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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信阳银监分局

批准，信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

阳市商业银行）淮滨支行，于2010年1月28日正式

开业。

信阳市商业银行淮滨支行金融许可证号：

B0326S341150023。 业务经营范围： 吸收公众存

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

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

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

理保险业务； 提供保险箱服务；经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的其他业务。

信阳市商业银行

淮滨支行开业公告

营业办公地址：河南省淮滨县乌龙大道
信阳市商业银行
2010年1月28日

□

新华社记者林嵬

河南政协委员：

取消对农信社的歧视性政策

新华社郑州
1

月
28

日电（记者
秦亚洲）河南省一些政协委员在政协河
南省十届三次会议上提交提案建议，取
消对农信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
银行的歧视性政策， 支持农村金融发
展，方便农民生活。

河南省政协委员杨玲、张建刚等人
认为，地方政府的歧视性政策和规定主

要表现为国家财政预算资金、社保基金、

养老保险基金等账户不能在农信社、农
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开设。这束缚
了上述金融机构代理各项惠农业务和为
农民服务的能力， 也给广大农民享受农
村金融服务带来了不便。

河南省农村信用社以全省
18％

的存
贷款市场占有率， 发放了全省

98％

的涉

农贷款， 在河南农村营业网点超过
5000

个，是名副其实的农村金融主力军。而国
有商业银行在农村网点很少， 农民很难
享受到国有商业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

在缴纳和领取养老保险金等诸多方面存
在不便。

河南省政协委员杨玲、 张建刚等人
建议， 取消有关部门对财政资金在农信
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开户等
方面的歧视性规定，允许养老保险、医疗
保险、 南水北调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资
金等财政资金在农信社、农村合作银行、

农村商业银行的存放，支持农村金融，方
便农民生活。

河南“两会”话题：

统筹城乡共发展

新华社郑州
1

月
28

日电（记者
李丽静单纯刚）医疗、教育、住房、出
行……一件件事关群众生活的点点滴
滴，成为今年河南省“两会”政府官员和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高度关注的话题。

从郭庚茂省长的《政府工作报告》到代表
的议案、委员的提案，无不折射出社会各
界的共同努力：统筹城乡共发展。

河南省省长郭庚茂：“将城镇居民医
保和新农合的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
每年

120

元。 加快重点市级中医院建设，

建设改造
30

所县级医院、

100

所乡镇中心
卫生院、

50

所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1

万个标准化村卫生室。”

记者感言： 将城镇居民和新农合的
财政补助标准同时提高到年人均

120

元。

这个同时提高，一锤定音，打破了城乡二
元结构的门槛， 真正实现了城市和农村
群众“同病同价”。所谓“医保变化一小
步，民生建设一大步”。

河南省副省长张大卫：“房价的走
势， 我觉着可能还有一个往上拉升的过
程，因为全国的房地产市场，正在随着区
域经济的一体化和全国经济的一体化发
展。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千方百计地阻击
房价过快增长和一线城市房价过快波及
二线三线城市。”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刘洪
涛：“农民进城了心里还想着家， 因为农
村有他的家，有他的地，我们可以通过农
村宅基地和城市经济适用房之间的联
动，来解决落户城市农民的住房问题。”

记者感言：河南省用土地调控房价，

去年全省开工建设廉租房
10.1

万户，今
年再争取建成

10

万套以上。 但能享受廉
租房的毕竟是少数，大量的“夹心层”盼
望着政府调控楼市的力度能再大点，步
伐能再快点儿。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董永安：

“

2010

年，河南省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的投资将达到

850

亿元，铁路、航空两
项相加达

500

多亿元，在公路、水运、客运
场站建设方面，将达到

260

多亿元。高速
公路方面， 到今年年底通车里程将突破
5000

公里，

2012

年将突破
6000

公里，继续
保持通车里程全国第一。”

