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市牡丹增植任务
及完成情况一览

责任方 任务数量 完成数量
涧西区涧西区
西工区西工区
老城区老城区
瀍河回族区瀍河回族区
洛龙区洛龙区
高新区高新区
龙门石窟园区管委会龙门石窟园区管委会
伊滨区伊滨区
吉利区吉利区
市园林局市园林局
市交通局市交通局

1万株
1万株
6000株
6000株
1万株
6000株
3000株
1万株
6000株
17万株
1.3万株

1.2万株
1.1万株
6200株
6800株
1.08万株
6200株
3580株
1.07万株
9000株
175700株
50005000株株
((剩余剩余 80008000 株株
预计年底前全预计年底前全
部完成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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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读者：由于来稿量巨大，本报对所有形式的来稿均不保存，请赐稿者自行保留底稿，敬请谅解。 本报编辑部

明年满城牡丹芳 赏得尽兴带得回

□记者 谢磊 通讯员 韩孟伟

如果您这两天驾车经过龙
门大道的话，会发现不少园林工
人在道路两侧的绿化带里忙活
着。他们在干什么呢？答案是
种植牡丹！

昨日，记者从市牡丹办获悉，
截至目前，我市各城区今年新增
植牡丹25.7万株，已超额完成25
万株的年度任务，全年有望增植
牡丹超过27万株。明年春天，“满
城尽是牡丹花”的美景将如约出
现在市民眼前。

概况：城市区全年增
植牡丹预计超27万株

此次增植牡丹任务涉及全市
各城市区及部分单位，增植任务
及完成情况详见右表。

此外，作为城市主干道和景
观大道，完成全面提升改造的龙
门大道今年计划新增植牡丹1万
株。目前，这项单列增植任务正
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预计本月底
前可全部完成。

根据统计，城市区全年增植
牡丹预计将超过27万株。

据市牡丹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些牡丹主要被安排在各城市区
的社区、街心花园、广场以及城市
主次干道绿化带内。除此之外，为
了突出牡丹元素应用，使来洛游客
一进入市区就能一睹国色天香的
牡丹，我市积极协调，在城市区各
高速公路收费站处种植牡丹。目

前，该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

品种：洛阳红、葛巾
紫、乌龙捧盛“领衔”

众所周知，我市目前拥有近
2000个牡丹品种。市牡丹办相关
负责人表示，我市此次增植的牡

丹，主要以洛阳红、葛巾紫和乌龙
捧盛等常见品种为主。

增植数量这么大，为何不选取
一些难得一见的珍稀品种呢？对
此，该负责人表示，珍稀品种的牡
丹多在市内各大专业牡丹观赏园
内种植，它们大多“身子娇贵”，种
植、养护等环节都需要专业技术人

员精心养护，对生长环境也有更高
要求，如果种植于城市区公共地
带，综合成本较大且不适于管理和
维护。现阶段，珍稀牡丹品种走进
大街小巷并不现实。

据悉，今年增植的牡丹涉及
早开、中开、晚开等品种，能够保
证道路绿化带中的牡丹从4月初
开至4月中下旬。

特点：增植质量逐年
提高，国花还需绿叶配

据了解，从相关部门日前检
查情况来看，今年在招标、种植、
养护等多个环节，多数责任单位
实行全程监管，无论是苗木质量
还是种植质量，今年城区新增植
牡丹的质量普遍比去年更好。

不容忽视的是，尽管没有发
生大面积毁坏草坪改种牡丹的现
象，但牡丹单独种植面积过大、没
能与其他花卉合理搭配、影响绿
化和观赏效果等问题仍部分存
在。为此，市委农工委提出，明年
开春后，在牡丹种植区域内，有关
责任单位要套种月季、刺玫、百日
红、小叶女贞或红叶石楠等花卉
苗木，拉长观赏花期，提升城市整
体绿化、观赏效果。

加上去年的53.7万株牡丹，
我市仅用两年时间，共在城市区
增植牡丹80万株，已提前基本实
现《洛阳城区增植牡丹和牡丹元
素符号应用工作三年规划实施方
案》中提出的“三年内城市区增植
牡丹80万株”的目标。

□记者 韩铁栓

牡丹茶、牡丹精油、牡丹书
画、牡丹瓷……这些独具特色的
牡丹产品或工艺品，是咱洛阳人
引以为荣的宝贝。但不少来洛
的游客，临走时不知道该到哪里
去买。

昨日召开的市政府常务会议
原则通过《关于支持洛阳牡丹特
产专卖场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意见》提出，明年牡丹
文化节前，我市将开设牡丹特产
专营店（柜），集中销售牡丹系列
产品。

【计划】
冲出洛阳，走向全国

《意见》提出，明年春节前，我
市将采取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
模式，在城市区筹建1个牡丹特产
专卖中心店（旗舰店）、3到5个牡
丹特产连锁店（形象店）及若干个
连锁销售专柜，明年3月底前开始
营业；2013年，将参照“七彩云南”
的经营模式，按景区标准打造我
市的牡丹系列产品特营中心。

