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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6

日至
27

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卢展工（中），副省长刘满仓（左四）深入我市调研农业生产情况。 图为卢展工一行在罗
山县农业高效科技示范园调研时的情景。 本报记者吴菲摄

昨天下午， 省委常
委、 省委秘书长曹维新
（右三）在省委农办副主
任余学友（右二）、省农
业厅厅长朱孟洲（右一）

和市委副书记王道云
（右四）的陪同下，来到
商城县高科农机农艺合
作社检查指导工作。 曹
维新对该合作社推广农
业机械、降低劳动强度、

提高劳动效率、 增加农
民收入的做法给予充分
肯定， 希望合作社向扩
大规模、拉长产业链条、

发展现代农业的方向积
极努力。 图为曹维新在
该合作社了解情况时的
情景。

本报记者张泽元摄

编者按：“哪个也没有信阳的干部精神状
态那么好，干事创业的劲头这么足，发展的思
路这么广。大家争着干、比着干、抢着干、学着
干，而且没怨言。 ”近年来，来过信阳的人、尤
其是到信阳采访的中央级媒体记者都有这样
的感受。中央级媒体记者走遍全国各地，而每
次来信阳后却感到有很多新闻点可写、 值得
写。 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李弘彬、《经济日报》 记者冯举高就被我们信
阳的这种现象所感动，先后多次来信阳采访、

报道。 本文是他们在
4

月
19

日出版的《中国
经济周刊》

2010

年第
15

期上推出的又一篇
采访报道，用他们的话说：想以此报道为中部
其他地区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信阳经验”。

让世界了解信阳 让信阳走向世界

热烈祝贺中国茶都———信阳第十八届国际茶文化节隆重开幕!

Let Xinyang Be Known by the World

Let Xinyang Advance towards the World

Many Congratulations on the Opening of the 18th International Tea Culture Festival of Xinyang-Chinese Tea Capital !

河南省信阳市，中国中部典型的“农业大市”，一直是经济欠发达地区。 但近
3

年来，信阳生产总值连续跨越
500

亿元、

700

亿元、

800

亿
元台阶，并正在向

1000

亿元大关迈进。

2009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全社会用电量、工业用电量等四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居河南
省首位，全市生产总值增速居该省第五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居该省第三位，主要经济指标均进入该省先进行列。

与此同时，

2008

年以来，信阳先后被评为“全国最具投资潜力
20

强中小城市”、“中国十佳宜居城市”、首届“中国创业之城
20

强”等，且
均为河南省唯一入选的城市。

作为中部欠发达地区，信阳如何突破了农业大市的环境之困？

中部发展的“信阳经验”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李弘彬 《经济日报》记者冯举高河南省信阳市，位于河南南部的鄂豫皖三省
交界处。 革命战争时期，从这里走出了多支红军
主力部队和百余位将军。 在过去，由于长期受困
于“以农为主、一农独大”的农村自然经济发展格
局，信阳这个典型的中国中部“农业大市”远离大
城市， 一直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一水四山五分
田，其中半分是茶园”，既无特殊的经济资源，又
无雄厚的国有资本———建市之初，没有一家省属
或中央企业。

作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重地的信阳，在此条
件下如何实现率先发展？ 中共信阳市委书记王铁
表示： 值此深入总结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之际，

把“执政能力”作为最大的政治资源，把“执行力”

作为最大的行政资源，把“环境建设”作为最大的
发展资源， 把生态环境作为最大的经济优势，自
主发展，不等不靠，就是信阳的发展经验。

据统计， 近年来信阳全市生产总值连续跨

越
500

亿元、

700

亿元、

800

亿元台阶，

2010

年已
开始向

1000

亿元大关迈进。

2009

年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全社会用电量、工业用电量等四
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居河南省首位， 全市生
产总值增速居该省第五位，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速居该省第三位， 主要经济指标均进入该
省先进行列。

打造返乡农民工的“回归地”

作为农业大市，为彻底破解“三农”难题，信阳
市主动申请搞农村改革试验。

2009

年
4

月，信阳
市被河南省委、省政府正式批准为全省唯一的“农
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这也是全国第一个省辖
市的农村改革试验区。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信阳全市创办土地信

