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强县给我们哪些启示
专家聚首栾川论道县域旅游

一种现象：

政府主导发展“大旅游”

本次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

院旅游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德

谦深入解读了“栾川模式”。２０００
年至今，该县旅游业实现了从无

到有、从小变大、从弱变强，带动

了全县经济发展。２００６年，全县接
待游客 ４４０．１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１３．５５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２３％、
２９％，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
税收达 ６７００万元，相当于该县
２００３年财政收入总和。综合经济
实力也由 ２００３年的全省第 ３６位
上升至２００５年的第８位。

栾川发展旅游模式被专家们

概括为“党政主导、部门联动、市场

化运作、产业化发展”。其实，在多

个“中国旅游强县”中，都能看到政

府主导发展旅游的身影。山东长岛

县成立由县长任主任、３０多个部
门参与的旅游管理委员会。２００６
年，该县城乡居民人均储蓄 ２．５万

元，列全国１６个海岛县之首。

一个思考：
工业强县后的产业转型

郑州拥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

源，巩义、登封等多个县（市）在工

业强市后正面临产业结构调整，

究竟该如何实现转型？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

经济研究所旅游中心主任石培华

博士分析说，郑州地处中原腹地，

黄帝、杜甫、潘安等历史名人层出

不穷，如果相关县（市）能依托文化

特色打出旅游牌，通过“文化复兴、

旅游景区、会展商务”这“三驾马

车”的拉动，将实现从旅游资源大

市向旅游经济强市的转变。他建

议有关县（市）在产业转型过程中，

应注重用 “绿色理念支撑绿色产

业，用绿色产业造就绿色未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

员刘峰认为，目前，消费结构转型

升级、长假调整、自驾游及旅游地

产火爆等都将给县（市）休闲旅游

业发展带来全新机遇。只要抓住

“审美、愉悦、健康、文化、求知”等

消费需求，打造出“有看头、有住

头、有玩头、有吃头、有花头、有学

头”的一流休闲度假空间，就不愁

没有市场。旅游经济是特色经济，

政府在发展旅游业过程中，无形

中就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

本报记者 成 燕

为看病“一口价”叫好
贵报 １２月 １１日头版头题刊发了 ３９家医院看病

“一口价”的报道，对群众来说是件大好事。长期以来，

看病难、看病贵是百姓的一大负担，党和政府不断加大

医药行业改革力度，这是对民生的一项重大改善。希望

这３９家医院能切实履行好“一口价”承诺，让患者真正
感受到政府的温暖。 读者 张利强

增强市民“护宝”意识
看了 １２月 １２日日报第 １３版《“国家宝藏”：观众

热情带来隐忧》一文，我认为记者通过这样一种视角报

道问题，是极具社会责任感的。市民读了这篇报道，再

去参观文物时，一定会树立起保护文物的意识。

读者 小 楷

图片少 美中不足
日报１２月１３日 ２版《郑州 ５年建成 ３０分钟交通

圈》的报道，以总规划、快速路、主干线、次干路、地铁、

公交线建设内容来分层，让读者一目了然。美中不足的

是，报道中的示意图里只有地铁线路，如果再有立交

桥、公交等重要规划就更好了，也和主标题更相符。希

望日报今后有更多图文并茂的报道。 读者 小 贾

标题好 夺人耳目
日报１２月１１日３版的两篇报道 《禽流感病例人

传人？非也！》、《明年无春不宜嫁娶？荒唐！》，标题给

人一种视觉冲击力，观点不言自明。两篇文章相邻放

置，体现出编辑在版式安排上的独具匠心。

读者 小 赵

配图表 方便阅读
当今报业已进入“读图时代”，新闻中适当地配以

图片有助于迅速直观地传递信息。例如，有些新闻含有

大量数字，用统计图的形式就可避免枯燥。版面还可结

合文章配上漫画，这样不仅可以丰富版式，还能使读者

轻松阅读，快乐思考。 读者 闫 开

读者何先生发邮件问：１２月 １０日第 ２版 《４小时
强拆违建房３６０００平方米》文中，“卫片监测”是何意？

编辑回复：

“卫片”指的是利用卫星遥感监测技术对土地利用

变化情况进行监测形成的照片。通过卫片能直观地反

映土地用途的变化。

１２月 ４日第 ７版《〈果实累累〉喜送京城》一文中
称，“据了解，在我省被人民大会堂收藏的国画作品还

属首幅”，这个说法不确切。此前，早有我省著名画家谢

瑞阶的国画 《大河上下 浩浩长春》被人民大会堂收

藏，悬挂在接待大厅。

１２月 １１日第 １０版《印度泰姬陵：一颗爱的泪珠》
文中，“莫卧尔王朝”的译音汉字应该统一。同一篇文章

中，出现了“莫卧尔王朝”和“莫卧儿王朝”。

１２月 １２日第 １１版《专家热评 ２００７中原楼市》文
中，小标题“金融调空符合国情”中“金融调空”应为“金

融调控”。

１２月 １２日第 １３版《“国家宝藏”：观众热情带来
隐忧》文中，“只设立了隔离线，连护栏都没有，个别人

甚至从护栏下面钻过去。”究竟有无护栏？

读者 辛 言 范 明

本栏编辑 雷 静 刘 克

编辑 马艺波 李鲁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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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冬季退役士兵安置工作已经结束，市
区极个别未办理安置手续的退役士兵限 １２月
３１日前办理手续，逾期将按有关规定不再安排
工作，不享受自谋职业待遇，不发放生活补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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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生态养殖遍地开花

