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办好试验区建设新农村
典型篇

《河南省信阳南湾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自今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日
前，南湾湖风景区依据该条例的有关规定，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和机关干部对广大群
众反映强烈的库区周边乱搭乱建的违章建筑进行了依法强制拆除。 此次行动共整
治非法经营户

46

家，拆除各类违规牌匾、灯箱
89

件，拆除乱搭乱建锅灶、棚屋
86

处。 图为执法人员正在拆除违章建筑。 本报记者张泽元摄

责编：徐立明审读：保仓组版：夏丹

息县
城乡一体化让农民乐开颜

本报讯（余涛）在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
验区建设工作中， 息县把城乡一体化工作作
为全力推进的重点，突出规划布局一体化、基
础设施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公共服务一
体化、就业保障一体化，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目前，该县新村建设全面开花，已有
20

个乡
镇的

110

个新村开工建设，其中初具规模
48

个，现已入住
6900

户，可复耕土地
1.2

万亩。

城乡一体化让该县农民乐开颜。

据该县试验办副主任徐成义介绍，为加快
城乡一体化建设，该县首先确定了“

12345

”的
长远发展思路和规划。这个规划就是突出一个
县城“中心城市的地位”，围绕大广高速公路、

宁西铁路“两大交通轴线”，以产业集聚区、火
车站新区、濮管建材区为“三大支点”，以路口、

杨店、项店、小茴店四个“先行乡镇”为带动，全
力构筑以淮南八里岔、曹黄林、关店为主的小
香瓜、葡萄经济作物示范区，以城郊、城关蔬菜
生产为主的现代绿色生态示范区，以

106

国道
沿线乡镇为主的畜禽养殖加工区，以北部弱筋
小麦生产地区为主的现代农业示范区，以淮河
沿线为主的林木生产生态集中区的“五大板
块”。

在新村建设中，该县主要以经济发展型、

村庄优美型、 自然生态型和特色文化型
4

种
类型为模本，大力实施文化教育工程、农民健
康工程和为民服务工程， 完善三级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建立健公共服务网络，提升新村的
公共服务功能。 在已建成的新村中，道路、饮
水、沼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卫生、文化、

养老院等公益性设施建设日益完善。

此外，该县加快推进城乡医疗、养老、社
会救助等保障制度的全覆盖。 全县

324

个村
卫生室全部竣工， 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覆盖率
达

98%

， 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达
3.1

人，新开工建设敬老院
41

所。 对被征地农民
基本生活保障做到即征即保， 实现城乡低保
一体化，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
均纯收入年均增长

8%

以上， 人民群众幸福
指数年年攀升。

平桥区
“小农水”助推现代农业发展

本报讯（刘国启刘家驹）“平
桥区的‘小农水’是一个创新！ 这种
模式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科学
地解决了我省丘陵地区的农业用水
问题， 是我省发展丘陵水利的一个
新突破……”日前，省水利厅农水处
调研员黄明在全省小型水利工程建
设现场会上， 对该区多年来实施的
“小农水”系统工程表示肯定。 来自
南阳市、驻马店市、信阳市

26

个县
区水利局负责人参加了这次在平桥
区举行的现场会。

塘堰坝、 小型电灌站等工程因
单个投资少、 规模小被称为“小农
水”。近年来，平桥区委、区政府因地
制宜，通过领导带头挖万方大塘、连
片治理等一系列的鼓励措施， 创造
出了一套“长藤结瓜”的“小农水”建
设模式，连续

5

年夺得“红旗渠精神
杯”，为当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提
供了保障。

平桥区委书记张明春介绍说：

“水库为根，大塘似瓜，灌渠是藤，塘
高渠低，长藤结瓜，滋润庄稼。 ”

