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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博会综述——

中部六省省长中原论剑

■ 本版组稿 本报记者 李振峰 牛付彦 杨旭 通讯员 陈静静

央视财经频道“对话”中博会6省省长，主持人

坦言6省长同时上节目，前所未有，节目规格破纪录。

每届中博会上六省省长的对话会，都是

中博会的重头戏。

以“ 持 续 转 型、协 调 发 展、促 进 崛 起”

为 主 题 的 第 八 届 中 博 会 高 峰 论 坛 在 郑 州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河南省省长谢伏瞻、

山 西 省 省 长 李 小 鹏 、安 徽 省 代 省 长 王 学

军、江 西 省 长 鹿 心 社、湖 南 省 代 省 长 杜 家

毫、湖北省副省长王君正参加了论坛。

不以GDP发展论英雄

但求质量和效益

对于国家第一季度经济增长 7.7%的数

据表现，河南省省长谢伏瞻表示，今年一季

度从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速来看，是稳中趋

缓，中 部 地 区 的 这 些 省 份 增 速 也 在 回 落。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与发展阶段的

变化有关系，过去 30 多年我们的平均增速

达到了 10%左右，过去几年特别是中部崛

起战略实施以来，中部地区保持了较高的

发展速度，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整体从高速

发展阶段转入中速发展阶段，对我们中部

各省都提出了严峻挑战。尤其是像山西、

河南都是能源原材料大省，亟须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抓住实现产业升

级的重大机遇。”他说。

谢伏瞻预计，未来 10 年或者更长一段

时间，我国经济保持 7%这样的增长速度还

是很有可能的，关键问题是能不能实现结构

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真正能够实现发

展方式的转变。“速度重要，但不是唯一。速

度可以低一些，只要我们把发展的质量和效

益提高。”他说。

无论是中部六省增速最快的安徽，还是

中 部 六 省 实 力 最 强 的 湖 南 ，省 长 们 谈 及

GDP，都把“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可持续发

展”作为本省破解发展难题的策略。

在上海工作了 34 年的湖南代省长杜家

毫仍然坚持自己的“长袖善舞”论。在他看

来，中部的交通非常方便，包括珠三角、京津

唐等产业转移向中部聚集已是必然趋势，加

上国务院非常重视中部崛起，中部必将成为

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下一步中部地区要

更多地坚持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可持续发

展，要在加快发展中实现转型升级，在转型

升级中实现加快发展。

安徽省代省长王学军认为，劳动力价

格、土地价格等主要优势是产业转移的基

础，但不完全是这些，还包括配套能力、自主

创业能力，因为一个企业到一个地方去不是

简单地搬过来，而是嫁接改造和升级。

6位省长秀出“抢商战”

台上是中部六省省长，台下观众是应邀

出席中博会的外国政府官员和驻华使节、国

际组织和友好省州代表以及港澳台地区代

表、国 内 外 知 名 企 业 负 责 人、专 家 学 者 等

1100 余人。通过六位省长的激辩，到中部哪

个省份去投资，让不少投资商作了难。

有意思的是，在谈及产业转移时，马洪

涛分别问了其他 5 位省长后，轮到山西省省

长李小鹏发言时，主持人跳过产业转移、招商

引资这个话题，直接问小鹏省长，山西省在建

设能源基地方面有何筹谋。由于没问山西产

业转移优势方面的问题，李小鹏“吃醋”了。

“刚才主持人把产业转移的‘任务’交给

了安徽、江西、湖南，我也要说说。”在“屁股

决定脑袋论”的影响下，李小鹏首先挑起了

“抢商战”。

“我们也在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优商、好

商来者不拒。”李小鹏说，“山西的优势相当

明显，首先，区位优势和其他省份一样；其

次，能源资源的优势，我们能够保证资源有

效供应；最后，还有劳动力的优势。”

不等李小鹏说完，湖北省副省长王君正

坐不住了，向台下的国内外 500 强及知名企

业投资商发出邀请：“湖北也是中部地区最

具活力、最有发展潜力的省份，湖北省也是

交通优势、区位优势、政策优势、资源优势比

较突出的省份之一，所以湖北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工作。”

