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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观察

一线报道

南阳发展月季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南阳发展月季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河南省南阳市把发展月季产业作为助推乡村振兴、建设现代农业强市的重要举措，推进月季国家林木种质资

源库建设，推动月季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目前，全市共有月季花卉企业及种植大户491家，省级以上龙

头企业5家；月季种植面积15.5万亩，年出圃苗木16亿株。图为在南阳市卧龙区石桥镇拍摄的南阳月季基地。

新华社记者 张浩然 摄

□ 本报记者 王 斌

5月18日，2023年“5·19中国旅游

日”暨临洮县“花开临洮·香誉世界”第七

届紫斑牡丹文化旅游系列活动之“旅游+

花木”新闻发布会、项目推介会在甘肃省

定西市临洮县举行。临洮迄今建县已有

2400多年历史，境内悠久的历史文化、

明显的区位优势、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富

的资源禀赋、广阔的投资前景等五大优

势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临洮，因洮河流经而得名，古称狄

道，位于甘肃省中部、定西市西部，地处

古“丝绸之路”要道，是一座因水而灵、

因文而兴的城市，也是黄河古文化的重

要发祥地之一，素有“彩陶之乡”“文化

县”之称，境内文化遗迹星罗棋布、自然

景观钟灵毓秀、人文传承博大精深。千

百年来，绵延百里的洮河，造就了临洮

不可复制、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和文化

底蕴。

近年来，临洮县立足新发展阶段，深

入实施“文化名县”战略，依托丰富的自

然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加大资金投入，

挖掘文化资源，改善景区基础设施条件，

开发文创产品，按照文化为主题、项目为

抓手、产业为支撑的发展模式，实施重点

文旅项目12个，总投资达28亿元，洮河

西岸文旅产业片带已初步形成。2021

年12月，临洮县成功创建为省级全域旅

游示范区，东连渭水源、南接冶力关、西

通松鸣岩、北至兴隆山的旅游廊道全面

贯通，春季踏青、夏季赏花、秋季观景、冬

季玩雪的全域旅游格局已经形成。目

前，全县现有旅游景区景点31处，其中

国家4A级景区2处，3A级旅游景区4

处，2A级旅游景区3处，A级景区在定西

全市是最多的。2022年，全县接待游客

179万人次，旅游收入8.9亿元。文化旅

游产业已成为富民强县的首位产业、朝

阳产业和支柱产业。

临洮因举世闻名的马家窑文化、寺

洼文化、辛店文化均发现于此而得名。

其境内战国秦长城、陇西李氏祖籍地、

汉代古墓群、唐代哥舒翰纪功碑、八思

巴文化等文化遗产星罗棋布，剪纸、皮

影、花儿、傩舞等民俗文化风情多样，现

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4个、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10个。

