旅游发展
情况，市文物局、洛阳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分别回答记者提问。

近年来，我市按照“宜融则融、能融尽
融、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思路，突出“颠覆性
创意、沉浸式体验、年轻化消费、交互式传
播”，以打好“黄河文化”“盛世隋唐”“伏牛山
水”“国花牡丹”“工业遗产”五张牌及大遗址
保护展示利用、“东方博物馆之都”建设等为
抓手，实施文旅文创融合发展战略，助推国
际文化旅游名城、国际人文交往中心和青年
友好型城市建设。

构建文化传承创新体系
深入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

用，设立国家级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9 项、省级 89
项、市级 240 项，建成非遗展示馆 34 个、传
习所29个。

推动优秀文化精品创作，原创舞蹈《大
河三彩》获第十二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
舞第一名，《唐宫夜宴》《龙门金刚》等节目成

功“出圈”。

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格局
我市推动旅游业与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旅游+”形成“一业带百业”，全域旅游发展
良好格局已初步形成。

以古都文化为核心，成功打造了“东方
博物馆之都”文化旅游品牌，建设隋唐洛阳
城国家历史文化公园、二里头遗址博物馆、
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以黄河生态文化旅
游带和伏牛山全域旅游示范区为两翼，打造
避暑养生、休闲度假、观光旅游目的地；依
托伊河、洛河打造伊河生态休闲发展带和洛
河文化旅游发展带。

全市国家A级景区数量由26家增加至
63家。乡村旅游3A级景区超过50家，创建
省级乡村旅游特色镇（村）75 个，乡村旅游
从业人员13万余人，2021年乡村旅游接待
游客5890万人次，综合收入205亿元。

培育新兴文旅文创业态
抢抓文旅发展新风口，卡卡、FB等本土

剧本娱乐文创企业脱颖而出，推出《无字梵
行》《风起明堂》等沉浸式剧本杀，开发考古

盲盒等文创产品。
隋唐洛阳城、老君山、洛邑古城等景区沉

浸式体验水平持续提升，推出《唐宫乐宴》《明
堂韶乐》等沉浸式演出，建成“无上龙门”“知
道·老君山”和梦唐阁沉浸式体验馆等项目。

牡丹文化、工艺美术等产业门类优势突
出，牡丹书画、牡丹茶等文化产品销售形势
喜人；着力打造“全国研学旅游目的地”，研
学基地达 68 家，承办机构达 38 家，规模以
上精品民宿200余家。

激发文旅消费潜力
改造提升西工小街、广州市场步行街等

特色文旅街区，建成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
消费集聚区3家、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
集聚区7家。

推出“古都夜八点，相约洛阳城”“古都
新生活，时尚洛阳城”“双进双促双服务”“政
府补贴，畅游一夏”等系列促消费活动。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成“河洛书苑”城市书房205座，图书

馆、文化馆全部达到国家三级馆以上标准，
完成 190 个乡镇（街道）3146 个行政村（社

区）的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基本
形成覆盖城乡、通借通还、方便快捷的“15
分钟阅读文化圈”。

投资1.5亿元，实施边远地区广播电视
覆盖工程，让13.5万户40余万名边远地区群
众免费收看到70余套电视节目；年票景区由
43家增加至55家，门票总价值增至2941元。

提升洛阳美誉度知名度
强化河洛文化的国际表达，先后承办

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论坛、中国国际
旅游城市市长论坛洛阳文化旅游论坛、港澳
青少年游学推广活动暨内地游学联盟大会、
央视中秋晚会，“两节一会一论坛”国际影响
力持续提升。

举办2021年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开幕
式等重大活动；推出《登场了！洛阳》《风起
洛阳》《万里走单骑》等一系列叫好叫座的文
化产品，使洛阳在国内外频频“出圈”。

探索大遗址保护新模式
建成并开放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汉魏

洛阳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统筹隋唐洛阳城遗址整体规划，重点对

隋唐洛阳城中轴线、宫城核心区及 22 平方
公里的洛南里坊区保护展示。先后完成了
两坊一街、天堂明堂、九洲池、应天门、隋唐
大运河历史文化公园等10余项重点保护项
目，宫城“四点一区”和定鼎门天街片区已经
初具规模。

加快推进天街贯通提升工程（3200
米）、九洲池（二、三期）、玄武门、永泰门等项
目建设，逐步恢复古都历史中轴线气象，叫
响“盛世隋唐”品牌。

持续推动“东方博物馆之都”
规模质量双提升

目前，全市对外开放的博物馆、纪念馆总
数达102家，县域博物馆基本实现全覆盖。

近年来，我市举办优秀文物展览200余
个，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基本陈列“华夏
第一王都”、洛阳博物馆“丝绸之路音乐文
物”展等获评年度全国十大精品陈列。

探索文物活化利用新形式
汇集全市 102 家博物馆数字化内容的

“东方博物馆之都”线上平台搭建完成。洛
阳博物馆“河洛之光”、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
馆“最早中国”两家数字馆先后开放。

相继开发了“丝路文化”“帝都文化”“运
河文化”“河洛文化”“牡丹文化”等五大系列
自主文创产品；洛阳博物馆的“辟邪”“三
彩”，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绿松石”“青
铜器”等系列文创产品受青睐。

洛报融媒记者 贾臻

“非凡十年 出彩洛阳”喜迎二十大文旅文创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

抢抓产业新风口 打造沉浸式文旅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