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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作为洛阳南部生态发展
区的汝阳县把康养文旅作为主导产业
之一，充分挖掘域内康养文旅资源潜
力，大力发展以艾灸康养为主导、多业
态融合的康养文旅产业，为汝阳经济发
展注入“一池春水”。

近日，沿着前坪水库观景台拾级而
上，可以看到，温馨别致的携程度假农
庄与前坪水库的湖光山色相映成趣，在
冬日暖阳照耀下，呈现出一幅和谐美丽
的画卷。该度假农庄依托汝阳独有的

“三才艾业”“甪里艾”等资源优势而建，
突出“康养+民宿”特色，受到郑州、平顶
山、洛阳等地游客的青睐，成为汝阳发
展康养文旅产业的生动实践。

康养文旅，对于汝阳县来说，是一
个全新的概念，它串联起汝阳境内的文
化、旅游、生态、农业等资源，为创造新
的经济增长点发挥了引擎作用。

优化康养文旅空间布局
汝阳县立足洛阳南部生态发展区

发展定位，结合气候、文化、山水等康养
旅游资源优势和主体功能区规划，以县
城为中心，东、西、南、北不同旅游资源
为依托，构建“一城四区”的康养文旅发
展新格局。

一城：县城区发展艾灸产业，打造
艾灸康养城。

四区：南部片区，以西泰山、鸡冠山
森林康养资源为依托，打造西泰山森林
康养旅游度假区；北部片区，以大虎岭、
玄武庄温泉康养资源为依托，打造大虎
岭温泉康养旅游度假区；东部片区，以
岘山、鬼谷子文化康养资源为依托，打
造岘山文化康养旅游度假区；西部片
区，以前坪龙湖生态资源为依托，打造
前坪龙湖生态康养旅游度假区。

发展壮大康养文旅产业
汝阳县重点发展艾灸康养、森林康

养、温泉康养、文化康养、运动康养、田
园康养、饮食康养等康养文旅产业，通
过完善康养旅游设施、丰富康养旅游产
品、繁荣康养旅游文化、提升康养旅游
服务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
样化康养和旅游休闲需求，推动康养旅

游强县建设，谱写康养旅游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

积极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在位于西泰山主峰炎黄峰东侧海

拔1300多米的香炉峰之巅，观景平台项
目正加速推进。隆冬时节，山顶环境复
杂，寒风刺骨，但映入眼帘的是紧张而
忙碌的景象：机器轰鸣，工人穿梭，货运
索道循环往复。山上建设正酣，山下施
工正忙。新打造的西泰山康养公寓已
经全面进入内部精装阶段，该项目以康
养为主题，兼具住宿、餐饮、会议、研学
等功能，共打造客房 550 间、床位 1500
个，针对不同客群需求，提供不同入住
场景。同时，该项目依托周边水系工程
建设，打造高端民宿区、综合会务区、户
外休闲区、四季亲水区，有效提升综合
品质、增加游客体验场景，推出“康养+
旅居”新场景。项目竣工后将依托西泰

山景区天然氧吧优势，与“三才艾叶”“甪里
艾”对接，充分利用汝阳丰富的艾草资源，
深入推进“艾”康养与民宿相结合，发展康
养型民宿，打造独具特色的康养旅游胜
地，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养生健康体验。

“进入冬季，西泰山景区充分利用
闭园期，上足人力物力，积极对精品旅
游线路、基础设施、服务配套设施进行
全面打造和提档升级，推出四季主题旅
游产品，努力形成康养文旅新业态、新
场景，重整旗鼓，全方位发力，明年春夏
之交，将以全新面貌和优质服务，热忱
迎接八方来客。”西泰山景区董事长于
博踌躇满志。

沿着湖边栈道前行，只见大步湾景
区内一栋栋富有乡土风情的特色民宿
正在加紧施工。付店镇依托大步湾秀
美风光，不断完善周边配套设施，打造
了大步湾露营基地，成为远近闻名的网
红打卡地。在适游季，游客们三五成

群，在青山绿水的怀抱中休徜徉休憩，
享受“偷得浮生半日闲”快乐时光，感受
生活的闲适、美好。

下一步，汝阳县将重点谋划建设西
泰山、鸡冠山、大虎岭、岘山、前坪龙湖5
个康养民宿集群，打造提升玄武庄温泉
酒店、东方观澜酒店等10家康养酒店，
创建国家 5A 级景区 1 个、4A 级景区 2
个、3A级景区7个，重点打造40个康养
旅游重点村和县城隆盛路康养文旅街
区、鬼谷子康养文旅街区、上店老街康养
文旅街区、杜康古镇康养文旅街区、小店
圣王台康养文旅街区5处康养文旅街区，
实施艾灸康养城项目，着力推进游客集
散中心、旅游驿站、旅游公厕、旅游标识
建设，全力抓好品牌创建、特色餐饮培
育、赛事活动策划、康养旅游购品开发等
10项重点工作，做大做强康养文旅产业。

