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第二批乡村康养旅游示范村名单公示

我市14个村（社区）入选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戚帅华）日前，省
文化和旅游厅公示了河南省第二批乡村康养
旅游示范村名单，全省共195个村（社区）入选，
我市14个村（社区）榜上有名。

近年来，我市依托良好的自然生态资源，着
力发展生态养生、休闲养老、健康运动等多种类
型的康养旅游。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推动康
养旅游发展，建设一批设施完备、功能多样的乡
村森林康养基地、自驾车及房车露营基地，壮大
康养旅游新业态，丰富乡村旅游内涵，充分发挥
乡村旅游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带动作用。

乡村康养旅游示范村

乡村康养旅游示范村是在开展乡村康养旅游
活动中，对推动文旅文创融合、助推乡村振兴具有
典型示范意义的行政村（社区）或自然村。

河南省乡村康养旅游示范村由低到高分为 3
个等级，依次为3A级、4A级和5A级。

我市14个村（社区）榜上有名

5A级村
栾川县陶湾镇协心村、嵩县车村镇天桥沟村
4A级村（社区）
栾川县重渡沟示范区王坪村、栾川县秋扒乡

小河村、栾川县庙子镇庄子村、嵩县车村镇龙王
村、新安县石井镇寺坡山村、洛宁县罗岭乡贾沟
村、汝阳县付店镇牌路社区、偃师区缑氏镇缑氏
村、洛龙区科技园街道溢坡社区

3A级村
栾川县栾川乡养子沟村、洛宁县兴华镇沟门

村、宜阳县锦屏镇杏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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涧西区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
程中，结合区位特点和自然资源优势，
将农业的“土”行业朝着绿色化、多样
化、新颖化、品质化、高效化发展，为近
郊群众餐桌提供优质食材，为丰富城市
居民乡村旅游提供“又近又美”场所。

昌沟的蜜薯、大营的羊肚菌、寺沟
的蔬菜、五龙沟的太阳杏、吕沟的樱桃、
东马沟的共享菜园、农丰的核桃、引驾
沟的葡萄、遇驾沟的鲜桃……许多特色
农产品，汇聚成“西苑贡”优质品牌。另
外，建设运营三岔口“山水隐寺·水云
涧”微度假综合体，试营业的礼乐小镇
和在建的涧西区食用菌智能化培育基

地，无不彰显着涧西的“土”资源正在焕
发新活力。

依托自然禀赋，实施结构调整。涧
西区土地资源集中于辛店、瀛洲北部丘
陵地区，适合发展旱作农业。利用这一
特点，涧西区积极推动土地流转，大力
发展特色林果种植。现今，该区域的特
色优质农产品在周边地区已具有一定
影响力。

延长产业链条，发展高效农业。围
绕菊花种植，补齐菊花储藏、保鲜、烘

干、加工产业链，引入投资100万元对闲
置厂房进行改造；围绕 6000 亩的特色
水果种植，涧西区投资60万元，在土桥
沟建设占地15亩的农产品智慧冷库，延
伸了鲜果生产、包装、运输的产业链。

深耕文旅融合，打造特色项目。引
入宿联文旅运营，打造国际化、社交型
农创生活美学目的地——“山水隐庐·
水云涧”微度假综合体，并精心打造了
一系列特色项目，富有特色的礼乐小镇
未来可期。

推动共筑共建，提高产业化水平。
适度流转土地扩大设施农业规模，由
省、市、区级资金共同投入建设，稳步推
进实施蔬菜大棚田园综合体三期、四期
工程建设；加强与大型商超、食品加工企
业的深度合作，实施订单生产，延长果蔬
产业链，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实现了农
产品从“大路货”向“精深特”的转变。

强化市场理念，推进特色运营。涧
西区立足区位特点，积极打造“一村一
品”，通过发展特色种植产业、推进农产
品品牌打造、加强运营平台建设等，多
种方式开展乡村运营，助力乡村振兴。

（张晓珍）

涧西区：“土”资源焕发新活力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陈曦 通讯员 董春燕 高冲）
中越合作再添“洛阳动力”。

日前，位于洛阳综合保税区的河南吉乐富跨境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吉乐富），成功获得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
部授权，推动该国拳头产品ST25大米首次进入中国市场。

随着 1 吨 ST25 大米在洛验放通关，在跨境电商网购
保税进口“1210”模式下申报进口的首单越南农产品进入
洛阳市场。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1210”模式又称保税
备货模式。在该模式下，海外商品以货物形式批量运至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再通过购物平台以零售模式在国内
销售，待国内消费者下单后配送，具有响应订单快、运输
时间短、综合运费低等优点。

该批大米存放在保税仓库内，依托吉乐富打造的小程
序销售，洛阳市民购买基本可做到“当日达”“隔日达”，在持
续服务本地消费群体“不出门，买全球”的基础上，实现洛阳
跨境电商进口零售业务新突破，也为全市外向型经济发展
进一步提供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前国际大米研究组织在菲律宾举
办的第15届世界最佳大米比赛上，越南ST25大米继2019
年后再度荣获冠军，是名副其实的“冠军大米”。

“通过对接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我们目前已成为该
款产品在全国的独家代理商，后续还将引进更多当地产品，
在促进两国贸易往来的同时，也为洛阳积极参与共建‘一带
一路’赋予新的内涵。”吉乐富相关负责人表示。

