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山区特色产业
建设豫西沟域经济示范区

“作为一种农村产业发展新形态，
沟域经济在洛阳的发展，已经展现出了
旺盛的生命力。”洛阳市农业农村局相
关负责人说，众所周知，地处豫西山区
的洛阳，地形为“五山四岭一分川”，境
内山川纵横、沟谷交错，大小沟岔不可
胜数，仅长度在1公里以上的沟谷就有
16000多条。

独特的地形地貌，使农业耕作难度
大且效益低下，但另一方面，河流纵横、
独特气候、多元的资源禀赋，也奠定了洛
阳生态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因此，如
何有效开发利用沟域资源、带动丘陵山
区群众致富，成了洛阳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征程中绕不开的重大课题。

为此从2016年开始，按照中央、省
委对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洛阳市委、市政府
结合实际，适时提出了“发展山区特色
产业，建设豫西沟域经济示范区”的发
展策略。

按照“一沟一特色、一域一亮点”思

路，经过三年多的引导和示范带动，沟域
经济示范区已成为洛阳“特色种养根基变
厚、基础设施配套完善、休闲服务增值增
效”的产业融合发展样板区，更成了农民
在家门口发家致富的希望田野。

据了解，截至2019年底，洛阳共建
成市级沟域经济示范带33个、实现年
产值23.5亿元；预计全市一产增加值完
成245.1亿元、增长3.7%，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14973元、增长9.8%，农
业农村呈现出可喜的发展局面，沟域经
济示范区已成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区和
乡村振兴的先行区。

依托樱桃种植
绘就乡村振兴新蓝图

初春的三月，站在新安县磁涧镇礼
河村的山头上，放眼望去，层层沟壑里
种满了樱桃树。每逢樱桃成熟的季节，
便吸引众多游人前来采摘游玩。

此时在河南天兴生态园里，工作人
员正在忙着给樱桃树进行拉枝、修剪。
仔细看，樱桃树已经吐出了嫩芽。河南
天兴生态园技术经理刘进喜介绍，这些

被修剪的樱桃树是去年刚栽种的，当前
正是修剪、拉枝定型的关键时节。旁边
大一点的樱桃树已经修剪完毕，树形排
列整齐，目前已进入了盛果期。

作为河南天兴生态园负责人的刘
现宽，原本在外地从事建筑行业，得知
家乡大力提倡发展沟域经济后，刘现宽
决心返乡创业，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如
今生态园共流转土地2800余亩，以大
粒樱桃等特色种植为主导，同步发展有
农业观光、休闲采摘、农家宾馆、运动健
身、颐老养老等项目，已成为一个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的综合性生态园。先
后通过土地流转、安排就业、发展电商
平台以及推广农民田间学校培育模式
等方式，带动全镇1000余户贫困户发
展大粒樱桃种植5000余亩，使村民通
过樱桃种植脱贫致富。

而这仅仅是新安县沟域经济发展
的一个缩影，樱桃种植在新安县已有两
千年的种植历史。以樱桃产业为依托，
结合地域特点，该县把磁涧镇、五头镇、
仓头镇等三镇共24个行政村，规划成
了樱桃谷沟域生态经济示范带。如今
山沟里赏樱花、摘樱桃、品农家美食、住
民宿，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逐渐显现。

通过发展沟域经济，近年来新安县
先后辐射带动2426户贫困户发展致
富，年户均增收6000元以上，同时借助
沟域经济发展载体，不断盘活各种资
源，带动群众实现多渠道增收，绘就了
一幅乡村振兴的新蓝图。

昔日荒山沟变身
沟域经济示范产业带

位于孟津县会盟镇小集村，洛阳天
下秀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肉牛养殖基地的
一个牛舍里，上百头牛正在吃着饲料，王
小霞来回转着不停地添加饲料。

王小霞原是小集村的贫困户，如
今在天下秀肉牛养殖基地打工。“主要
就是给牛添加饲料，一天四五个小时，
工作也不累还不耽误照顾家里，每个
月能有1800元收入。”王小霞说，通过
打工她们家已经在 2018 年实现了脱
贫摘帽。