着力强化各项保障措施
汝阳县成立了县康养文旅领导小

组，协调解决康养文旅产业发展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督促指导康养文旅产业高
质量发展工作任务全面落实。该县建
立上下联动、协作推进工作机制，确保
康养文旅产业发展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将康养文旅产业完成情况纳入年度综
合考评体系，健全督查考核机制。县康
养文旅领导小组办公室不定期对重点
任务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督查，按期通报
各项工作进展情况。县效能中心围绕
中心工作，对重点工作进行督促检查，
确保工作责任、工作人员、工作措施、工
作成效“四到位”。

汝阳县制定康养文旅产业发展奖
励政策，出台有利于康养旅游发展的财
政、金融、投融资、税收、土地等政策；逐
步增加康养旅游服务设施建设的资金
投入，扶持企业、社会资本等多元投
资；制定出台相关优惠政策，促进该县
康养旅游产业健康发展。

又踏层峰辟新天，更扬云帆立潮
头。汝阳县康养文旅产业的航船已经
起航，必将伴着滚滚春潮乘风破浪，成
为豫西伏牛山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助力现代化汝阳建设开启崭新篇章。

（王跃飞 丁霄毅）

汝阳县康养文旅产业扬帆起航

康养文旅劲风吹

当下，正值红薯粉条生产上市的最佳季节。汝阳县内埠镇
罗洼村的村民纷纷抢抓晴好天气，忙着加工、晾晒红薯粉条。

“汝阳红薯”是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入选国家名特优
新农产品目录。近年来，为不断延伸红薯产业链条，罗洼村
因地制宜发展红薯粉条加工，不断提升红薯附加值，带动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作为远近闻名的粉条加工专业村，罗洼村加工的红薯
粉条纯、韧、糯、筋，下锅煮不易断、不易碎，极易入味，深受
消费者青睐，产品呈现出产销两旺的态势。如今，村民把冬
闲变成了冬忙。

“我做红薯粉条20多年了，一年需要二三十万斤红薯，
能做出五六万斤粉条，自己家人忙一个冬天，大概有十几万
元收益。”红薯粉条加工大户罗改新说。

据了解，罗洼村有300多户人家，粉条加工已有几十年
的历史。凭借良好的手工技术及新引进的现代化加工设
备，该村年加工红薯超600万斤，产值1000余万元，粉条畅
销北京、上海、西安、武汉等地。 贺玉玉 潘道本 文/图

加工红薯粉条
走上致富道路

近日，在位于汝阳县上店镇布河村的洛阳市荣诚帽业
有限公司，一台台缝纫机飞快运转，多名工人正有条不紊地
在各条生产线上忙碌着。经过裁剪、剪边、拼接、缝纫、熨烫
等工序，不一会儿，一顶顶崭新的帽子就制作完成。

该公司生产有网球帽、太阳帽、棒球帽、空顶帽、渔夫
帽、双面帽等20余种帽型。由于产品品质高、品相好，订单
量一直较大，员工每天可以在车间内不限量地制作，工钱都
是计件制，多劳多得。

据公司负责人何胜杰介绍，洛阳市荣诚帽业有限公司
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外贸型企业，采用的是
订单式生产模式，产品远销英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

目前，该公司共有30多名工人，人均月工资3000元左
右，带动当地群众致富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岳甜甜）

制帽公司生产忙
带动群众奔富路

改造提升 15 条背街小巷，让城市
“有里有面”；新建、改扩建 4 所学校，
让优质均衡教育惠及每个孩子；开展
覆盖全县的 300 场文化惠民演出，让
群众生活“烟火气”更浓，更有“文化味
儿”……一个个民生期盼得到回应，一
件件民生实事落地开花，辞旧迎新之
际，宜阳县 2024 年 30 件民生实事圆满
完成，书写了一份饱含温度的民生新
答卷。

2024年，宜阳县坚持把增进民生福
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
扣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民生问题，聚焦就业、教育、医疗、养老
等重点领域，实施了助力乡村振兴、改
善群众出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城市
有机更新、城乡养老和社会事务服务能
力提升、优质均衡教育、建设健康宜阳、
公共服务社区化、“人人持证、技能洛
阳”、深化便民服务等10项30件民生实

事，推动财力向民生集中、政策向民生
倾斜、服务向民生覆盖，努力提升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持续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兴产业强
治理。该县全年投入资金 2.7 亿元以
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农
村电网升级改造为切口，结合盐镇乡、
高村镇两个万亩烟叶种植大镇（乡）优
势，新建、改造烟叶电烤房230座，助力
烟农点“绿”成“金”，乡村产业阔步前
行；推进农村生活垃圾“二次四分法”处
理，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处理行政村占比
达80%；在原有88个市县两级“美丽乡
村”的基础上，建设15个“和美乡村”，让
村村都有好风景、人人过上好光景逐步
成为现实。

持续推动城市有机更新，增颜值提
气质。全县新建3个连体公厕垃圾中转
站，新建、改建公厕5座，城区20座公厕
实现24小时开放；建设供热管网4.5公

里，新建换热站2座，新增入网面积5万
平方米，供热普及率89%；铺设天然气管
网 23.74 公里，让群众身边的“关键小
事”得到有效解决；举办全民健身赛事
活动30场，承办国家、省、市级体育赛事
20 场以上，新建社区体育公园 2 个，完
善配置绿地游园、社区、行政村、学校等
处健身器材50套。

