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

教

育

育

园

园

区

区

淮滨县教育园区位于新城区淮河大道西段北侧，

规划用地
1000

余亩。规划新建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十
二年一贯制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寄宿制中学、全托幼
儿园各一所，并配套综合体育健身场馆、学术交流中心
等公共设施建设。

目前，建筑面积
18

万平方米，预算投资近
3

亿元的
教育园区工程已全面启动。 其中由江苏省民营企业与
江苏省重点中学部分名师共同投资

6000

余万元兴建的
十二年一贯制的淮滨外国语学校， 于

2009

年秋季顺利
实现招生。目前，学校秩序井然，二期工程正在施工，各
方面工作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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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船业是淮滨县传统优势产业， 也是纳入河南省
“十一五”规划予以重点支持的装备制造业。淮滨县按照
船舶工业“产业化发展、园区化管理、社会化服务”的发
展思路，整合全县造船业资源，规划兴建了淮滨县船舶
工业集聚区，园区规划面积

364000

平方米。

淮滨县江淮造船工业园区被河南省政府评定为
“河南省中小企业创业基地”、“河南省中型企业”。

2010

年被河南省工信厅列为“全省
50

家重点扶持的装备工
业企业”候选企业，与江苏省船舶研究院共同研制开发
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淮河牌”

5004500

吨位钢质系
列货船被国家交通运输部评定为内河标准化船型得到
推广。

目前， 江淮造船工业园区有船舶制造企业
5

家，年
生产

500

吨至
4500

吨位钢质系列货船
500

艘。

2008

年、

2009

年
5

家船舶生产企业完成造船
410

艘
45

万载重吨、

490

艘
65

万载重吨， 实现产值
6.9

亿元、

9.1

亿元。 进入
2010

年以来，

5

家船舶生产企业全部进入满负荷生产。

园区内直接从事船舶生产的产业工人达
5500

人， 可以
为社会提供劳动就业机会

20000

个以上。同时，造船业
带动了原材料、电力、机械、轻工、商业、物流、服务等相
关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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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节特刊

县区篇

中共淮滨县委书记李强、淮滨县人民政府县长吴刚偕全县人民

预祝中国茶都———信阳第十八届国际茶文化节圆满成功

魅 力 淮 滨 欢 迎 您

中共淮滨县委书记李强 淮滨县人民政府县长吴刚

淮滨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 因地处
淮河之滨而得名。她东连合肥，南望武汉，

西邻信阳，北与阜阳接壤，现辖
17

个乡镇，

总面积
1208.6

平方公里，人口
72

万，是豫
东南地区的边贸重地和鄂豫皖三省的交
通要道及物资集散地， 具有独特的政治、

经济、文化优势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历史悠久人杰地灵
淮滨，古为豫、扬两州边陲，西周时

为息、蒋两国旧地，春秋时属楚，早在一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 就已经有人类在
此繁衍生息。从西周时期的蒋国都城，到
南北朝割据时期的安宁县治； 从明代的
固城巡检司，到清代的乌龙州判署，无不
充分显示了淮滨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特殊
位置。历史上被称为“清官第一人”，在治
国、治军、治水等方面都有重大建树的楚
国名相孙叔敖就诞生在这里。 期思蒋国
故城遗址在

1986

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确
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期思镇是公认
的全球蒋姓华人的根祖地。

资源丰富物产富饶
淮滨位于我国秦岭———淮河这条重

要地理分界线上， 属暖温带向北亚热带
过渡地区，气候温湿，雨量充沛，四季分
明。县境被洪河、闾河、白露河四面环绕，

淮河干流横贯其中，素有“百里水乡”之
称。淮河干流流经县境

70

公里，流域面积
1200

多平方公里，总径流量
3.3

亿立方米。

淮河黄砂资源丰富， 每年过境黄砂达
20

亿立方米， 淮河淮滨段有
50

多公里长可

供开采的黄砂资源， 砂层深厚， 易于开
采，且颗粒均匀，砂质纯净，质地坚硬，凝
结度高，是优质的建筑材料。作为国家杨
木生产基地县，全县杨树达

7000

万株，活
立木蓄积量达

200

万立方米，杨木加工方
兴未艾，成为农民致富的“绿色银行”。

淮滨是传统的平原农区， 农业基础
坚实，自古就有“鱼米之乡”的美誉。“走
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曾是流传南北
的民谣；“收了淮河湾，富甲半边天”也曾
有过冠盖九州的诱惑。这里沃野平畴，气
候适宜，农副产品资源丰富，盛产小麦、

