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桥区甘岸街道办事处适应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新趋势，其
新星幼儿园扩建

3

年来， 吸纳了周遍
6

个乡镇
500

多名学龄前儿童入学教育，

目前拥有教职员工
50

多人，大中小班
15

个。据市教育局介绍，新星幼儿园堪
称我市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农村幼儿园。 本报记者常征摄

潢川县
开展技术承包助推试验区发展

本报讯（记者周海燕）一年
之计在于春，又是一年春忙时。

4

月
2

日， 记者来到潢川县隆古乡冯楼
村走访了乡镇农发中心农技人员、

种粮大户、粮食生产先进工作者冯
少云。

正在苗床育秧、 皮肤黝黑的
冯少云得知记者的来意后， 便打
开了话匣子：“我是从

2007

年开始
到农村承包土地开展粮食生产
的，那时主要是利用工作之余，承
包外出务工农民闲置耕地， 属于
偷偷摸摸、小打小闹，一年的利润
不到

1

万元。

2009

年， 县里出台鼓
励和支持科技人员投身试验区建
设开展技术承包优惠政策后，我
便留薪留职、 放开手脚地流转冯
楼、 中心两个村近

200

亩耕地，一
年实现纯利润

10

多万元， 同时带
动周边农民科学种植、科学管理，

实现农民亩均增收
50

元以上，自
己尝到了甜头，农民得到了好处。

今年， 我又新增流转耕地
130

亩，

全年将实现纯利润
15

万元以上。

当然， 我只是得益于县政府政策
的一个小例子，比我做得更出色、

成绩更大的事例还有很多， 很值
得我学习借鉴……”

近年来，有着“全国粮食先进
县”称号的潢川县紧紧围绕农村改
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八篇文
章”，勇于改革，大胆闯试，创新农
村社会化服务体制机制，建立健全
粮食稳定增长机制，先后在“全省
第一县”大力开展粮食生产高产竞
赛活动，在全市率先制定《鼓励和
支持科技人员投身农村改革发展
综合试验区建设开展技术承包意
见》。今年，该县又将粮食生产纳入
政府目标考核体系，强调开展技术
承包、促进粮食增长的意义，并继
续大力开展粮食生产高产竞赛活
动，鼓励支持科技人员开展技术承
包的同时，深入开展科技人员包村
服务粮食生产科技行动，服务和指
导农民大力推广优质高产粮食作
物良种、 保优节本先进农业技术，

实行良种良法配套生产， 科学布
局，精心管理，力争完成全年粮食
总产突破

14

亿斤的目标， 确保全
国、全省粮食生产先进县的地位不
动摇。截至目前，全县有

169

名农技
人员与乡镇、企业、合作社、农户签
订技术承包合同，已有

55

名科技人
员分包

247

个行政村， 承包面积达
15

万余亩。

形成共同利益机制 打造规模茶叶产业

———记舒学昌和他的固始县佳茗茶叶专业合作社
本报记者周海燕常征

“建一个组织、兴一个产业、活
一方经济、富一批群众。”谈及茶叶
经营管理理念，信阳市茶叶商会副
会长、 固始县第八届政协委员、第
九届政协常委、县工商联（总商会）

副会长，县茶叶商会会长、河南九
华山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舒学昌
如是说。

1985

年开始从事个体茶叶经
营，到

1993

年在固始县茶叶开发公
司工作，

1995

年担任固始县九华山
茶厂厂长、河南九华山茶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十多年来，舒学昌和他
的固始县佳茗茶叶专业合作社，不
断改善基础设施，组织实施农业标
准化生产，开展农产品质量标准与
认证，加大市场营销和农业技术推
广，在产品的商品占有率、优质率、

产品竞争力以及成员收入水平等
方面有明显的提高。合作社成员主
要生产资料统一购买率达

87%

、主
产品统一销售率达

96%

、合作社成
员的标准化生产率达

91%

、合作社
农户成员人均收入增长了

64%

。合
作社服务水平提高， 发展活力增
强，发展后劲十足，已经成为引领
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现代农业经
营组织，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
载体，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创新组织形式
结成利益共同体

2007

年
4

月
2

日，固始县佳茗茶
叶专业合作社成立。于是，以河南
九华山茶业有限公司下属主体龙
头企业———固始县九华山茶厂为

主体的投资方牵头发起，联合周边
中小茶场及茶农在平等互利的基
础上， 自愿出资近

600

万元入股组
建而成的行业性经济实体组织，现
有社员

513

人，受益群众
1600

多人，

涉及茶园面积
11000

亩， 销售门店
30

多家，形成了“公司
+

龙头企业
+

茶农”的经营模式。合作社以河南
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河南
九华山茶业有限公司拥有的“九华
山”信阳毛尖品牌为依托，整合茶
叶资源， 走共同发展致富的新路
子。合作社建立了组织机构，选举
产生了理事会、监事会和财务管理
领导小组，所有组织机构成员均由
合作社全体成员选举产生，河南九
华山茶业有限公司对合作社进行
工作监督和财务审核。