持续扩大公共服务供给，增福祉惠
民生。在城乡养老和社会事务服务能
力提升方面，韩城镇、高村镇、樊村镇 3
个镇敬老院转型升级为区域养老服务
中心，建成下韩村、赵老屯村等16个集
中养老服务站点和 34 个村级居家助老
服务点，推广农村“集中+居家”4类养老
模式，加快构建“一中心一站两点”养老
服务体系。在优质均衡教育方面，该县
改扩建1 所寄宿制学校，新建香鹿山镇
兴业路小学等 3 所学校，让孩子在家门
口上好学，继续实施招录特岗教师计

划，继续优化教育资源布局，全年培训
教师 1.2 万人次。在深化便民服务方
面，该县打破上下班时间限制，提升

“7×24 小时自助服务区”配套建设，开
展全天候“7×24小时不打烊”服务，实现
教育、民政、住房保障等领域20项“一网
办、一次办”，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更加均等。该县持续推进“人人持证、技
能洛阳”建设，全年培训1.8万人，新增技
能人才9652人、高技能人才2752人。

办好民生实事是宜阳县对全县人
民的庄严承诺，是为民、便民、惠民的重
要举措。下一步，该县将进一步强化跟
踪督导问效，形成工作闭环，用心用情
用力把民生实事办好、把难事办成、把
好事办实。同时，该县将聚焦群众“急
难愁盼”，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做好2025
年民生实事谋划工作，让群众每年看到
新变化、得到新实惠，不断交出人民满
意的民生新答卷。 （宜宣）

宜阳县2024年30件民生实事圆满完成

办好民生实事 书写幸福答卷

近日，宜阳县韩城镇官庄村村民
在加工晾晒手工红薯粉条。该镇因地
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延长产业链条，增
加农产品附加值，线上线下同步销售，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宜宣 摄

特色产业
助农增收

冬至过后，室外天寒地冻，但宜阳县三乡镇领航者塑业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忙着赶制一批订
单产品，呈现出一派火热的生产景象。

对于家门口的这份工作，吨袋基布车间工人胡可十分
满意：“之前一直在外打工，现在家乡开了这么好一家企业，
每月能挣 5000 多元。在家附近打工，方便照顾孩子、家
庭，挺好的。”

该公司副总经理张克俭介绍，公司主要生产吨袋基布，
共有40多台圆织机、3台拉丝机，自去年8月投产以来，每
月生产吨袋基布1000吨，年产值1.2亿元，产品销往神马
集团、平煤集团等国有大型企业。

2023年以来，三乡镇积极发展吨包加工产业，先后引
进了一批吨包生产企业，形成了从原材料拉丝、织布、裁剪、
缝合、印刷等全产业链体系。目前，该镇拥有4家吨包生产
企业，每年生产吨袋基布 6000 吨、吨包 400 余万条，在拉
长产业链条的同时，为当地群众提供就业岗位近500个。

除吨包产业外，三乡镇还因地制宜，依托丰富的杨木资
源，积极发展板材加工及铅笔制造业，现有宜阳县叁肆铅笔
制造有限公司等5家铅笔成品加工企业，形成了从原木板
坯、制杆成型到成品包装的完整生产链，全镇每年生产铅笔
4亿多支，带动1000余人就业。

“农忙的时候在家种地，其他时间在公司上班，主要负
责铅笔的组装工作，比较简单，容易上手，每月都有一份固
定的收入。”该公司工人石盼盼说。

近年来，三乡镇围绕文旅康养、铅笔板材、吨包加工三
大主导产业，多措并举助推群众就近就业，依托李贺故里诗
书画研学基地和弘义悦康养老基地，安置100多人就业，大
力发展13家杨木板材加工企业、5家铅笔生产企业、1家吨
包布生产企业、4家吨包生产加工车间，让群众“挣钱顾家
两不误”，实现家门口安居乐业。

“下一步，三乡镇将通过挖掘就业岗位、开展技能培训、
扶持创业等方式，让群众把家门口的‘饭碗’端得更稳，持续
推动群众稳定增收。”该镇镇长索向阳说。

（冯荣国 周琳哲 高伟）

拉长产业链条
带动群众家门口就业

12月23日，经洛阳市政府批复，宜阳县董王庄乡撤乡
设镇揭牌。

近年来，董王庄镇积极探索实践“农康旅”融合发展模
式，依托“一心五区”乡域规划和“三大产业园”产业布局，大
力发展艾草、花椒、中药材和肉牛养殖等主导产业，先后获
得“中国·艾草之乡”“河南省中药材发展强镇”“河南省一村
一品示范乡镇”等荣誉称号。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董王庄镇将坚持规划引领，科学
制定镇域发展蓝图，明确发展定位和路径，持续推动产业升
级，打造特色产业连片集群，推动三产融合发展，注重民生
改善，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宜宣）

董王庄乡撤乡设镇

晾晒红薯粉条

西泰山杜鹃花海西泰山杜鹃花海（（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携程度假农庄携程度假农庄（（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