水稻、玉米、棉花、烟叶、红麻、油料等。水
生动物种类繁多，仅鱼类就有

6

目
15

科
31

种， 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县和国家黄淮海
平原农业开发县。此外，这里出产的息半
夏、猫爪苗等土特产品，以其品质优良而
闻名遐迩，猪、牛、鸡等特色农业形成规
模，造船、水运开发潜力巨大。

田美水秀风光旖旎
淮河无处不风景， 一方田野就是一

幅精美的图画，一把泥土蕴含万般风情。

当淮滨大地撩开她那神秘的面纱， 人们

将领略到大自然匠心独运的画卷。 淮滨
县河渠纵横， 湖塘密布， 全县水面

8.8

万
亩。 众多的河流湖泊造就了淮滨美丽的
水乡风光。“京尘无处可轩眉， 照面淮滨
喜自知”。拥有

3400

公顷水面和滩涂的淮
南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不仅遍布珍奇
物种，而且风景秀丽、景色宜人。平坦如
砥的淮河平原，绿树成荫、沃野千里。“百
尺层楼村远近，一湾流水屋西东”、“风里
麦苗连地起，雨中杨柳带烟垂”，这些如
画的诗句就是淮滨水乡风光的真实写
照。淮滨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美丽滨城恰
似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镶嵌在淮河的
臂弯里。“翠岛琼阁沉影碧， 游廊静榭映
人清”。 清秀妩媚的大东湖和小西湖，一
桥相连，巧夺天工，凸显滨城水景园林的
鲜明特色。繁忙兴盛的淮滨港，宽阔通达
的淮河大道，时尚流韵的淮河公园，简约
大气的行政新区，古朴典雅的淮河饭店，

商贾云集的商贸城， 鳞次栉比的商业店
铺，尽显滨城的秀美和繁华。传统与浪漫
在这里融会， 江南的秀丽与中原的豪放
在这里汇聚， 一座魅力四射的现代化城
市正以惊人的速度在淮河岸畔崛起。

区位优越交通便捷
淮滨区位优越，得淮河舟楫之利，成为

中原通往东南沿海的水运要塞。 淮河淮滨
港是河南省最大的内陆码头， 水运通达长
江， 年吞吐量达

60

万吨。 京九铁路横贯南
北，淮滨站与淮河淮滨港毗邻，为水陆对接
联运创造了条件。华北、中原与华东的货物
往来通过京九铁路和淮河水运得以进入长
江，通达沿海。水陆联运的实现，不仅能够
分流铁路运输紧张的压力， 而且可以大大
降低运输的费用。县境与

312

国道、

106

国道
仅相距

10

公里，距阜阳航空港仅
50

公里，连
接国道、机场、火车站、港口码头的公路已
达到国家二级公路标准。一个公路、铁路、

水运、航空相互衔连的立体交通网络，已经
构架在淮滨大地上。良好的区位优势，便捷
的交通条件，先进的通信工具，使淮滨与全
国各地的距离拉近。

综合试验全面推进
随着河南省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

区建设大幕的拉启，淮滨县大力弘扬“敢
于争先、永不懈怠”的新时期淮滨精神，

抢抓机遇，勇探新路，浓墨重彩做好“八
篇文章”

,

再现了红土地上的风云画卷。土
地流转稳步推进， 全县已流转农村土地
61.9

万亩， 千亩以上流转大户
30

余户。专
业合作组织蓬勃发展， 全县各类专业合
作组织已发展到

209

个，其中有
10

家被确
定为省、市级示范合作社，全县

200

余家
农业产业化企业年销售收入达

10

亿元，

有
16

家成为省、市级重点龙头企业。金融
创新成效明显，先后成立了金财担保等

5

家担保公司， 在全市率先构筑了比较完
善的县、乡、村三级担保网络，成立的农
村资产流转担保中心在全市首开先河。

文化引领反响良好，以“让淮河文化铸就
淮滨”为主题，全力推进“淮河博物馆、淮
河文化开发区、 蒋氏根亲文化和孙叔敖
廉吏治水文化”等四大重点项目建设。城
乡一体化建设步伐加快，全县