创新分配方式
农民成员得实惠

河南九华山茶业有限公司下
属的茶产业龙头企业———固始县
九华山茶厂以品牌、认证等无形资
产和资金、市场、技术等条件占合
作社

51%

的股份，合作社成员占合
作社

49%

的股份。 在经营过程中，

合作社在河南九华山茶业有限公
司的具体指导下，为中小茶场和茶
农提供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的
服务， 使他们生产出合格产品，再
由合作社按订单全部收购，最大限

度地让利于中小茶场和茶农这些
合作社成员。同时，合作社实现二
次分配，即把产品经营利润的

49%

按投资比例再次分配给合作社成
员，而固始县九华山茶厂自愿把自
己拥有的利润投入合作社的基础
设施建设和再生产当中，确保了合
作社的正常运行和快速发展。如
今，佳茗茶叶专业合作社以做大做
强茶产业为目标，以茶叶专业合作
社为载体，紧密联合中小茶场和茶
农，形成了一个利益共享、团结协
作的经济共同体。

利用土地流转
更多农民入社来

佳茗茶叶专业合作社审时度
势，把上级土地流转的优惠政策适
时地落实到合作社的发展当中，实
现区域茶产业的高效、 规模经营，

茶农以承包的土地入股加入合作

社，在没有效益的前三年，河南九
华山茶业有限公司承担前三年的
全部农民土地收益费用， 即稻谷
650

斤，有了收益后，首先支付农民
的土地费用，剩余利润同样以两次
分配的方式支付合作社社员和河
南九华山茶业有限公司，因此中小
茶场和茶农踊跃加入合作社，壮大
了合作社的队伍，扩大了合作社的
规模。

转变经营观念
引领农民去转变

佳茗茶叶专业合作社严格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
社法》组建和运作，以骨干企业和
“九华山”这一知名品牌为载体，实
现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推进产
业经济的快速发展。组织、协调社
员进行茶园开发与管理，建设有机
生态茶叶原料基地，组织收购社员

的茶叶鲜叶，按清洁化、标准化进
行加工，生产优质产品；对茶叶进
行统一认证、统一品牌、统一包装；

为社员提供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
产产品的购进、供应、储运；引进和
推广新技术、新品种，开展技术培
训、信息和技术交流、业务咨询服
务等。与此同时，定期不定期地对
合作社社员进行现代企业知识和
管理理念进行培训和灌输，使他们
逐步从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

固始佳茗茶叶专业合作社计
划在

3

年内，以经济合作为纽带，吸
收更多的社员入社，新发展茶园面
积
25000

亩， 力争实现年销售收入
2.5

亿元
,

进一步发挥农民专业合作
组织在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中的积极作用。 目前，佳
茗茶叶专业合作社将充分实现“建
一个组织、兴一个产业、活一方经
济、富一批群众”的经营管理理念，

形成茶叶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
经营的产业模式，年产干茶达

60

万
公斤，实现销售收入

1

亿元，茶农年
户均增收

1000

元以上。

试验区
好

风光

“六少六多”学“三平”

赵高峰
宛如春风迎面吹，大学生村

官的到来，给农村基层工作带来
了清新的面孔、 睿智的理论、全
新的视角、另类的思考，更给新
时期的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
增添精彩、增添希望。

作为一名“组工人”，我多了
一些和大学生村官在一起的时
间，他们的灵性、智慧、阳光、激情
不断感染我，让我学会了电脑、上
网等现代科技知识，受益匪浅。作
为农村工作的新秀， 大学生村官
真正是新时期农村改革发展综合
试验改革的参与者和创造者。

与此同时，“三平”精神同样
也昭示基层大多数干部的“平
凡、平静、平常”的生活常态和生
存状态，也给予我们“伟大追求、

满腔热血、极强烈责任感”的进
取精神和理想追求。 我以为，在
实际的工作生活中，学习“三平”

精神， 我们基层干部还要做到
“六少六多”。少一些娇气，担当
自己人生的导演和主角；少一些
洋气，要贴近现实，深入基层，走
进群众，沾些土气、泥气；少一些

浮气，不可好高骛远，急于求成，

要脚踏实地，务实创业，广阔天
地，大有作为；少一些傲气，谦虚
谨慎，俯首吸纳“地气”，养精蓄
锐，聚一飞冲天之能量；少些俗
气，忌一味跟风媚俗，要始终不
忘伟大追求， 树立高尚情操；少
些惰气，满腔热血，勤奋努力；少
一些书生气， 干事创业勇往直
前，有舍我其谁的勇气，有极强
烈的社会责任感。