自去年年底实行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1210”模式
以来，目前洛阳综保区已经先后实现了燕窝等特色消费
品、酱油等地道调味品、白咖啡等生活消费品的批量进
口。后续，洛阳综保区将继续拓展保税业务，进一步助力
我市培育外贸新业态、构建对外开放新平台、促进开放型
经济发展。

中越合作再添“洛阳动力”

越南大米“世界冠军”
在洛开启“中国之旅”

近日，在位于伊滨区的吉庆嘉苑安置房二期四地块项
目建设现场，工人正在安装房屋窗户。

该项目位于伊滨区光武大道以东、提驾庄街以西、伊洛
东路以北、枫叶路以南，规划用地110余亩，总建筑面积27
万平方米，建设13幢高层住宅，共计1968户。目前，该项目
已进入收尾阶段，建成后可安置群众5000余人。

洛报融媒记者 张怡熙 通讯员 倪睿 摄

加快安置房建设
为群众提供宜居家园

加快转型升级 产品远销海外
近日，在位于新安县南李村镇的洛阳市大资塑业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内，一批工业级和食品级集装袋正在加紧生产。
该公司是一家全方位一体化集装袋生产企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河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近年来，该公司不断优化调整、转
型升级、创新发展，加快开拓市场，产品畅销国内，还出口至
60多个国家和地区。

洛报融媒记者 张怡熙 通讯员
高月 田利明 摄

大资塑业：

《洛阳市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实施方案（2023—2025年）》印发

实现高频事项应上尽上 掌上可办
升级 App快洛 办

近 日 ，市 政 府 印 发
《洛阳市加强数字政府建
设实施方案（2023—2025
年）》（简称《方案》），明确
了建设目标、主要任务、
运营模式、保障措施等，
突出围绕集约共建、服务
提升、智能精准、融合流
通、全面防护，提出了 35
项建设任务。

《方案》提出，我市将
以“一朵云”为载体、“一
张网”为链接、“一道墙”
为防线，建设覆盖城市管
理、基层治理、民生服务
等领域的N个应用，统筹
构建数字化履职能力、平
台支撑、数据资源和安全

保障四大体系，打
造一体化高效运
行的数字政府。

加快“一网通办”覆盖
推动部门相关业务办理系统整合并与市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对接联通，推动电脑端、
移动端、自助终端、实体大厅、12345政务服务
便民热线等渠道线上线下标准统一、全面融
合、服务同质，实现政务服务“全程网办”“指尖
即办”“全时可办”。

全面升级“洛快办”App
整合各部门、各行业面向公众服务的各类

App、小程序和公众号，推动更多政务服务和便
民服务向“洛快办”汇聚，实现高频事项“应上
尽上”“掌上可办”，打造全市便民服务移动端
官方总应用。

推动政策精准惠企
建设一站式企业服务平台，分类梳理和动

态管理财税、金融、科创、产业、人才等惠企政
策，结合企业分类“画像”，实现涉企政策统一
发布、智能匹配、秒批秒兑、免申即享，推动开
展涉企政策评估，提升政策精准性、有效性和
便享度。

全力提升营商环境
以企业开办一件事服务平台和市政务服

务网为基础，扩展食品生产、药品经营、医疗器
械生产、医疗器械经营等行政许可事项，实现

“一次登录，全业务通办”，缩短办证时长及环
节、减少办证材料。

0101 0202
加快智慧停车建设
建设智慧停车运营管理平台，

通过对停车设施、支付、数据的统一
管 理 ，逐 步 打 造“ 全 市 一 个 停 车
场”。通过运营统计、实时监管、停
车场管理、收费管理等功能，实现公
共停车资源的统一管理、高效利用。

大力开展“互联网+医院”建设
完善洛阳市公共卫生大数据系

统，推进全市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电
子病历数据库建设，“一码通”推动
跨医疗机构数据互通。推进以电子
病历系统为核心的智慧医院建设
等，为患者、医护人员提供全链医疗
运营体系。

升级改造智慧城管
加快推动城市管理重点领域数

据共享，建立城市管理动态监测、量
化分析、趋势研判、效果评估、风险
预警服务体系，通过跨部门、跨层
级、多维度、场景式的“一张图”统计
概览和“一站式”调度应用。

建设智慧交管平台
开展城市交通拥堵指数、交通

运行动态和进出境客运量的分析和

预测，完善智能交通管理设施，引入
新型智慧交通信号、监控、卡口、智
能运维等设备，实现交通违法行为
多维感知。

建强文旅服务平台
依托现有文旅消费平台，逐步

整合各个景区、设施、产品信息，融
合景区旅游、休闲娱乐、特色商铺资
源，打造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
体的线上服务体系。

建设智慧社区服务平台
建设覆盖线上线下、“移动端+

终端”的社区便民综合服务平台，提
供水电气暖等公共便民在线服务和
家政服务、上门维修、生活采购配送
等个性化增值在线服务，完善入户

“最后一公里”服务体系。
探索推进智慧康养
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

信息技术手段，对接整合各级健康养
老服务资源信息，建设智慧健康养老
信息平台、老年应急救援服务平台，
共享政策、资本、技术、人才等方面
资源，提供便捷精准高效的健康养
老服务。 洛报融媒记者 郭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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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政务
实现“指尖即办”“全时可办”

数字民生
逐步打造“全市一个停车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