牛粪比养牛更有“赚头”
本报讯 （记者 刘俊礼 通讯员 鲍慧

霞）坐落在黄河滩区的郑州天园农业生态

循环公司主导产业是黄牛养殖，如今已有

１０００头的规模。除了养牛，这家公司的生
产项目还有十几种，不过这些项目都和牛

粪有关，牛粪在公司成了宝贵资源。

“这是一座容量 ５００立方米的大型沼
气池，每天可以产生３２０立方米沼气，每年
可以消化掉 ９００吨牛粪、１５００吨牛尿和污
水。”指着新建的沼气池，郑州天园农业生

态循环公司经理王水章说，公司的发展，它

可功不可没。

沼气的用途可不止生火做饭，该公司

配备了沼气发电机，把沼气转化成动力电

用于企业生产，仅电费每年就可节约 ２０
多万元。沼液、沼渣被用来喂鱼、种植蔬

菜、浇灌果木。王水章说，这种方法养出的

鱼个头大，检测结果表明还富含营养。牛

粪发酵后形成的肥料经无公害处理后，供

应农业生产，种出的瓜果蔬菜将是绿色食

品。牛粪还被当作种植蘑菇和饲养蚯蚓的

原料，蚯蚓用来养鱼和鸡，散养鸡的粪便

又成为林木成长的最好肥料。该公司由牛

粪带起来的十多个链条产生的效益几乎

超过了养牛的利润。

随着养殖业的发展，以畜禽养殖为主

的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污染大户。据有关

部门统计，目前全市共建立猪、牛、羊、鸡等

各类畜牧养殖小区千余个，每年至少产生

粪便１０００万吨，绝大多数粪便没有被合理
利用，随着河流进入城市，对城市环境造成

了污染。为此，市畜牧局大力推广“猪沼菜

（林果）”等生态养殖模式，综合利用畜禽粪

便和污水，大力发展循环型农业，改善养殖

生态环境，提高养殖综合效益。

据市畜牧局局长蔡仲友介绍，目前，

全市规模以上养殖企业 １５００多个，６０多
个养殖场建设了大型沼气池，用沼气做

饭、照明、取暖，用沼液浇灌蔬菜、果树等，

实现了粪便的综合利用，保护了环境。

贯彻十七大精神

推进跨越式发展

读编互
动 

本月初，国家旅游局首

次命名河南栾川县、四川九

寨沟县、山东长岛县等 １７
个县为“中国旅游强县”。１２
月 １５日至 １６日，国家旅游
局、国家发改委、中国社科

院等部门专家与 “旅游强

县”相关负责人首次聚首栾

川举行全国县域旅游经济

论坛，就如何发展县域旅游

经济深入探讨。

屠宰畜禽要用“安乐死”
中国人道屠宰计划启动
河南为全国惟一试点省

本报讯 （记者 侯爱敏）

从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开

始，人和动物之间就形成了

食物链的关系，人类食用某

些动物，似乎是天经地义的

事。然而，随着社会文明的进

步，善待动物的观念深入人

心，一种新的理念———对动

物进行人道屠宰的倡议被提

了出来，并开始在世界上一

些地方实施。昨日，“中国人

道屠宰计划”在郑州启动。

据了解，人道屠宰的最

基本要求是，在宰杀动物

时，必须先将动物致昏，使

其失去痛觉，再予放血，使

其死亡。实行人道屠宰，一

是可以减少畜禽在被宰杀

时的恐惧、焦虑等应激反

应，提高肉品品质；二是为

屠宰工人创造更安全、更好

的工作环境；三是顺应国际

惯例，体现社会文明程度。

昨日启动的“中国人道

屠宰计划”由世界保护动物

协会和北京朝阳安华动物

产品安全研究所联合发起。

据悉，河南作为全国惟一的

试点省，将率先推进该计

划。明年起，我省将对屠宰

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及操作

工人进行培训。

失地老人生活无忧
本报讯 （记者 陈锋

李利强 通讯员 李好利

文／图）昨日，高新区沟赵
办事处贾庄村的杨凤英老

人高兴地领到了 １５公斤
面、５公斤米、１．８升食用
油。和杨凤英一样，该区

２７２７名失地老人近两天
都领到了米面油。

为确保辖区失地老年

人生活无忧，高新区建立

了养老生活补贴制度，每

人每月补贴 １５公斤面粉、
５公斤米和 １．８升食用油。
连日来，该区对补贴的第

一批生活用品进行了集中

发放。以后，失地老年人可

以按时到指定地方领取生

活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