289

个村已
建成农民新村

44

个， 累计投资达
9.3

亿
元。社会保障全面推进，新型农村养老保
险试点工作正在

5

个乡镇
5

个行政村有序
展开， 以村级卫生室建设和村医培训为
重点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得到进一
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富有活力，大力实

施党建“三大工程”，加强党务中心建设，

强化党员培训教育， 开展党员设岗定责
活动，广泛推广“

4+2

”工作法，基层战斗
堡垒作用明显增强。 人力资源开发形势
喜人。广大外出成功人士、外地客商、大
学生村干部、 经济能人等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积极投身试验区建设，带动了农村
经济发展。

环境宽松发展快速
淮滨有宽松的投资政策和良好的投

资环境，城市功能齐全，服务设施好、服
务质量优、服务效率高，为国内外客商提
供了创造财富、 大展宏图的一切便利条
件。 规划面积

7.9

平方公里的产业集聚区
位于新城区东部，水、电、路、通信、燃气等
配套设施健全完善， 已入驻川大纺织、昊
天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上海东杰高分子材
料有限公司、北京康倍得等国内外知名企
业
30

多家，初步形成了建材、纺织、酿酒、

杨木加工、粮食加工、畜禽加工等六大产
业集群。 淮滨不仅是一方投资的热土，而
且是一片不断创造奇迹的土地。先后荣获
了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全国生态示范
县、全国双拥模范县、全国科普示范县、省
级卫生县城、中国最具投资价值县、全国
科技进步县等称号，标志着淮滨已进入发
展最快时期， 彰显了淮滨良好的政治生
态、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

生机勃勃、前景辉煌的淮滨，竭诚欢
迎国内外各界人士前来观光旅游、 投资
兴业。我们将精诚合作，共写淮滨历史新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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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文化开发区位于县城新西湖区，

规划面积
5000

亩，概算投资
3.9

亿元。

该项目规划分三个阶段，近期为
2009

年至
2012

年， 中期为
2013

年至
2016

年，远
期规划到

2020

年。 规划总体空间布局为
“

4+4

”，即一带、一心、一廊、一环、四区，

“一带”为浓缩淮河景观带，“一心”为淮河

文化会展中心，“一廊” 为淮河文化长廊，

“一环”为环湖自行车运动环，“四区”为入
口接待区、船文化博览园区、滨湖休闲区
和滨湖居住区。

2010

年，完成“走读淮河”项目一期土
方工程，一期工程桥、涵、主干道、次干道、

给排水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和部分景点
施工图的设计和“走读淮河”项目浓缩淮
河景观带的部分景点建设，启动二期土方
工程建设，完成年度投资

5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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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滨县产业集聚区位于淮滨北岗新
城区东北部，规划面积

7.9

平方公里，区位
优越，交通便捷。

近年来，淮滨县按照“企业（项目）集
中布局、产业集群发展、资源集约利用、

功能集合构建”的原则，高起点规划，高
标准建设，高效能服务，强力推进基础
设施建设。目前，已新修配套了“两纵四
横”道路，实现了“六通一平”和绿化、亮

化，新建标准厂房
33600

平方米，基础设
施覆盖面积达

4.3

平方公里，先后有“万
和纺织”、“川大纺织”、“富贵粮油”等

35

家工业企业入驻淮滨县产业集聚区，累
计完成投资

14.9

亿元人民币。

2009

年，产
业集聚区拥有企业（单位）

55

家，实现营
业收入

31.09

亿元， 完成税收
7130

万元，

解决就业
12000

人，其中，企业
35

家，营业
收入

26

亿元。 一个功能分区明晰、 基础
设施配套、 主导产业突出、 管理水平先
进、 环境整洁、 优美的新型产业集聚区
已粗具雏形。

教育园区示意图

淮河文化开发区示意图

工厂一角

造船厂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