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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韩铁栓 通讯员 黄伟伟

偃师市是我市经济发展的排
头兵，制鞋、针织、摩托车、电线电
缆等产业远近闻名。民间曾有传
言：全国每3辆三轮摩托车、每3
双布鞋或胶鞋中，就有1辆或1双
产自偃师。

而现在，处于传统产业优势
逐步丧失、新型战略产业还在培
育的转型期，特别是处在郑洛产
业走廊之间，面对迅速崛起的郑
东新区和洛阳新区，偃师在进行
着怎样的“华丽转身”？

搬新家，走新路，不出远门也致富
三大工程助推偃师“华丽转身”，也让乡亲们尝到了甜头

为进一步深入学习宣传党的十八大精神，报道我市各县（市）、区和各
市直单位、基层部门、基层社区贯彻十八大精神的情况，市委宣传部组织
市属新闻媒体展开集中采访。今起，本报开设“统筹提升六加一攻坚战
贯彻十八大精神在基层”专栏，敬请关注。

【产业转型】
让农民住进新家，还在家门口挣钱

12月4日，风很大，偃师市高龙镇高崖村
的村民王超老早就起来了——他和同村的贾
灵学约好了，要去看看自家在绿景新型农村
社区的新居。在那儿，他们两家住对门儿。

王超的新居位于绿景社区7号楼301室，
三室两厅，面积121平方米。“7号楼一共有6

层，上次来看还只盖到4层，现在你看都快封
顶了。”王超说。

“巡视”完新居，王超打开了话匣子。他
说，这新居是村里实行土地流转后他用六七
年前自家盖的房子置换过来的，一家4口人，
足够住。他表示，之前他家有3口人在外地
打工，每到春播秋收时节，还得萦记着家里的
4亩多地，来回跑，挣的钱都花在路上了。土
地流转出去后，他们一来不用再操这份心，二
来新居环境很好，有广场绿地，还有人工湖，
他觉得很满足。

王超说，迁入新居后，他就不打算再外出
打工了，因为他们流转出去的地，现在要发展
成万亩葡萄园和家具生产厂。在家门口上
班，他每个月能挣2000多元钱，比在外面打
工强。另外，对流转出去的地，政府还会按每
年每亩地“双千斤”（夏、秋各一季）的产量，对
照粮食的市场价给他们补偿。

在绿景新型农村社区（一期），像王超这
样通过土地流转和老房置换获得新居的共
有1000多户，而偃师市已规划了29个这样
的社区。

“通过加快流转，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
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节约出来的土地用于产
业结构调整，不仅有利于集中发展优势产业
和新兴产业，还能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实
惠。”高龙镇党委副书记张朝君说。

【经济转型】
镇上有一多半人成了摩托车行家

三轮摩托车一直是偃师市岳滩镇的主导
产业。在岳滩，无论是谁，谈起摩托车来，都
能给你白话一番。

今年27岁的李玉涛是岳滩镇黄大王庙
村人，之前自己在家做加工三轮摩托车靠垫
的生意。去年，他到偃师市摩托车工业园里
的洛阳大运三轮摩托车有限公司当了一名质
检员。他说，到公司来，就是想再学习学习有
关摩托车维修方面的技术，因为进驻工业园
的，都是全国排前10名的大公司，“像大运，
还是和广州合资的，技术特好”。

李玉涛说，他现在每天平均能检修、调试
三轮摩托车40台，每月挣两千六七百元。他
们村和附近许多村子的年轻人，现在也都在
类似的厂里上班。

大运三轮摩托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新
国介绍，自去年公司迁入新建成的工业园后，
他们的业务一直不错，今年已生产12万辆三
轮摩托车，“现在组装一台整车只需82秒”。
实行产业集聚，不仅能促进企业间的竞争和
技术创新，加快经济转型，而且能带动相关产
业的发展。

“岳滩镇现在约有4万人，从事三轮摩托

车及其配件生产的要占一半还多。集聚出品
牌，也增效益。”王新国说。

【城建转型】
以后去洛阳，四条大道想走哪条走哪条

城建转型也是偃师市三大转型工程之一。
12月4日，在偃师市首阳新区浙江大厦

建设工地，记者看到，大厦地基正在逐段进行
水泥浇铸，大厦工地前通往洛河堤的府佑街
正在处理路面。

偃师市首阳新区开发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高晓伟说，自今年6月建设项目全面启动以
来，目前已开工建设包括医院、社区在内的12
个项目，明年还将谋划建设17个，包括景观
水系和市民广场、公园等。“按照规划，我们要
力争用3至5年时间完成所有城市基础设施
和公共设施建设，最终将首阳新区打造成以
林围城、以绿养城、以山护城的现代田园新
城。”他说。

首阳山镇前纸庄村的鲁凯旋最关心的是
洛偃一体化建设。得知310国道偃师段即将
扩宽改造，夹河快速通道（和市区古城路对接）
年前要完成通车，中州大道（和市区中州东路
对接）正在抓紧建设，他显得格外高兴：“加上
现在已建成的洛偃快速通道，偃师有4条大路
和洛阳连起来了，以后想走哪条走哪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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