用合作社
206

家，建立土地流转中心
197

个，流转
总面积

745

万亩，其中
40%

的耕地、

43%

的林地得
到流转，流转土地千亩以上的

344

户；基本形成了
“土地银行”、股份合作、企业租赁、能人承包四种
模式和产业化带动、合作化拉动、机械化推动、惠
农化促动四种经验。

2009

年全市粮食总产量达到
114.6

亿斤，占全省
1/10

强，占全国
1/100

。

与此同时，信阳建立了市县乡三级担保网络，

目前全市金融机构新增贷款占新增存款比达到
80%

左右，全市成立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
279

家，

激起了农村金融改革一池春水， 有效地改善了农
业投入。

2009

年，全市新发展
61

万农户参加
3084

个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占全市农户总数的
40%

。 有
12

个农产品获得河南省名牌产品称号，

信阳毛尖、华英鸭获得“中国名牌产品”称号。

良好的政策环境不仅有力高效地促进了“农
业大市”的转型，而且还为返乡农民工创造了安居
乐业“回归地”。 截至去年年底，农民工返乡创业
2.6

万多项，总投资达
150

多亿元，带动就业
40

多
万人，占全市农村劳动力的十分之一。

“生态立市”

优越的生态环境， 为信阳的发展提供了强大
后劲。信阳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带，在中国
地理南北分界线上。 这里气候温暖，光照充足，四
季分明，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34%

，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

15

个百分点，素有“江南北国，北国江南”之
美誉。 新县、商城县等山区县森林覆盖率达

60%

以上，拥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

个、省级自然保护
区

5

个，其中鸡公山是全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全

市水土保持良好，空气环境质量居全省第一，水环
境质量是河南省最好的两个市之一， 人居环境良
好，是国家级生态建设示范市。

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是
信阳市委、市政府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挑战。

经过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 该市提出了全市
创建国家生态示范区的口号，树立起“生态立市”

和“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思想。 据介绍，

几年来，信阳实施了以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生态
工业、生态旅游、生态城镇、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生
物多样性保护等为重点的生态示范区建设工程。

通过几年的努力， 全市各县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
生态经济模式， 探索出了作为经济欠发达而生态
环境良好的农业大市靠生态脱贫致富， 依生态强
市的多样化生态经济模式。

2005

年，全市八县两区整体被命名为“国家
级生态示范区”，信阳市先后被命名为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国家生态建设示范市、省级文明城市。

优化审批制度吸引巨资
信阳市是全国

44

个交通枢纽城市之一。改革
开放尤其是撤地设市以来， 信阳交通发展实现了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沧桑巨变。

据统计，

2004

年至
2008

年，全市共投入各项
交通建设资金

180

亿多元，其中，争取市外资金约
120

亿元。全市公路总里程居全省第二，通达城乡
的

10

条省道和密布豫南大地的农村公路网，加上
正在建设的淮河航运工程， 构建形成了全市以
550

公里铁路为全市经济“大动脉”、以
440

公里
的高速公路为市域经济发展“主骨架”、以

1452

公
里的干线公路为支撑全市经济发展的“活经络”；

以
2.2

万公里农村公路为遍及全市的“毛细血管”

的综合交通网络。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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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届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副

委

员

长

盛

华

仁

来

我

市

考

察

本报讯（记者
关心亮）

4

月
27

日
下午， 十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兼秘书长盛华仁来
我市考察。 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张程
锋、副省长刘满仓，

市长郭瑞民、 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姚铁
璜、 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朱继先等陪
同考察。

盛华仁一行先
后实地考察了市污
水处理厂运转情况
和南湾湖水源地饮
用水安全情况。 在
市污水处理厂，盛
华仁登上污水处理
池， 仔细查看了污
水处理设施运转情
况， 并向有关负责
人询向污水处理的
相关情况。 当得知
污水处理后得到有
效利用时， 盛华仁
非常满意。他指出，

要按照流域或地区
水污染防治规划，

加快城市污水处理
厂及其配套管网建
设， 已建成但未正
常运转的， 要立即
采取措施， 确保正
常运转。

盛华仁还考察
了南湾湖， 并兴致
勃勃地登上茶岛，

观看炒茶工人炒制
信阳毛尖茶。 风景
秀丽的南湾湖茶
岛，春意盎然，茶香
四溢，游人如潮。此
时，正值“首届中国
南湾湖赏茶节”活
动月， 来自全国各
地的游客齐聚南湾
湖茶岛，�鲜茶、品
香茗、观茶景、对茶
歌、 跳茶舞、 学茶
艺， 倘徉在美不胜
收的碧水云天诗画
中， 纵情体验游茶
岛、 赏名茶的惬意
旅程。 南湾湖茶岛
赏茶节活动的开
展， 充分展示中国
茶文化和南湾湖茶
岛的深厚内涵，让
游客在饱览南湾湖
秀色的同时， 真切
体验和品味中国茶
文化的博大精深。