20多座现代化牛舍依地势而建，分
散在数道山沟里，山沟也犹如一道天然
屏障围护着饲养基地。这些地方原本
是毫无利用价值的荒山沟，洛阳天下秀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将荒山沟进行平整
后，建起了肉牛养殖基地。如今已发展
成为豫西地区规模最大的肉牛养殖场
之一，年出栏量达8000多头。在肉牛
养殖项目带动下，附近村民和贫困户通
过入股分红、进厂务工等方式，纷纷实
现了增收致富。

据养殖基地负责人兰应水介绍，他
们还流转了2000亩土地种植青储玉
米，这些青储玉米打成饲料以后喂牛，

喂牛产生的粪便通过处理，产生沼气发
电可供饲养基地自用，沼渣和沼液则被
用到流转土地里当做肥料，走上了一条
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发展道路，也让
昔日的荒山沟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天下秀肉牛养殖基地所在的同盟山
沟域经济带，是孟津县2017年重点培育
打造的沟域经济之一，位于会盟镇小集
村、铁炉村、台荫村、李庄村等4个村庄，
沟域长度4公里，包括天下秀肉牛养殖基
地、洛阳银滩农业生态休闲观光园、孟苑
山种植专业合作社万亩贡梨等。据了解，
2019年共接待游客120万人次，沟域内
综合产值达3.5亿元，作为一种农村产业
发展的新业态，沟域经济已成为当地乡村
振兴和脱贫攻坚的主要抓手。

小小皂角刺
成当地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

嵩县九皋镇北部的鹤鸣皂角岭沟
域经济示范带，是洛阳市首批确定的市
级沟域经济示范带之一，总长度12公
里，面积21平方公里，沟域内已初步形
成了集皂角育苗、种植、管理、购销、深
加工为一体的产业链条。

素有“中国皂角之乡”美誉的九皋
镇，近年来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全镇皂
角种植面积达30000亩，共有皂角刺育
苗、种植、购销专业合作社18家，从事
皂角树种植和产品购销的农民更是多
达数万人。

为了进一步扩大规模提升效益，九
皋镇先后在沟域经济示范带内引进河
南豫博药业科技有限公司，加工皂角刺
等中药材，投资2000余万元建成皂角
刺中药材交易市场，并组织天丁药业公
司进驻园区。

在产业园区的一间加工厂房内，七八
个农民正围坐在一起剪皂角刺，这些皂角
刺被剪碎后还要经过筛子、风机筛选后，才
能打包成袋。今年65岁的陈黑蛋是九皋
村人，以前种小麦玉米，天旱时收上来的粮
食本钱都顾不住，后来随着种植业结构调
整，因地制宜种上了皂角树。

“现在一亩地的收益有好几千块
钱，可要比以前种粮食高太多了。”陈黑
蛋一边剪皂角刺一边笑着说。如今他
还在合作社剪皂角刺，忙的时候一天能
收入100多元，日子越来越好。

鹤鸣皂角岭沟域由于其一沟跨三
县特殊地理位置，加之沟域内开发的

“石头部落”景区、河南豫博药业皂角刺
深加工企业带动，如今，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的业态已逐渐形成，社会效益也
已初步显现。截至目前，沟域内两个贫
困村已全部脱贫，通过发展深山区独具
特色的绿色沟域经济示范带，不仅为脱
贫攻坚提供了强力支撑，也为乡村振兴
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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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沟域经济
引领洛阳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新模式

2月19日，省委书记王国生在洛阳调研时指出，近年来洛阳积极发展沟域经济，为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注
入了新动力。要认真总结好的做法经验，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提升脱贫成果，探索走出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因地制宜发展沟域经济，是洛阳市委、市政府做出的重要工作部署，它既是今后一个时期全市农业农村工作
的一个重要抓手，更是加速乡村振兴、助力脱贫攻坚的一项长期民生工程。即日起，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联合洛阳
市农业农村局推出《沟域经济看洛阳》系列报道，总结沟域经济典型经验，助力全市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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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津同盟山沟域经济示范区(资料图片）

沿沟而建的天下秀肉牛养殖基地

初春时节，新安县磁涧镇樱桃
沟，漫山的樱桃树争先恐后地吐着
嫩芽；孟津同盟山沟域经济带，万亩
梨花正含苞待放；位于嵩县的鹤鸣
皂角岭沟域经济带，集皂角育苗、种
植、深加工为一体的产业链条初显
成效……作为一种农村产业发展的
新业态，沟域经济不仅呈现出了可
喜的发展局面，同时也绘就了一条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张超飞
通讯员 王勇/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