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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沿

黄河各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宜水则

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则农，

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积极探索富有

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作为

黄河流域重要节点城市，河南省洛阳

市位于豫西地区与东秦岭褶皱系，市

内约86.2%为山区丘陵，境内大小沟

（岔）数十万条，沟域面积约3200平方

公里，涵盖60%的乡镇和20%的贫困

人口。针对沟域生态脆弱、土地贫瘠、

交通不便、产业落后、贫困发生率高

等瓶颈制约，洛阳市深入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基于自身生态基因和生态

功能定位，创造性提出了“发展山区

特色产业，建设豫西沟域经济示范区”

重大专项，以沟域支撑流域，将发展

沟域经济放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的大局中统筹推进，带动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发展。

制度先行  找准财政杠杆发力点

走进新安县黄河神仙湾沟域经济

示范区，只见一块块梯田里，苹果树、

樱桃树、冬桃树郁郁葱葱、蓬勃生长，

绵延的黄河水在群山沟壑间迂回流

淌，形成一个个美丽的水湾。此情此

景，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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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土坡。

黄河神仙湾沟域经济示范区所在

的石井镇是新安县最偏远的镇，镇域

内96.2%的土地为山地和丘陵，贫困

村数、贫困户数占到新安县总数的近

1/5。经过近年来山、水、林、田、路、

村和产业整体开发，这条昔日的荒山

沟破茧成为以特色种植业、休闲农业、

设施农业、乡村旅游为主导产业的沟

域经济示范区。目前新安县共有12个

生态沟域经济示范带，覆盖11个镇

127个行政村24.9万人，年综合收益

达20亿元以上。 

“沟域经济就是以山区自然沟域

为单元，充分发掘沟域范围内自然景

观、历史文化、特色产业等资源，对

山、水、林、田、路、村和产业发展进

行整体规划、统一打造，力求实现富

裕山区农民、城乡统筹发展、生态文

明建设的有机统一。”洛阳市财政局党

组书记、局长王国辉告诉记者，“在推

动沟域经济发展进程中，洛阳市财政

部门紧扣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将发

展沟域经济作为丘陵山区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建立起一套适

应沟域经济发展的财政投入保障机

制。通过持续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

构，着力提高财政涉农资金配置和管

理效率，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两方面

力量作用，调动市场、社会协同发力，

逐步走出一条富有洛阳特色的财政支

持乡村振兴之路。”

资金未动，制度先行。在沟域经

济建设起步之初，洛阳市财政局就会

同市农业农村局制定印发了《洛阳市

市级沟域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从资金分配拨付、资金使用范

围、资金使用及项目管理、责任追究

等方面对专项资金进行规范。坚持精

准发力，聚焦沟域经济发展关键领域，

重点支持沟域经济规划编制、公共基

础设施、公益性服务设施、生态修复

项目、文化遗迹保护修缮、提升性项

目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加工项

目等，提高资金使用的针对性、安全

性和有效性。通过建章立制，扎紧扎

实制度的“笼子”，切实规范财政资金

管理，发挥财政资金的最大效益。

沟域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因地制

宜、特色发展。洛阳市坚持“一沟一产

业、一域一特色”，做好产业、特色、

生态、融合“四篇文章”。按照沟域经

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市级财政

专项资金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对纳

入年度建设规划的沟域给予普惠性支

持，原则上占比不超过专项资金总额

的80%；二是采取“以奖代补”方式，

根据年度考核情况，以县为单位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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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沟域经济发展成效显著的给予奖励