“其他省长讲的那些政策我们都照办，

如果大家需要，我们可以再加一条，他们没

有的，我们积极争取。”王君正这句话把“抢

商战”推向高潮。

近日，在河南郑州会展中心举办的第 8

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上，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莅临中博会现场，与

参展企业面对面进行了交流。

近 2 万名海内外客商云集，其中不乏境

内外 500 强和知名企业负责人，更有部分国

家和地区的政要莅临。河南再次将成全球瞩

目的焦点。

本届中博会实行“1+3”办会模式，主会

场 设 在 郑 州 市，分 会 场 设 在 洛 阳 市、漯 河

市、三门峡市。主办和支持单位仍依往届

惯例，由国家商务部等八部委和中部六省

人民政府作为主办单位。国家发改委、工

信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

部、农业部、文化部、海关总署等 24 个部委

和 香 港 贸 发 局 、澳 门 贸 促 局 作 为 支 持 单

位。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河南省商务

厅和郑州、洛阳、漯河、三门峡四市人民政

府作为承办单位。

本届中博会共有 435 个项目参加此次

签约仪式，投资总额达 4469 亿元人民币，其

中合同利用外资 145 亿美元，合同利用省外

资金 3336 亿元。

今年 3 月 7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郑州

航 空 港 经 济 综 合 实 验 区 发 展 规 划

（2013-2025 年）》。这是全国首个上升为国

家战略的航空港经济发展先行区。河南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大卫认为，未来，实验

区的投资量需求比较大，预计要 1 万亿元

人民币左右。

你 想 知 道 哪 里 能 找 到 最 潮 的 食 品

吗 ？ 你 想 知 道 哪 里 能 吸 引 来 自 全 世 界 的

食品采购商吗？

目前，漯河市食品种类多达 50 多个系列

上千个品种，“漯河制造”以多元化、营养化、

品牌化风靡市场，丰富着中国人的餐桌，“中

国大厨房”已有越来越多的“漯河元素”。

荤素搭配 走向大众餐桌

5 月初，漯河人赵先生到北京的哥哥家

为父亲过 70 大寿。“俺爸打电话说喜欢吃家

乡的东西，我就像赵本山演的小品《不差

钱》一样，带着咱的双汇火腿肠、龙云无公

害蔬菜、雪健面粉……一大包荤的、素的到

了北京。”赵先生说，“结果，我在北京的双

汇专卖店和超市里也见到了漯河制造的食

品。”在父亲 70 大寿的生日宴上，儿子、儿媳

齐动手，给父亲做了一桌原料来自漯河的

大餐，父亲高兴地说：“咱漯河不愧是食品

名城，这顿饭真香！”