记者感言：“铁公机”（铁路、公路、机
场） 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一直功不可
没。 地处中原腹地的河南近年来在公路
建设、 铁路、 航空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
就， 不仅成为拉动沿线经济的最有效载
体之一，还有效解决就业，促进消费。

河南省政协委员卢一博：“‘

4050

’

（大龄）人员的就业，是一个亟待解决的
社会问题。我建议省政府除量体裁衣，为
大龄就业群体量身打造一批岗位外，还
应制定长期计划，如加强职业培训，提高
职业转换能力； 对录用大龄就业人员的
企业，给予政策或税收的优惠等。”

记者感言：关注困难群体，关注百姓
生活。 政协委员们正在用他们身边的生
活透视社会矛盾与问题， 并用自己的智
慧推动社会前行。

河南省政协委员黄庆星：“全国的职
业教育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最好时
期， 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规模与普通高

中规模大体相当， 河南省
2009

年的中职
招生已近

70

万人。 但职业教育也面临着
严峻挑战和困难。 我建议改变政府投入
方式， 变财政直接投入为按各校当年合
格毕业生的人数投放， 这样既可以吸收
社会力量兴办职业学校， 也可以在减免
学生学费的基础上吸收优秀初中毕业生
报考职业学校，减轻学生及家长负担。”

记者感言：教育兴亡关系国家盛衰，

每年的“两会”，教育是代表、委员们议论
最多的话题之一。

河南省政协委员肖群兰：“近年来，

河南省旅游业持续快速增长。 但特色旅
游产品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旅游促
销力度不够；专业人才少，不适应旅游业
大发展的需要。”

记者感言： 旅游是在人们的基本生
活需求得到满足后， 主动追求更高质量
的生活方式而出现的一种综合性大众活
动。 河南这个农业大省正在涌动的旅游
热潮，成为中国综合国力增强的缩影。

河南省政协委员付开道：“‘如厕难’

是城市的通病。 郑州市二七区市政局环
管所曾于

2008

年制成了郑州首张‘导厕
图’，但由于发放范围有限，需要政府统
一推广。 如果能在主干道交叉口制作电
子版地图， 其中包括醒目的公厕位置最
好。”

记者感言：导厕图，体现了城市对市
民及外地游客的人文关怀， 是城市文明
和品位的象征。政府关心群众疾苦，关注
城市形象，不仅仅是一个理念，更重要的
是行动。

从
1999

年走上纪检监察岗位至今，

杨正超查处违纪违法党员干部
2000

多
人。 很多人问他： 是什么让你始终不退
缩，是什么支撑着你？他说：“是信仰！是
为党执纪、为民做主的职责。”

“仰不愧党、俯不愧民、内不愧心”，

这是杨正超的座右铭。

民之难，即是党之忧
杨正超笑的时候也透着严肃。然而，

这样一位“铁面书记”，却常为群众遇到
的困难、冤屈而落泪。

2009

年
6

月，当鹿邑县农民罗志强拿
到
9

万多元的赔偿款时，激动地用红纸印
了
5000

封感谢杨正超的信。

1997

年， 罗志强妻子被鹿邑县盐业
公司一职工撞死，

12

年间打了
9

次官司，

仍得不到赔偿。在杨正超督办下，

12

年积
案
10

多天解决，

6

名责任人被处理。

罗志强说：“为了当面谢恩人， 我在
周口等了一天。一见杨书记，我就哭了，

没想到，他也跟着哭。”

杨正超有记日记的习惯， 尤其是工
作中遇到侵害群众利益的事情， 他都要
记下来。翻看他的日记，不时有这样的文
字：“说者哭了，我也落泪。”“我默默无语
两眼泪。”“群众流着感激的泪、我流着自

愧的泪。”“他那跪地的双膝， 砸在我心头，

让我好久透不过气来。”