性支持。采用精细化、差别化的财政

管理，结合每个沟域自然条件和产业

基础，因地制宜，宜工则工、宜农则

农、宜游则游，重点区分奖惩标准和

奖惩力度，建立更加精准、有针对性

的激励约束机制。

科学统筹  新思路破解老难题

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

亚说，大力发展沟域经济是洛阳遵循

规律、因地制宜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举措和实际行动。

要实现沟域经济大发展，补上山

沟沟里的“短板”是关键。洛阳财政将

发展沟域经济与加强山区基础设施建

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一体谋划、统

筹推进。自2016年以来，财政资金投

入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市县财政累

计投入31.51亿元，着力于推进普惠

性、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把基础设

施提升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相结合，

持续抓好“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

重点做好垃圾处理、污水治理、“厕所

革命”、村庄绿化、村容村貌提升等工

作，改善沟域及周边村庄人居环境，

促进农村环境质量整体提升。

为激发县级政府主动性和活力，

按照《洛阳市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

整合长效机制实施方案》，洛阳财政在

沟域经济建设项目上深入推进涉农领

域“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依法依规推

动市级审批权下放，赋予县级政府必

要的统筹涉农资金的自主权，激励县

级政府积极主动作为。市级在分配资

金时，加强沟域经济奖补资金分配与

任务清单的衔接匹配，确保资金投入

与任务相统一。以沟域经济奖补资金

大专项为单位，实现涉农资金和任务

清单集中同步下达，在保证考核指标

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县级政府工作积

极性。

栽好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各级

财政资金的持续稳定投入，为社会资

金投入吃了定心丸。洛阳市县两级财

政在持续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还采

取了降低投资门槛、金融倾斜、大力

宣传推介、做好配套服务等各项措施，

不断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沟域经济

建设。新安县财政每年拿出3000万元

对发展成效显著的沟域经济项目给予

奖补，先后整合各类资金3.7亿元、贷

款融资5.9亿元、投放小额创业贷款

3.5亿元、吸纳社会资本12.5亿元向沟

域经济项目倾斜。截至2020年8月底，

全市各类社会资本共计投入63.14亿

元用于发展与沟域经济相关的文旅、

餐饮、民宿等各类产业。全市创建A

级乡村旅游景区22家，休闲农业项目

3618家，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吸

纳了农村闲散劳动力，实现了家门口

就业，加快了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步伐。

经过五年的探索，洛阳逐渐建立

起以财政资金为引导、社会资本为主

体，整合生态造林、小流域治理、美丽

乡村建设等政策资金的多元化投融资

模式。市县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

通过农发行、国开行等政策性银行融

资贷款，整合“三农”项目资金等方

式，打捆用于沟域经济发展。截至目

前，全市共打造了53个包含“沟谷文

旅业、半坡林果业、山顶生态林”的全

景化立体式沟域经济带（区），为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及推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探索了路子、夯实

了根基、提供了示范。

生态富民  发挥财政职能助力乡村

振兴

荒山增绿，群众增收。洛阳市财

政局始终坚持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

共赢的投入理念，守住生态底线，以

农民参与、农民受益作为发展沟域经

济出发点，通过完善参与机制、利益

联结机制和就业创业支持机制，充分

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探索走

出一条生态良好、沟域繁荣、农民富

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截至今年8月

底，全市共筹措各类扶贫资金133.73

亿元挖掘沟域资源禀赋、发展带贫产

业， 41个市级沟域经济示范带共带动

8.6万贫困人口稳定增收。如今，全市

5个国家级贫困县、1个省级贫困县已

全部顺利实现脱贫摘帽。其中国家级

贫困县栾川县大抓沟域经济，成功打

造 5 个市级沟域经济示范区和 6 个县

级沟域经济示范区，同步实施 150 余

个美丽乡村改造项目，沟域年产值达 

23 亿元，辐射带动 4.6 万人增收致富，

全县213 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

超过5万元，57%的村在10万元以上。

新安樱桃谷、洛宁苹果谷、孟津

图河谷的特色林果业，栾川伊源康养

谷、新安黄河神仙湾、嵩县龙潭沟的

乡村旅游，宜阳香鹿山谷、洛宁玄泸

河小镇伊滨倒盏村的民族文化……五

年来，洛阳财政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

用，不断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提高财政涉农资金配置和管理的效

率，扎实推动沟域经济发展。在沟域

经济带动下，越来越多名不见经传的

荒山沟发生着由表及里的深刻变化，

特色产业替代了传统种植，绿水青山

替代了荒山荒滩，条条绿谷替代了流

域治理的贫瘠，旅游小镇替代了贫困

山村，伏牛山区披上了绿装，黄河流

域一片生机盎然。

沟域经济的星星之火在河洛大地

上渐已燎原，在探索山区农业高质量

发展推动乡村振兴之路上坚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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