要让百姓吃得好、吃得全，还得发挥食

品工业的产业优势。近年来，漯河市实施了

“双汇产业化工程”，以双汇等畜产品加工企

业为龙头，通过财政贴息、金融支持等办法，

引导龙头企业在农村建基地、连农户，带动

现代种植、养殖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发

展；实施了“优质粮食种植工程”，以南街村、

雪健等粮食加工企业为龙头，通过“订单农

业”，促进企业农户实现双赢；实施了“无公

害蔬菜种植工程”，通过政策和资金扶持，引

导无公害种植基地与农户签订生产合同，统

一种植、统一技术要求、统一收购价格，形成

一体化经营。

随着“三大工程”的推进，以双汇、南街

村、北徐、龙云、小帅才、佳源、雪健等为龙

头的本土企业蒸蒸日上，不断发展壮大，成

为食品之都的中坚力量。

权威人士告诉记者，漯河市已成为亚

洲最大的肉类加工基地和全国规模较大的

粮食加工、饮料生产、果蔬加工基地，实现

了食品工业的原料基地化、产品系列化、加

工多元化、销售网络化、企业集团化。在国

家统计局统计的 22 类食品行业中，该市涉

及 18 类。

倡导绿色 做亮特色产业

不仅要吃得丰富，还要吃得健康。近

几年，绿色食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它以其绿色、健康、无污染的特点备受人

们的追捧，现在人们的餐桌上都少不了绿

色食品，吃绿色食品俨然成为一种生活新

时尚。

郾城区龙城镇孔沈邓村的孔素敏，种

植了六七百亩地的蔬菜大棚，蔬菜种类多

样，有广东菜心、生菜、韭菜、菠菜、豆角、茄

子、油麦菜、番茄等十余种。

“我种的蔬菜用的都是猪粪和鸡粪，这

些都是有机肥。”孔素敏告诉记者，这样可

以确保蔬菜绿色、无污染，保证人们健康安

全食用。“每年‘五一’之后各种蔬菜大量上

市，市民的需求量也很大，我这儿每天平均

要出 20 吨左右的蔬菜，还不包括周边地市

主动来拉的那些菜。”孔素敏说，她种植的

蔬菜主要在本地销售，外地主要销往上海

和武汉，因为蔬菜的质量高，市场销路很

好，消费者也很满意。

种植小辣椒、大蒜、芦笋等是漯河市的

传统蔬菜优势产业，5.2 万亩的中国绿色食

品原料（辣椒）标准化生产基地已获国家有

关部门批准，我市成为全国唯一一个获准

创建国家级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的省辖市。通过创建，带动了该市小辣椒

生产基地快速发展，形成了以临颍县 30 万

亩为中心的全市及周边 60 万亩小辣椒生产

基地，已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的小辣

椒生产基地；通过基地带动，使这里成为我

国 中 西 部 小 辣 椒 集 散 中 心 和 价 格 形 成 中

心。郾城区的绿色芦笋基地，通过品牌效

应，产品畅销国内外，远销欧美，供不应求，

基地面积迅速扩大到上万亩，已成为我省

最大的芦笋种植、加工出口基地。

漯河食品 从单一走向多元

在人们的印象中，说到漯河食品，首先

想到的是肉和方便面。有些外地人不知道

“漯河”在哪里，但只要一说“生产双汇火腿

肠的地方”，外地人就会恍然大悟道：“哦，

知道了！”

双汇的火腿肠、南街村的方便面的确给

漯河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

是漯河食品业绝对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百花

满园。

“亲亲”来了，“盼盼”来了，还有巧巧、雨

润、香港联泰、香港豪峰、华冠养元、福建劲牛、

雀客食品等 30多家国内知名休闲食品企业集

群入驻漯河，产品涵盖六大类 276个品种。除

了火腿肠、方便面，漯河还有了薯片、虾条、法

式小面包、巧克力棒等休闲食品，而且这些休

闲食品的生产技术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 漯 河 制 造”为 全 国 摆 出 了 一 张 大 大