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创

造的具有文化价值的财富遗存，承载着

灿烂文明，临洮县将如何挖掘和保护好

这些历史文化资源？临洮县文体广电和

旅游局局长韩有存告诉记者，近年来，临

洮县大力实施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

用，积极做好文化资源的发掘、研究、保

护、展示、利用等工作。一是2014年至

今，对马家窑遗址、寺洼遗址、辛店遗址、

战国秦长城遗址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

所西北工作站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组成联合考古队，发掘了约4000平方米

的大量珍贵文物。二是挂牌成立了中国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西北工作站、临洮马

家窑文化研究院等2个考古技术研究机

构。三是高规格组织举办了马家窑文化

国际论坛、马家窑文化节、“早期文化交

流：路径与社会（临洮·2019）”学术研讨

会等一系列交流研讨活动。

本次推介会上，临洮县重点推介了

南屏山生态旅游景区、红旗乡村旅游景

区2个自然资源开发项目，马家窑洮砚

特色小镇、战国秦长城遗址公园2个文

化资源开发项目，熙州·明园文旅休闲

综合体建设项目1个合作运营项目。推

介会上还举行了文旅重点招商引资项

目签约仪式。

□ 龚 雯

1月 4日，长三角G60科创

走廊芜湖（上海）产业创新中心

项目土地摘牌；2月1日，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职工科创成果发

布交易中心启用；4月26日，长

三角G60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

化联盟揭牌……长三角地区正

以科创为发力点，密集对接技

术、人才、资本要素，推动“大走

廊”迸发新活力。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自

2016年在上海松江区启动建设

的1.0版，到2017年升级成为连

接沪嘉杭三地的 2.0 版，再到

2018年贯穿长三角三省一市的

3.0版，如今依托G60高速和沪苏

湖高铁等交通大动脉，串联起上

海松江，江苏苏州，浙江嘉兴、杭

州、金华、湖州和安徽宣城、芜湖、

合肥九地。

谈到这条“大走廊”，正泰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陈成剑

深有感触地说，正泰集团1984年

在温州起家，集团2003年在上海

松江投资35亿元，打造中高压电

气装备产业制造基地。此后，伴

随G60科创走廊从1.0版到 3.0

版，再到上升为长三角一体化国

家战略的重要平台，正泰电气也

迈上了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近7年来，正泰电气以上海

松江为原点，向长三角其他城市

延伸布局，营收规模增长到200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

25%。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

G60科创走廊的发展，正泰智电

港产业园区引入了一批战略性新

兴产业企业和科研机构，合计总

产值超20亿元。

自2016年至今，长三角G60

科创走廊的“含科量”不断提高：

科创板上市企业达到111家，约

占全国的1/5；高新技术企业4.42

万家，约占全国的1/8，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900余家。

走进上海科创“新地标”，

G60科创走廊规划展示馆里诸

多展品让人目不暇接：来自嘉

兴的高性能玻璃纤维、湖州的

精密轴承……处处透露着科创

的热力。

近年来，“大走廊”不断优化

工作机制，努力激发创新要素。

科技成果拍卖会成交额连续跃

升，第四届突破50亿元；以头部

企业为引领，推动九地千家企业

纳入G60科创走廊大飞机供应

商储备库；成立新材料、人工智

能等16个产业（园区）联盟，跨

省分工协同创新。

科建高分子材料（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海涛认为，得

益于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对产

业链的带动作用，该公司发展也

进入了新阶段。如今，公司正聚

焦服务“大走廊”上的汽车零部件

产业集群，希望其自主研发的产

品能有更大的用武之地。

2020年 9月在上海松江揭

牌的长三角G60金华（上海）科

创中心、人才大厦，通过在上海设

立创新“飞地”，有力促进“创新

链+产业链+资本链+人才链+服

务链”五链融合。截至目前，15

家企业入驻其研发中心，11个项

目入驻其孵化中心。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

三 年 行 动 方 案（2023- 2025

年）》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创走廊和

我国重要创新策源地，更好服

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

量发展。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联席办

副主任郭淑晴表示，长三角G60

科创走廊将对标国际一流，着眼

提升长三角地区配置全球资源能

力和辐射带动全国发展能力，激

发要素聚变、产业裂变，共建共享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科创生

态，推动“大走廊”建设取得新突

破新成效。本报讯 近日，国家林草局、农业农

村部联合印发《全国花卉业发展规划

（2022—2035年）》，提出到2035年，我国

基本实现花卉业现代化、力争花卉年销售

额超过7000亿元的目标。

我国植物种质资源丰富，花卉栽培

历史悠久，花卉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已成

为世界上最大的花卉生产国、重要花卉

贸易国和花卉消费国，但我国花卉业也

面临花卉品种创新亟待加强、花卉产品

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和挑战。

为促进花卉业高质量发展，《规划》

提出了推进花卉种业自主创新、完善花

卉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强化花卉科技创

新驱动、提升花卉质量、加快花卉产业数

字化、注重花文化引领、推动花卉消费升

级等7方面的发展战略，对全国花卉生

产和市场进行了布局。

《规划》综合国内外发展环境和我国

花卉业发展条件，明确我国花卉业发展

目标：到2025年，我国花卉种业创新体

系基本建立，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支撑

能力明显提升；到2035年，我国花卉种

质资源保护体系基本完备，产业链供应

链体系日趋完善，基本实现花卉业现代

化，主要花卉自育品种市场占有率达到

25%，力争花卉年销售额超过7000亿

元，基本建成花卉强国。

此外，《规划》还明确了强化花卉

种质资源保护体系建设、加强花卉种

业创新平台建设、推动现代花卉产业

基地建设、完善现代花卉市场网络建

设、优化现代花卉信息化体系、健全花

卉标准和质量监督体系、提升花卉职业

技能教育质量、培植花卉发展新业态、

办好重要品牌活动、加大花文化普及

推广力度、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等11项

发展重点。 （严赋憬）

□ 王劲玉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吕梁市

税务局启动“税惠氢能”专项行

动，围绕氢能产业的税费服务管

理现代化新模式在山西省吕梁市

全面落地。

氢能产业是吕梁市重要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吕梁锚

定建设北方“氢都”目标，统筹氢

能产业布局，打造了以鹏飞集团、

美锦能源为链主、“气—站—运—

车”共同发展的氢能全产业链，走

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氢能产

业路径。

吕梁市税务局聚焦服务“链

主”企业和专业镇发展，以“智税定

制”为支撑，在数据赋能、强基提

智、团队化管理等方面提供多项

专属服务，以“税动力”助力打造

氢能产业发展“新高地”。“2022

年，吕梁市减、免、退、缓各类税费

超57亿元，政策支持力度创历史

新高。今年我们将重点围绕氢能

专业镇发展，挖掘企业潜力，让企

业在税费优惠方面‘应享尽享’。”