多年来，该区上下以挖建和改
造大塘为突破点和着力点，以渠道
修建、堰坝整修和其它水利设施建
设为辅， 坚持每年新建改造

1000

口大塘的目标不动摇，并将之列为
农田基本水利建设的一项硬性考
核指标。 该区坚持实行区处级领导
干部每人联系

1

个示范塘或
1

处
水利工程制度， 乡镇党委书记、乡
镇长每人承建

1

个示范塘，进行竞
赛评比，建成一批民心工程和效益
工程。 截至目前，全区共完成整修
清淤渠道

177

公里，整修改造大塘
655

口，打机井
95

眼，修复水毁工
程

642

处，整修电灌站
15

座，共完
成投资

1.54

亿元。群众把这些万方
大塘亲切地叫做“书记大塘”、“区
长大塘”、“主任大塘”，“挖大塘，奔

小康”在该区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
常识。 同时，修建大塘还有效地整
合了各方资源，发挥了灌溉、养殖、

绿化及休闲等综合效益，也给广大
群众带来了真正的实惠，老百姓高
兴地说：“一塘水，一塘虾，一塘鹅
鸭富一家”。

平桥区加大争资跑项力度，并
对项目资金整合使用， 做到握紧拳
头、集中发力，仅

2008

年就有效整
合利用各类水利资金达

1.27

亿元，

2009

年达
1.54

亿元。该区还加大了
本级财政投入，建立引导激励机制，

同时， 不断创新社会多渠道投资方
式，按照“谁受益、谁负担，谁投资、

谁所有”的市场化投入原则，利用民
办公助、大户独资、集体出资、股份
合作等形式，激活了民间资本，成为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的有益补充

,

有
力解决了投资缺、投工难等问题，形
成了农田水利建设不竭的力量源
泉。

通过一系列鼓励、激励等措施，

平桥区“小农水”建设成绩斐然，有
力助推了现代农业发展。

勇立潮头拓新路大胆实践写华章
———访中共光山县委书记柴明贵

“土地流转，让小田变大田；

金融创新，让死钱变活钱；专业合
作社，让农民抱成团；新型农保，

让农民养老不差钱；城乡一体化，

让村庄变乐园。 ”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 光山县委书记柴明贵如数家
珍地谈起该县农村改革发展综合
试验区建设情况。

“截至目前，全县已流转土地
63

万亩， 占可耕地面积近四成”。

在谈及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时，柴
明贵侃侃而谈，“我们按照小平台
大服务的思路， 建立了农村产权
服务中心、

21

个乡镇农村产权服
务工作站和

46

家村级土地信用
合作社。 土地流转化零为整，规模
开发，提升效益，闲地成了‘香饽
饽’。 如今已涌现了文殊猪山万亩

生态茶园、满堂香万亩生态庄园等
一批土地流转典型。江湾村农村土
地信用合作社，‘存’ 进了新活力，

‘贷’出了新天地”。

“在农村投资融资体制机制创
新上我们可谓是异彩纷呈。 ”谈到
农村投资融资体制创新，柴明贵激
动不已，“去年我们成功引进信阳
市商业银行在光山设立全市第一
家县级支行。县农联社、县农行、县
建行等金融机构直接向农民合作
社发放贷款； 注册成立了寨河杜
岗、晏河帅洼等农民资金互助合作
社，创办了泼陂河镇黄大塘农民资
金担保互助合作社；注册成立了光
山县财金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县产
业集聚区投融资公司。 ”

“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在我们
这里是风生水起”， 柴明贵兴奋地
说，“光山县现在经工商部门注册

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
291

家，涵
盖种植、养殖、林业、农机、加工、

服务业， 拥有社员
1.6

万余户，带
动农户

1.5

万余户，发展其它合作
经济组织

100

余个， 农业经纪人
有千余人。 同时还涌现出了上官
岗、敖洼、杜岗、江湾、双轮、帅洼
等一大批农民新村典型， 规划建
设农民新村

170

处，建筑面积
136

万平方米， 已入住或即将入住的
农民有

7600

多户。 ”

光山县又是如何做好智慧这
篇大文章， 用文化引领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的呢？ 柴明贵说：“我们
通过召开第一届司马光文化学术
研讨会、 ‘中日韩天台宗学术对
话’国际研讨会，开展有奖征文活