同时，我市计划在省内其他
城市开设牡丹特产连锁店3家到5
家，此后将经营网点进一步向全
国主要城市辐射，争取到2015年
使牡丹特产专营店成为省级知名
品牌。

【开设】
经营面积有规定

牡丹特产专卖场将采取中心
店（旗舰店）、连锁店（形象店）、连
锁销售专柜3种形式进行运作。
其中，中心店（旗舰店）的经营面
积不能低于2000平方米，连锁店
（形象店）的经营面积不能低于
150平方米，连锁销售专柜的经营
面积不能低于30平方米。连锁销
售专柜内，主营的牡丹产品不能
少于其经营的产品品种的60%。

此次建设牡丹特产专卖场，
我市计划由企业先自由申报，此
后由相关部门对申报企业进行公
开评审，通过后由政府部门进行
命名和授牌。目前，市牡丹开发
管理办公室已开始接受企业申
报，符合条件的企业今起即可联
系、咨询。

【经营】
主打四大类牡丹产品

洛阳的地方名优特产很多，
哪些才有资格进入专卖场？

《意见》提出，牡丹特产专卖
场将主打四大系列的牡丹产品：
一是牡丹深加工产品，如牡丹茶、
牡丹籽油、牡丹食品、牡丹保健
品、牡丹化妆品、牡丹饮品、牡丹
精油、牡丹添加剂、牡丹空气净化
剂等；二是牡丹文化产品，如牡丹
书画、牡丹艺术品（摄影集、邮册
等）、牡丹服饰以及含有牡丹元素
的办公用品等；三是牡丹工艺品，
如三彩牡丹、牡丹瓷、牡丹绣、牡
丹石、牡丹器具、牡丹纪念品等；
四是能充分展现河洛文化、牡丹
文化、帝都文化、洛阳景区文化
的礼品、纪念品和地方名优特色
产品。

据了解，牡丹特产专卖场建
成后，我市的牡丹系列产品不
仅将严格实行明码标价制度，
而且还将实行全市范围内的同
品同价，有效遏制和杜绝不正
当竞争。

【扶持】
创出品牌有重奖

为支持牡丹特产专卖场的建
设，《意见》提出将每年从市财政
中安排专门资金，对牡丹特产专
卖场进行奖补。

一次性奖励：专卖场营业面
积、经营产品符合要求，且连续经
营时间在1年以上的，按营业面积
每平方米2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
性奖励。

经营补贴：对牡丹特产专卖
场，市财政给予 3 年补助，补助
标准以当年该专卖场产生的地
方税收为上限，由市、县两级财
政分担。

贷款贴息：市财政每年拿出
100万元，对牡丹特产专卖场的银
行贷款给予贴息扶持，并原则上
贴息3年。

名牌奖励：对牡丹特产专卖场
经营的牡丹产品，凡被新认定为河
南省著名商标、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或集体商标的，每件奖励10万元；
凡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
名商标的，每件奖励100万元。

□记者 韩铁栓

本报讯 昨天，市政府常务会议
原则通过了《洛阳市重大投资项目建
设规费优惠办法》。该办法提出，我
市将对在我市行政区域内投资重大
产业结构调整项目、重大民生项目、
信息化基础设施项目和保障性住房
项目的投资者实行建设规费优惠。

降低标准的收费项目共有14
项。其中，8项行政性规费（基金）
包括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散装水
泥专项基金、墙体材料专项基金、
城市道路临时占用费、水土保持设
施补偿费、水土流失防治费、人防
易地建设费、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
偿使用费，6项非行政性收费包括
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文物普探
费、文物发掘费、雷电灾害风险评
估费、防雷装置施工技术检测费、
电力配套费。此外，对其他涉及项
目建设的收费有上下限幅度规定
的，一律按下限标准收取。

属于重大产业结构调整的项
目，按项目主体（厂房等）和配套服
务设施分类优惠：项目主体部分的
市政配套费按 15元/平方米收取
（每平方米优惠25元）；燃气管网建
设费按原有标准的40%收取，热力
管网建设费按原有标准的80%收
取；配套服务设施部分的城市基础
设施配套费按 95元/平方米收取
（每平方米优惠25元）。

明年4月，赏国色天香更过瘾
我市年内增植牡丹数量有望超过27万株，超额完成任务

□记者 韩铁栓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市政府常
务会议上获悉，为进一步缓解困难
群众看病难问题，重症肌无力、坏
死性筋膜炎、严重神经元病、多发
性硬化症、囊性肺纤维化病5大病
种明年起将被纳入我市重大疾病
医疗救助范围。同时，我市对城乡
困难群众的补充医疗保险报销比
例也将再提高10%以上。

据悉，重大疾病医疗救助的对象
包括城乡低保户、农村五保户和其他特
定优抚对象。此次增加后，我市实施重
大疾病医疗救助的病种将增至28种。

另外，对困难群众住院治疗的
住院费，在政策规定范围内进行基
本医保报销后，我市将提高对他们
实施的医疗救助标准，即将其补充
医疗保险报销比例至少再提高10%
以上。目前，该项标准为县级以上
医院20%，乡级医院30%，大病特殊
门诊的报销比例为30%和40%。

困难群众有了好消息

救助病种再增加
报销比例有提高

重大民生项目
14项费用下调

明年4月，买特色商品更方便
牡丹特产专营店（柜）将在市区建成营业

投资者有了好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