吕梁市税务局局长王韶峰说。

山西鹏飞集团是一家以煤焦

化为支撑的民营企业，其生产过

程中产生大量焦炉煤气。为有效

解决能源浪费问题，鹏飞集团将

焦炉煤气制氢气作为转型发展的

重点产业，目前已达到年产2万

吨氢气的生产能力，产业涉及氢

能的制、储、运、加、用全产业链。

“2022年通过税费优惠节约

成本上亿元，分散在制氢端，每斤

氢气的制造成本下降了2毛钱，

发展氢能的底气更足了。”鹏飞集

团副总经理郝斌说，虽然公司的

氢能板块仍处于持续投入阶段，

但氢能发展持续向好。

发展氢能是一个战略布局，

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税费

优惠给了氢能产业良性发展的

基础。

“氢气的制、储，氢能电池、电

堆、汽车的研发都需要海量的资

金支持，持续优化的税收环境为

企业提供了大量的流动资金，缓

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2022年

研发费加计扣除6092万元、500

万以下固定资产一次性扣除

4403.06万元、留抵退税等税费

优惠总计近2亿元，今年研发费

加计扣除力度更大，还有许多优

惠正在进一步发掘。”郝斌说。

从“傻大黑粗”的煤焦产业，

到“眉清目秀”的新能源产业，氢

能正在成为吕梁市区域发展的

“新宠”。

目前，吕梁市已有2个制氢

项目全面投产，9座加氢站建成

投运，200多台氢能重卡投入运

营，每台重卡的满载运营里程达

到300多公里。依托焦炉煤气富

集、制氢成本低廉、应用场景集聚

的优势，氢能全产业链集群在吕

梁市初具规模。

“氢能产业是一片蓝海，发展

前景广阔，我们已经成立了氢能

税费服务‘税管家’，组成了多人

专业涉氢能税务服务团队，并且

将氢能企业涉税管理服务部门由

原来的多单位统一到一个单位，

进行实时税收服务，确保区域内

的所有氢能企业都能轻装上阵。”

王韶峰说。

临洮：五大优势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大走廊”
迸发科创新活力

我国力争到2035年花卉年销售额超7000亿元

吕梁“税动力”助氢能企业轻装上阵

□ 唐卫彬 王圣志 李 鹏

一朵月季联通中西，一缕艾香穿越

古今。

5月的河南省南阳市大街小巷月季

怒放，广袤田野艾草葳蕤，首届世界月

季博览会刚过，又迎来了第六届中国艾

产业发展大会。“一花一草”将这个豫西

南城市装扮得格外靓丽。

作为医圣故里，近年来，南阳市深

挖以月季、艾草为代表的本地特色资

源，在实现“绿色”跃升的同时，让这座

历史文化名城焕发出强劲发展动能。

一朵花：月季为媒联通世界

唯有此花开不厌，一年长占四时春。

5月，行走在南阳市，城区1300多

万株月季芳香四溢；长约20公里的月

季产业观光带上，从苗木到盆花再到各

种造型的月季应有尽有；南阳月季博览

园和世界月季大观园内，游人如织，

6000多个品种、约180万株月季让游

客不出园就能领略月季之美。

月季为媒，让这座内陆腹地城市与

世界紧紧相连。4月28日至5月8日，

首届世界月季博览会在南阳召开，VR

赏花、月季文化艺术展、月季专项国际

竞赛展、月季嘉年华花车巡游……应接

不暇的展会活动，让来自巴西、尼日利

亚等21个国家的商务官员、客商和国内

外游客流连忘返。

世界月季联合会主席戴安娜·冯博格

评价说，南阳不仅是中国的月季花园，更

是中国月季产业的“心脏”，世界各地的嘉

宾通过月季花会，欣赏到这座城市美丽多

姿的景色，留下了精彩而难忘的回忆。

作为“中国月季之乡”和全国最大的

月季苗木繁育基地，南阳市月季种植面积

15.5万亩，年出圃苗木16亿株，占国内市

场的80%，同时远销德国、荷兰等20多个

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占全国的70%。

近年来，南阳市统筹做好“产业、

科技、文化”大文章，推动月季产业转

型升级，在全市精心打造30条月季大

道、60 个月季游园、20 个月季社区、

100个月季庭院，并启动南阳市月季国

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建设，加快月季新

品种攻关。

短短两年内，南阳市月季产业产值

达到30亿元，较两年前增加20%；7个

月季新品种通过国家审定，全市月季花

卉企业及种植大户数量增至491家。

以花为媒、以节会友、以友兴业。

今年“五一”期间，以世界月季博览会为

契机，南阳市接待游客数量同比增长

58.98% ；旅 游 总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125.4%。同期，挖掘海内外客商资源，