深入学习“三平”精神，我
坚定了农村工作的信心， 只要
目标校正准， 农村工作一样大
有作为， 同样可以创造不平凡
的光彩人生。 大学生村官把农
村当阵地，勇担改革使命，创造
自己人生历史。 在工作取得进
步、获得成绩的时候，要持续向
前，坚持做到多看、多听、多学、

多问、多思、多干，把大学学到
的科学理论融合到农村工作
中， 以农村综合试验改革为己
任，放胆干、放开干、放手干，在
农村广袤的绿色画卷上谱写自
己精彩灿烂的金色人生。

潘新镇“三大举措”促试验区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戴登奎）市、

县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大
会之后，罗山县潘新镇党委、镇政府
就如何做好今年农村改革发展综合
试验区建设工作进一步明确了工作
目标， 并结合镇农村工作实际提出
“三大举措”保试验区建设发展。

该镇的“三大举措”是：一、发挥
优势，突出重点。即依托交通区位优
势，该镇将重点扶持申林茶叶公司，

逐步把申林茶叶公司打造成集带动
地方经济发展、聚集创业人才、土地
流转和生态文化旅游等于一体的综
合性龙头企业。二、示范带动，全面
推进。即继续发挥好申林公司、徐寨
村的示范带动作用， 进一步做好社
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土地流转、人才
投身试验区建设等文章； 同时创造
条件， 努力做好城乡一体化建设文
章，力争“八篇文章”篇篇有亮点。

三、强化措施，争创一流。即明确提
出了“单项工作争一流，整体工作上
水平”的总体要求，调整充实试验区
建设办公室人员， 明确党委书记牵
头， 八个领导小组分别由八名班子
成员担任组长；同时，对“八篇文章”

每篇文章都制定了考评细则， 明确
奖惩措施， 力争通过各方面的支持
帮助， 使该镇农村改革综合试验区
工作达到一流水平。

筑“安全篱笆” 保“农机平安”

罗山县农机局细化责任消除“马路杀手”

本报讯（通讯员杨军）面对
今年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
设的新形势，罗山县农机局本着预
防和减少农机事故发生的原则，采
取措施，细化责任，明确职责，筑就
“安全篱笆”，唱响农机生产平安和
谐曲。

今年以来， 随着春耕备播的
大忙时节的来临， 农机多超负荷
运营；机手进城赶集，储备农资，

极易疲劳， 加之个别机手法制意
识淡薄，很容易产生安全隐患。为
从根本上杜绝事故， 县农机管理
所采取措施， 依法及时处理拖拉
机超载等农机违规问题， 并依据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进
行处罚。 他们还加大农机宣传教
育力度，坚持把开展“平安农机”

活动与贯彻落实《农业机械安全
监督管理条例》、与打击黑车非驾
专项行动等法规结合起来、 与全
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结合起来，

充分调动相关部门等社会各方的
积极性， 形成广泛参与、 齐抓共
管、 相互配合的农机交通安全宣
传教育工作格局。 该局在注重农
机宣传教育的基础上， 还注重加
强与公安、工商等部门的配合，建
立健全联动机制， 摸索联合执法
的新思路，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农
机事故隐患苗头。同时，针对时下
新机手不能熟练操作和驾驶农业
机械等一系列不安全隐患的实
际， 县农机监理所与农机化培训
学校共同举办罗山县拖拉机、联
合收割机驾驶员培训班， 采用业
务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实践相
结合，辅以师生之间提问作答，提
高了机手听课效率。培训结束后，

他们严格按照“培训、考核、审查、

发证”一体化流程，确保学员结业
后能熟练驾驶农田机械， 此举深
受广大农机手好评，也消除了“马
路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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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