的餐桌，漯河还将不断地在这个餐桌上摆

出更多更有特色的食品，继续向世人讲述

一个舌尖上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将越来

越精彩。

第 8 届中博会（三门峡分会场）、第 19 届

三门峡国际黄河旅游节暨投资贸易洽谈会

日前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行。

一年一度的中国·三门峡横渡母亲河活

动由中国三门峡国际黄河旅游节组委会、国

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游泳协

会和河南省体育局主办，由三门峡市体育局

承办，是中国（三门峡）国际黄河旅游节暨投

资贸易洽谈会的品牌活动，是全国公开水域

规模最大的横渡活动。

为进一步开发《道德经》这一世界文化宝

库中的瑰宝，灵宝市委、市政府以占地面积

5000亩，投资5.89亿元精心打造的国家AAAA

级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为核心，倾力开发由

孟村魏函谷关、关龙逄墓、函谷关夹铺、西寨村

汉王台、大王坡村天宫古寨、大王后地枣林、函

谷关石榴园、涧河水域旅游风光带、道文化养

生园、温泉度假村、老子学院等项目组成的灵

宝市函谷关文化产业园，计划总投资100亿元，

开发面积40余平方公里，目前产业园项目规划

已完成，正在面向全球招商。

今年，栾川县继续围绕“生态立县，强林

福民”战略，狠抓营造林工作、林业产业发

展、森林资源管护及特色林业建设等，高举

生态林业与民生林业两面大旗，全力打造

“多彩栾川”、“全景栾川”。

栾 川 县 位 于 豫 西 伏 牛 山 区 ，素 有“ 四

河 三 山 两 道 川 ，九 山 半 水 半 分 田 ”之 称 ，

境 内 山 川 纵 横，万 木 葱 茏 。 栾 川，因 林 而

美，栾 川 的 发 展、人 民 的 幸 福 更 与 林 业 密

切相关。

2010 年，栾川县确定了生态立县发展战

略。2011 年 1 月在栾川县县委十届七次全

体会议上，栾川县进一步明确了培育壮大绿

色产业、由“黑色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型的

发展思路。

栾川县由此揭开了围绕“生态立县，强

林福民”战略，大力实施生态建设、发展林业

经济、着力打造“全景栾川”的新篇章。

持续“生态立县”狠抓营造林工作

从 2008 年开始，栾川县先后实施了封山

育林、飞播造林、生态植被恢复、廊道绿化、退

耕还林等重大林业生态建设项目。5 年来，栾

川 县 累 计 完 成 造 林 18.47 万 亩 ，廊 道 绿 化

1254.7 公里，村庄绿化 156 个，建设苗木花卉

基地 1.36万亩，完成森林抚育和改造工程 9.65

万亩，落实森林资源管护面积 278.2 万亩。今

年，栾川营造林事业再创辉煌，完成人工造林

3.63 万亩，中幼林抚育 3.7 万亩，发展苗木花

卉、林果 2.5 万亩，投资千万元的洛栾高速绿

化工程共完成造林 8282.2 亩，栽植雪松、红

枫、蓝冰柏、金叶复叶槭等珍贵树种 20 余种、

1100 余万株，使之成为外地游客进入栾川县

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如今，栾川县林地面积 318.2 万亩，有林

地 296.6 万亩，森林覆盖率 82.4%，林木绿化

率 85.05%，居河南省第一。栾川县被誉为

“中州肺叶”和“中原天然生态园”，先后荣获

“全国绿化造林先进县”、“全国造林绿化百

佳县”、“全国天保工程建设先进县”、“全国

森林防火先进县”、“河南省林业生态县”等

荣誉 36 项（次）。去年 9 月，栾川县成为河南

省首个国家级生态县，其生态建设经验被全

省推广。

发展特色林业 打造“全景栾川”

近几年来，栾川县大力培育森林资源，

发展沟域经济，进行生态文明示范乡村建

设，建立中原珍贵彩叶树种繁育基地，打造

“多彩栾川”、“全景栾川”。

2010 年以来，栾川县先后投入 3542 万

元，完成楸树、黄连木、侧柏等珍贵树种植

苗造林 3.4 万亩，栓皮栎等珍贵树种点播造

林 3.7 万亩，五角枫、元宝枫、红豆杉、白皮

松等珍贵树种育苗 1.5 万亩，利用楸树、侧

柏、五角枫等珍贵树种通道绿化 120 公里，

四旁植树 520 万株，使栾川县的森林覆盖

率达到现在的 82.4%，位居河南省首位，走

出了一条利用珍贵树种发展林业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之路。

2013 年，栾川县政府又提出了“发展沟

域经济，建设生态文明示范乡村”的发展思

路，先后在栾川九大沟域建设油菜花庄园、

红豆杉度假区、玫瑰庄园、油葵庄园、高山

茶庄园、薰衣草庄园等，目前已建成特色生

态园区 16 个。与此同时，栾川县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开展珍贵树种进乡村活动，建设

生态文明示范乡村，洪洛河、七姑沟、倒回

沟、庄子村、刘竹村、重渡村、养子沟村等 12

个生态文明示范村（沟）已成为生态环境优

美、人文内涵丰富、基础设施完善、交通快

捷方便的休闲旅游胜地和都市型现代农业

展示窗口。

未 来 几 年 ，栾 川 县 将 继 续 打 造 宜 居、

宜业、宜游的“多彩栾川”、“全景栾川”，使

多彩森林铺满栾川大地，让美的森林环抱

栾川城乡，实现“栾川处处是风景”的宏伟

目标。

持续“生态立县”打造“全景栾川”
——栾川县林业生态建设工作纪实

漯河：一座城市的荣耀与梦想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成为热词

三门峡国际黄河旅游节闪亮登场闪亮登场

目前目前，，河南省栾川县林地面积河南省栾川县林地面积318318..22万亩万亩，，有林地有林地296296..66万亩万亩，，森林覆盖率森林覆盖率8282..44%%，，林木林木

绿化率绿化率8585..0505%%，，居全省第一居全省第一，，被誉为被誉为““中原天然生态园中原天然生态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