动、启动《少年司马光》动画片和
《智慧之光·溢彩光山》 专题片摄
制、高端创意策划、学习考察、专家
指导等措施，现已完成‘让智慧之
光溢彩光山’的理论、舆论、规划等
方面的前期准备工作； 计划投资
1.3

亿元的智慧大道、 投资
2.5

亿
元的豫南民俗文化智慧园已破土
动工，智慧文化博览园建设达成意
向协议。 ”

“合作社里建支部， 村庄变社
区；‘名誉村长’是正处，农民住上
小别墅；卫生室像景点，看病健康
上保险；四议两公开，民主管理党
领路；‘金桥工程’架金桥，筑巢引
凤凤还巢；养老保险进农村，老有
所养是党亲； 科学发展不动摇，村
村寨寨党旗飘”。 这段流传在光山
老百姓口中的话正见证着该县试
验区建设带来的巨大变化。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柴明贵对
记者说：“我们将继续思改革、谋发
展、围绕‘六大目标、八篇大文章’，

唱好农村改革这场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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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国际金融危机寒流频仍，信阳农
村改革却如火如荼，呈现出一片烂漫春色。

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们以试验区
建设为平台，围绕建成粮食生产重点区、特色
农业示范区等六大目标，全力做好土地流转、

资金投入等八篇文章。 农村改革在先行先试
中如火如荼、突破不断，创造了许许多多引以
自豪的‘第一’，在信阳农村改革的历史上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试验区建设为我市农
村改革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天地。

助力农业发展着力提升现代农业效益
我市是农业大市， 要实现经济平稳较快

发展，基础支撑在农业。市委、市政府审时度
势，高扬科学发展的大旗，始终坚持把“三农”

工作作为全局工作的重中之重，围绕“稳粮、

增收，强基础、重民生”，巧借试验区建设平
台，科学实施，保持了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
续增收。

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2009

年，“农业
生产获得好收成， 粮食总产达到

114.6

亿斤，

占全省粮食总产的
10.63%

， 连续
6

年实现增
产， 连续

4

年保持在百亿斤以上， 新增粮食
2.36

亿斤，占全省新增粮食
5

亿斤的近一半。”

喜讯振奋人心，成绩来之不易。

成绩的取得，与市委、市政府的正确决策
和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措施密不可分。 为调动
农民种粮积极性， 我市全面落实国家有关强
农惠农政策，及时兑现农民种粮的各项补贴。

依法有序推进土地流转， 支持发展粮食专业
合作社、农机专业合作社等，提高粮食生产的
组织化程度。在坚持改造中低产田、改善农业
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的同时， 着力建设高标
准基本农田，扩大高产稳产田、旱涝保收田面
积。按照省政府打造粮食核心产区的要求，继
续对农业综合开发县和产粮大县进行投资倾
斜。

有效提升现代农业效益。我市进一步发
挥科技支撑作用，提高良种良法和农机作业
覆盖率，大力推广杂交水稻、优质高产小麦
种植，继续抓好“双低”油菜生产基地建设，

着力打造“信阳毛尖”品牌。积极支持板栗、

石榴、油茶和苗木花卉基地建设。加快发展
现代畜牧业，实施畜禽良种工程，培育发展
豫南黑猪、固始鸡、淮南麻鸭等地方良种。重
点支持华英、三高等龙头企业发展，稳步发
展水产业。目前，我市各县区大打特色经济
牌，一批知名品牌叫响全省，走向全国，走向
世界。

事实证明，尽管我市农业生产形势喜人，

但提升空间还很大。为此，市委经济工作会议
提出：“我们的茶产业部门和企业要认真调
研， 拿出实施方案来。 农业的其他部门和行
业，包括畜牧、水产、林业、水利，都要从提升效益上下工夫，切实迈
出农业从大到强的坚定步伐。”

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让其尽享改革发展成果
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难点在农民。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民生无小事，万事民为先。我们要紧紧围绕‘保增长、保民生、保稳
定’这个大局，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三保一就’和
平安建设入手，设身处地谋群众之想，义无反顾解群众之忧，全力
以赴保群众之安，让广大群众真正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凸显
了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为民爱民的情怀和真正造福
于民的决心。