油菜进入初花期，亟需补肥、防病虫害———

潢川县开展“一喷三防”确保油菜丰收

目前，该县已对5万亩油菜实施了追肥施药
本报讯（记者周海燕）时下，油菜已进入

初花期，也是蚜虫、菌核病等病虫害高发期和
油菜需硼敏感期。如何防治病虫害、如何补肥，

是关系油菜丰收的大问题。记者日前在潢川县
来龙乡采访时发现，该县农业局农技人员正在
田间地头紧张地为油菜追肥施药。

入春以来，该局针对油菜进入初花期
易产生蚜虫、菌核病等症状，及时对油菜

实施“一喷三防” ，力求促进油菜高产。据
县农业局农技人员称， “一喷三防”即对油
菜实施增补硼肥， 及对油菜实施蚜虫、菌
核病的防治。从

3

月初开始至今，为夺取夏
季油菜的丰收，该局植保站在调运了“吡
虫灵” 、 “高效硼肥” 、 “咪酰胺” 等农药的
同时， 分别于

3

月
26

日、

3

月
27

日组织
4

个
机防队，出动大型施药机械两台、烟雾机

10

台、弥雾机
20

台和
34

名机防队员，分别
在黄岗镇官渡村、伞陂镇贺堰村等油菜高
产创建示范片， 统一开展了以增补硼肥、

防治油菜菌核病和蚜虫为主的“一喷三
防”现场会。两次现场会共为

2000

余亩油
菜喷药。县植保站的油菜高产创建示范片
村经过油菜病虫害统防统治和技术培训
后，广大农民不但领会了油菜“一喷三防”

技术要点，也深刻认识到了开展油菜“一
喷三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了科学
种田的意识， 激发了开展统防统治的热
情。如今，广大农户纷纷购买药剂，自发组
织人力开展了大规模的油菜病虫防治活
动。截至目前，该县的油菜“一喷三防”逾
5

万亩， 从而在掀起了油菜高产创建活动
的新高潮。

【垄上行】

【核心提示】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组织农民发展经济、增加收入等方面有重要作用。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需要， 是应对日益激烈的农产品市场竞争的需要， 是教育培训引导农民闯市场的良好方
式，是落实国家惠农富民政策的重要渠道。

【延伸阅读】 舒学昌，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河南固始人，现为河南九华山茶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信阳市茶叶商会副会长、固始县第八届政协委员、固始县第九届政协常委，固始县工商联（总商会）副
会长、 固始县茶叶商会会长。

1993

年， 被中共固始县委、 县政府评为“立志成才建设家乡优秀青年”；

1997

年，被固始县委宣传部评为第二届“固始县十大杰出青年”；

2002

年，被市民政局评为民间组织管
理工作先进工作者；

2003

年，被选拔为第二批市级农村优秀人才；

2003

年，被县委、县政府评为第一届
“优秀专业人才标兵”；

2004

年，被固始县委评为“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曾荣获“信阳市茶叶工作先进
工作者”、“河南省十大茶人”、“河南省省级农民致富能手”、“

2008

年度中国茶叶行业十大经济人物”等
多项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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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区一瞥】

平桥区城阳城保护区
落实农村养老有《细则》

本报讯（通讯员戴伟康英华）日前，平桥区城阳城址
保护区为认真贯彻落实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 积极借鉴
外地先进经验，结合本地实际，制订了《城阳城址保护区新型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方案》及《城阳城址保护区新型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实施细则》， 并针对保护区实际确定了重点缴纳对象、参
保范围、缴费标准、补助办法及领取标准等方政策，从而有力地
促进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的开展。

淮滨县人武部
民兵预备役成支农主力

本报讯（通讯员赵兵李钟恺）淮滨县人武部从农村改
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发展出发，立足实际，充分发挥民兵预备
役示范带动作用，及时组织建制民兵投入试验区建设。目前，县
人武部已组织民兵

2

万余人投入到试验区“村村通”建设工程，开
挖并挖掘土石

30

余万立方米，共修筑公路
70

余公里，赢得人民群
众的广泛赞誉。

罗山县东铺乡
扎实做好信访稳定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李文辉）罗山县东铺乡属沿淮乡镇，不稳
定因素多，人访信访频繁。近年来，该乡乡党委、乡政府高度重视
信访工作，立足于从源头着手，狠抓矛盾排查化解，促进了社会
和谐稳定，为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营造了安定的环境。

该乡近年来连续荣获市委、市政府信访工作“四无乡镇”和县委、

县政府信访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商城县上石桥镇
合作经济组织蓬勃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陈先锋）近年来，商城县上石桥镇大力引
导、扶持带动、规范操作，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呈现出良好的发展
态势。截至目前，全镇注册成立合作组织

49

家，涉及农机、粮油种
植、养殖等多个领域，入社农户

5000

余户，入社率达
40%

以上，辐
射带动

300

余户农民走现代农业发展之路，农民的合作化程度明
显提高。

河区柳林乡
抓安全生产有的放矢

本报讯（通讯员熊伟颖）今年以来，河区柳林乡切实加
大力度，狠抓安全生产，营造社会安定和谐大环境。该乡针对当
前安全生产领域存在的非法违法现象， 着力建立安全生产隐患
排查治理长效机制， 实现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化、 规范化和经常
化。同时，该乡还针安全生产监管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不健全和
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着力建立
健全联合执法机制，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专项整治，强
化安全监管，从而促进了全乡安全生产工作明显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