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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龙区再添一只产业基金
□洛报融媒记者 孙小蕊 通讯
员 谢芳

本报讯 记者从洛龙区获悉，

近日，由洛阳龙腾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洛阳关信文

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正式落地，标志着洛龙区

再添一只总规模20亿元的产业

基金。

作为洛龙区新文旅领域的

国资产业投资基金，该基金将聚

焦辖区新文旅产业发展重点领

域，主要投资洛龙区各项市级重

点文化旅游产业项目，有助于全

面提升城市文旅产业能级、为辖

区文旅产业发展引入更多金融

活水。该基金还将按照“专业化

管理、市场化运作”的原则，充分

发挥资本市场运作体系的优势，

与多方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服务更多具有引领力的文旅项

目，进一步支持洛龙区产业高质

量发展。

近年，洛龙区着力以文旅产

业赋能城市更新，通过打造天街

十二坊片区，改造关林片区、龙门

片区，推进二郎庙等特色街区建

设，丰富优质旅游供给，改善旅游

消费体验，推动新文旅产业不断

升级。与此同时，洛龙区不断探

索各项投融资政策，综合采取多

种金融手段，吸引资本积极参与

项目建设。截至目前，洛龙区同

步启动片区有机更新、新文旅产

业融资项目8个，通过城市更新

基金、城市更新贷款、债券融资等

多种方式，累计吸引投资约50亿

元，为洛龙区产业转型升级和经

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洛报融媒记者 郭旭光 通讯
员 史丽华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洛阳文

化旅游投资集团获悉，该集团所

属龙门旅游集团在上交所成功发

行5亿元公司债券。债券简称“23

龙门01”，发行规模5亿元，利率

3.93%，全场认购倍数3.52倍，创

同品种、同期限债券发行利率历

史新低，系洛阳首单文旅类债券。

在债券发行中，龙门旅游集

团与主承销商财信证券科学把握

发行进度，在中豫信增、大华会计

师事务所、东方金诚和英泰律师

事务所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引导

投资人合理下单，最终实现债券

成功发行，充分彰显了龙门旅游

集团的综合实力和市场投资人对

洛阳新文旅未来发展的高度认可。

“洛阳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

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

产业基础。”在近日举行的“走进

洛阳投资人恳谈会”上，万和证券

董事长甘卫斌表示，万和证券将

发挥专业优势，以服务城市战略、

优化布局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

为己任，围绕洛阳17个优势产业

链延链补链强链，与洛阳开展深

度合作，盘活存量资产，做资源的

整合者、交易者、促成者。

中豫信增总经理岳思正表

示，洛阳经济发展动能强劲，产业

基础、文旅资源等优势明显，融资

需求旺盛。未来3年内，中豫信增

将充分发挥金融资源优势，及时对

接债券市场信息，对洛阳发债主体

提供不低于100亿元的增信支持，

一级市场保发行，二级市场稳

估值，助力洛阳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和新文旅产业发展。

下一步，洛阳文旅集团将

充分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功

能和作用，创新资本运营模

式，探索多元渠道，丰富发行

品种，推动境内债券、境外债

券等业务有序落地，同时围绕

打造沉浸式文旅目的地，谋划

一批特色鲜明、错位发展、带

动性强的重大文旅项目，为洛

阳文旅文创成支柱和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实习生
卢杨然

河洛地区所在的中原文化

区，被考古学者誉为中国史前文

化“重瓣花朵”的花心。17日晚

央视播出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

古中国·河洛记》，围绕“兼收并

蓄”这一主题，讲述史前河洛地区

与其他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往来。

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文

明不断向前发展的永恒主题，陶

器是各区域文化间交流往来的

重要载体。在位于洛阳市宜阳

县的苏羊遗址，考古人员对发掘

出土的陶器器型进行对比，研究

其所蕴含的文化特征、内涵。在

苏羊遗址长达2000年的时间跨

度中，陶器在风格上呈现出明显

变化：前半段以仰韶彩陶为主，

而后半段（距今5300年至4600

年），带有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

风格的陶器明显增多。考古人

员介绍，在该遗址的一个灰坑

中，就复原出20多件屈家岭文化

风格的陶器。

屈家岭文化是兴盛于长江

中游的史前文化，其遗址分布纵

跨鄂、豫、湘三省，因首先在湖北

省京山市屈家岭发现而得名。

陶器形制是鉴别判断屈家岭文

化的主要依据，在苏羊遗址出土

的陶器中，罐形鼎、宽扁足盆形

鼎、双腹豆、圈足杯、花边捉手器

盖、彩陶纺轮等，都是屈家岭文

化陶器风格的典型器物。考古

专家认为，苏羊遗址是屈家岭文

化北上的一个明显证据。

发源于东北地区西辽河流

域的红山文化，与身居中原的河

洛地区也有文化交流。红山文

化半拉山墓地位于辽宁省朝阳

市，远在苏羊遗址1500公里之

外，在两地分别出土的兽首石

雕，外形高度相似。苏羊遗址的

兽首石雕于2021年出土，长、高

均不足5厘米，双耳直立，耳廓圆

润，这样的石雕在中原地区同时

期遗址中是首次发现。经过对

比，考古人员认为，两件兽首石

雕形制几乎完全一样，推测其当

时是一种权杖的饰件，是权力的

象征物。相隔千里的两件“同

款”器物，或许意味着，当时河洛

地区和西辽河流域的部族首领

间存在某种交往。

综合来看，苏羊遗址以仰韶

文化为主，含有长江流域的大溪

文化、屈家岭文化，西辽河流域

的红山文化，东方的大汶口文化

等诸多因素，文明交融范围之

广，为研究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

交流碰撞提供了新的材料。考

古专家认为，早在5000多年前

的仰韶文化晚期，河洛大地已

经成为南北方文化交流的中心

区域。

“河洛地区成为中华文明总

进程的引领者，与其善于吸收周

围的先进文化因素密不可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

王巍认为，兼收并蓄、开放包容

是其始终保持活力的重要原

因。河洛地区由于地理区位的

特殊性，成为各种强势文化交流

碰撞的要冲，多种文化在这里交

织、融合、互鉴，最终推动多元一

体中华文明的诞生。

我市首单文旅类债券成功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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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河洛地区与其他地区间交往

苏羊遗址见证
5000多年前文化交流

苏
羊
遗
址
出
土
的
罐
形
鼎

（
视
频
截
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