自
2008

年
9

月任周口市纪委书记以来，

杨正超走遍了周口
203

个乡镇、 办事处，走
访群众上千人， 仅

2009

年就亲自督办解决
信访案件

520

起。

2009

年初冬时节， 记者来到西华县黄
桥乡，见一个小型提灌站即将竣工。西湖村
支书刘志林流着泪说：“告别‘水窝子’，过
上好日子，全靠杨书记。”

2009

年
7

月， 杨正超到黄桥乡走访，听
一些群众反映毗邻颍河的

13

个村因河床淤
积形成“悬河”，一到阴雨天，

3

万多亩农田
进水一人高，秋庄稼全部淹死。这问题反映
十来年，一直解决不了。

刘志林说：“杨书记一听就急了， 吩咐
随行人员，今天晚上就回去协调有关部门。

为了这个工程，杨书记总共来了
5

次。”

有人说杨正超管得太宽，许多事不在他
工作职责内，可杨正超却说：“民之难，即是
党之忧，职务有分工，为人民服务没分工。”

官帽可以丢， 党性不能丢； 亲情可以
违，法纪不能违

杨正超任汝南县纪委书记
5

年多时间，

汝南县纪委查处违纪违法党员干部
1011

人；他到周口市工作一年多，就让
65

名“一
把手”落马。

杨正超说：“在处理一些大案要案时，

压力非常大， 我有过思想斗争通宵的痛苦
经历，但越煎熬也越坚定：官帽可以丢，党
性不能丢；亲情可以违，法纪不能违。”

到周口不久， 杨正超就了解到周口城
市信用社原董事长李某有严重经济问题，

在调查过程中，周口市开发区管委会柳某、

太康县原县委书记陈某“窝案”浮出水面。

由于牵扯
3

名正处级干部，查处遇到重重阻
力。

杨正超对办案人员说：“压力我顶着，

你们要把案子查深、查实、查透。”在一次会
议上，他又发表“反腐宣言”：“我干纪检

10

多年，从没怕过有后台的人，我总希望那些
贪官把后台搬到前台， 大家一起较量一
下。”最终，案件水落石出，三名腐败分子被
移送司法机关。

汝南县某乡党委副书记杨某是杨正超
的同班同学， 上学时因为都是农村来的苦
孩子，住得又是上下铺，所以很投缘，常常
一份菜分着吃。 可当他接到反映杨某贪占
农业专项资金的举报时， 尽管内心非常痛
苦，还是下达了查处的命令。

杨正超说：“做党的忠诚卫士是我的信
念。”

做一名称职的纪委书记， 必须有廉洁
做底子

任纪委书记后， 想与杨正超联络的人
突然增多了。自

2000

年起，每到春节，杨正
超就把大门锁上，电话线拔掉，任谁都敲不
开。他常常这样提醒自己：做一名称职的纪
委书记，必须有廉洁做底子。搞一分特殊，

就失去一分威信，谋一次私利，就失去一片
民心。

杨正超的妹夫说：杨正超父亲早逝，兄
妹五人相依为命。当年为了供他上学，大姐
夫砍掉家里一棵树。多年后，大姐的几个孩
子都下岗，大姐和姐夫特地跑到汝南，求杨
正超帮助解决工作；可杨正超却说，下岗不
只我们一家，我不能搞这个特殊。

“师傅， 还有饭没， 给我们盛碗面条
吃。”

2009

年
8

月
6

日中午， 杨正超来到鹿邑
县杨湖口乡食堂。这天上午，他已走访了

3

个乡镇。

随行人员说，这是杨正超的习惯，下乡
从不给地方领导打招呼， 赶上吃饭时间就
到乡镇食堂，如果没饭就到下一个乡。

扶沟县委书记田永红说：“杨书记去年
七下扶沟，我只见到过他一次。每次他都不
进县城，不听汇报，直接见群众。”

（据新华社郑州
1

月
28

日电）

仰不愧党 俯不愧民 内不愧心

———记河南省周口市纪委书记杨正超

2009

年
7

月
16

日，周口市纪委书记杨正超（右）在社区居民家中了解情况。

新华社记者赵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