盛华仁还考察
了河新八景之一
的“望湖轩”水库展
示馆和河

1

号橡
胶坝。

抓好重中之重 维护粮食安全

———卢展工到信阳调研粮食生产

春深时节， 信阳大地满目葱
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4

月
26

日至
27

日， 带着对
农业生产的重视， 带着对广大农
民的关爱，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卢展工深入我市农村，走

进田间地头，来到村民家中，察看
小麦长势，看望慰问群众，倾听大
家所思所想所盼。

副省长刘满仓，省委农办、省

农业厅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市委书记王铁、 市委副书记
王道云陪同调研。

信阳是农业大市、产粮大市，

粮食生产既关系着国家的粮食安
全，也关系着广大农民的增收。今
年小麦长势如何， 广大农民还有
哪些期盼， 是卢展工此行关注的
问题。

从农业高效科技示范田，到
中低产改造田，到麦瓜套种田，再
到普通麦田，一天多的时间内，卢
展工前往息县和罗山县， 先后在
息县路口乡、 项店镇和罗山县东
铺乡的

4

个村里察看小麦长势情
况。 他站在田埂上与技术人员和
农民群众亲切交谈， 俯身仔细察
看麦穗饱满程度， 一站就是十几
分钟、几十分钟。他还两次在村里
召开座谈会， 与农民群众围坐在
一起，畅谈粮食增产、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之计。

四月的豫南大地，风景秀丽。

块块麦田绿浪翻滚， 涌动着丰收
的气息。

息县盛产小麦、 水稻， 素有
“有钱难买息县坡，一半米饭一半
馍”的美誉。 这里不仅是国家“九
五”商品粮基地县、河南省粮食生
产百强县，更连续三年被评为“全
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26

日下午，

卢展工来到位于息县项店镇的李
楼村， 与该村的老支书李长同亲
切攀谈， 详细询问今年小麦的预
计产量、每亩的纯收入等情况。走
在窄窄的田埂上， 凝望着麦穗饱
满的麦田， 卢展工高兴地说：“这
麦子长得真好！ ”麦田与村庄紧相
连，眺望连片的别墅，卢展工说：

“那里是你们建设的新农村？ 挺
好！ ”

近年来， 李楼村按照群众自
愿、量力而行、统筹安排、分步实
施的原则， 采取群众联建的模式
实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规划建
设住房

478

套， 分
6

期进行。 目
前，一、二期工程已全部完工，三
期工程

37

套别墅式样本房正在
施工中， 全部建成入住后可复耕
土地近

1800

亩。在新居建设的同
时， 该村还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
设，不断完善社区功能。 目前，入
住的居民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
水和太阳能，开通了宽带，使用上
电脑及“平安互助网”，重要部位
还安装了电子监控器， 初步达到
了便民、保障、环卫、安全、文明和
民主的“六新”标准。

从田间出来便到了村子，听
着老支书李长同的介绍， 看着笔
直宽阔的水泥路， 卢展工说：“我
们走走你这阳光大道！ ”说着，他
率先朝着阳光照耀下的别墅群走
去。“你们这房子盖下来多少钱？”

站在一家农户大门前， 卢展工与
主人赵天学聊了起来。 “

13

万多
元，政府还补贴了一点。”“住着怎
么样？ ”“很实惠， 城里人来了都
‘眼气’。 ”看着自己的新居，赵天
学满脸笑容。闻言，卢展工笑了起
来：“什么时候城里人都羡慕农
村，那就好了！ ”

从文化娱乐广场到图书室，

从卫生室到敬老院， 卢展工在村
里一路走一路看，仔细地了解，认
真地倾听， 亲切地送上问候和祝
福。 他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不仅是建几栋房子，（下转第二版）

4

月
27

日下午，市委书记王铁亲切会见前来参加中国茶都———信阳第十八届国
际茶文化节的中广核集团市场总监张焱廷（左），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
会谈。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广胜参加会见。 本报记者吴菲摄

□

本报记者吴菲胡瑜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