南阳市签约118个招商项目，合同引资

额超过880亿元。

南阳市林科院院长安静说：“通过

产业和文化、科技融合，南阳月季以苗

木生产为主的发展模式正向月季文化

和科技相关产业转型，未来将为城市打

开更广阔的绿色发展空间。”

一棵草：“中医圣地”雏形再现

端午时节草萋萋，野艾茸茸淡着衣。

1800多年前，医圣张仲景诞生于

南阳。穿越千年，如今的南阳是全国最

大的优质艾草生产加工地。正值“宛

艾”生产高峰，南阳市宛城区茶庵乡顾

营村和北肖庄村的3000亩艾田里，新

一季艾草即将成熟。

南阳市佰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

责人李政轩说：“近两年来，企业加工能

力不仅从每年数百吨扩大到 3000 多

吨，而且建起了优质艾草基地，新种植

的宛艾5号出绒率比老品种提高了约

15个百分点。”

走进南阳市卧龙区药益宝艾草制

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浓浓的艾香

扑面而来。“两年来，公司一年一个新

台阶。”该公司负责人查洪付说，2021

年以来，公司不仅新修了艾叶仓储基地

和科研大楼，更将产品拓展到了200多

个品种，2022年销售额突破1.6亿元，

比2021年增长了一倍多。

艾草产业只是南阳中医药产业发

展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南阳市中医

药种植面积达到190万亩。其中，艾草

种植面积近30万亩，位居全国第一，全

市艾草种植加工、服务和批发零售企业

超过 5000 家，带动超过 10万艾农增

收，年产值达130亿元。

在产业发展支撑下，南阳市提出打

造“全球中医圣地”。白河之畔，2021年

启动的医圣祠文化园项目工地上，一座

座巍峨大气的汉代风格楼宇正拔地而

起。张仲景博物馆馆长刘海燕说：“项

目建成后，医圣祠园区有望成为集博物

馆、国医馆、书院和中医药文化长廊等

为一体的中医药文化传承园区。”

白桐干渠岸边，规划3000亩的张仲景

国医大学复建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教学、

科研、宿舍等一期工程即将完工。“复建

张仲景国医大学一直是南阳中医人的梦

想，该项目建成后将承担起打造中医药

高等教育创新高地的重任。”南阳市中医

药发展局二级调研员张长河说。

走进如今的医圣故里，中医元素扑

面而来。依托百余家中医院和中医类门

诊、764家中医诊所、万余名中医师资源，

南阳市推动“万名中医师家庭签约服务”

“中医药文化夜市”“中医药文化进校园”

等活动深入千家万户、大街小巷。

一座城：“绿色”跃升积蓄新动能

2014年12月，南水北调中线一期

工程顺利通水。作为渠首所在地，肩负

“一渠清水永续北送”重任的南阳步入

“绿色”跃升快车道。据统计，近年来，

南阳市培育的花、药、果、菌、茶等五大

特色产业集群效应初显，发展花卉苗木

58 万亩、中药材 190 万亩、优质水果

58.5万亩、食用菌5.1亿袋、茶叶24.5万

亩，生产规模均居河南省前三位。

同时，以国土绿化试点示范、国储林

项目建设和石漠化治理三大工程为重点，

南阳市开展大规模造林绿化。目前，全市

森林面积达到1468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到40.51%，森林蓄积量达到4083万立方

米，造林总量连年位居河南省首位。

“绿色”跃升也给这座历史文化名

城积蓄了新的发展动能。今年一季度，

南阳市生产总值增长6.5%、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6.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9.6% 、货 物 贸 易 进 出 口 同 比 增 长

68.5%，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高于

河南省平均水平，10项经济指标进入全

省前三位。

“做强生态旅游、特色农业、休闲康

养、中医药产业等特色产业，以绿色添

活力，向生态要效益，南阳将厚植绿色

发展优势，让更多‘好风景’变成‘好前

景’。”南阳市市长王智慧说。

花千树香满路：历史名城南阳的“绿色”跃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