探索建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市委、市政府保障民生、

为农民解忧的一项重要内容。农民领取养老金，是我市试验区建设
在农村保障社会化上所取得的一项突破。 罗山县从

2009

年
5

月
1

日
开始， 在信阳市率先启动新型农村合作养老保险制度。 当年

6

月
1

日，第一批养老金发放到
3594

位老人手中。以罗山县为试点，全市
推广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让所有的农民老有所养、都有保障。目前，

罗山县参保农民超过
25

万人，

289

个村参保率超过
60%

， 已发放养
老金

1700

万元。河、平桥、新县、商城、光山、固始、潢川、羊山新区
的
18

个村进行了试点。

建设标准化村级卫生室，为农民提供安全价廉的基本医疗服务，

是市委、市政府保障民生、为农民解忧的又一大手笔。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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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对话”信阳劳务经济———

信阳劳务经济发展模式值得借鉴和推广

韩俊王铁张德豹刘涛应邀参加访谈

本报讯
(

记者吴菲
)

近年来，信阳积极实践，成功探索出
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推动劳务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为推广和宣
传信阳劳务经济发展经验，

1

月
17

日上午， 经济日报《新农

村》专刊对话栏目在北京举行信阳劳务经济专题访谈。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信阳市委
书记王铁，张德豹、刘涛两位信阳外出务工人员代表应邀参加

访谈。

访谈的话题从金融危机对信阳劳务经济的影响和信阳的
应对举措开始。 王铁说，以北京一地为例，信阳籍在北京务工
人员成立了

8

个党委、

297

个团支部， 大家有困难找组织，所
以信阳劳务经济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较小。

王铁介绍了信阳劳务经济发展的过程。 他说，信阳外出
务工人员经历了无奈中走出家门、比较中走出家门、坦然中
走出家门、欢乐中走出家门四个阶段。 信阳劳务经济发展过
程中，党委政府有“五送”：送农民一个金手指，即把发展劳务
经济作为全市重点发展的五大支柱产业之一，有目的地加以
引导；送农民一把金钥匙，就是建立培训基地和培训机构，提
高农民就业技能；送农民一座金桥梁，就是把

70%

的外出务
工党员纳入组织管理；送农民一根金拐杖，就是建立完善“源
头建会、属地管理、联合互动、双向维权”的工作机制，为外出
务工人员撑起保护伞；送农民一块金招牌，就是培育知名劳
务品牌。

王铁还谈了外出务工人员的权利、 权益保障和引导外出
务工有成人员回归创业等问题。 大家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

韩俊指出，中国的现代化一个是城镇化，一个是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要双轮驱动。信阳探索出了良性互动、互出共进、

城乡共同发展的路子， 信阳的劳务经济发展在全国具有标本
意义。

作为外出务工人员代表， 信阳市第二建筑劳务公司副总
经理张德豹、 新疆鹏隆集团公司董事长刘涛通过对自己创业
经历的回顾， 对信阳劳务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意义做了充分而
有力的诠释。

《新农村》对话栏目是经济日报为宣传各地各部门贯彻
落实党的十七大以及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中采取的措施、 取得的成效而开辟的一个整版专栏。

专栏采用中央部委领导与基层干部、 群众面对面对话的方
式，来宣传各部门关注三农、助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措施和
效果。

中国经济网对本期访谈进行了录播。

1

月
17

日上午，韩俊（左三）、王铁（左二）、张德豹（右二）、刘涛（左一）参加经济日报《新农村》专刊对话栏目访谈。

本报记者吴菲摄

□

本报记者栗萍

县（区）委书记话发展系列报道

学习贯彻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1

月
15

日下午，

市委书记王铁，市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乔
新江在北京拜会了
中共中央组织部原
部长张全景（右一）。

王铁向张老汇报了
信阳近年来经济社
会发展状况和农村
综合改革试验工作
开展情况。 张老对信
阳发生的可喜变化
感到满意，并高度评
价信阳“五个常态
化” 选拔任用干部
工作。

本报记者
吴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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