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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谭剑谢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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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
陈廷禄等人组成，请债权人于

2010

年
6

月
25

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信阳市平桥区吉润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声明
兹有罗山县新飞太阳能专

卖店的税务发票专用章，章号：

413028650528002

及税务登记
证，证号：

413028650528002

，因
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声明
兹有新县慧民堂医药零

售连锁公司郭家河药店的营

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130291220064

及新县慧民

堂医药零售连锁公司的营业

执照副本， 注册号：

411523100000602

，因不慎丢

失，特声明作废。

公告
为认真贯彻《物权法》和《房屋登记办法》，维护房产权利人的

合法权益，自
2010

年
6

月
1

日起，我中心开始启用信阳市房地产综合
业务管理信息系统， 因系统启用升级可能给办事群众带来的不便
敬请社会各界谅解。

特此公告
信阳市房产管理中心

2010

年
6

月
23

日

注销公告
信阳市三江矿业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郑梅
等人组成， 请债权人于

2010

年
6

月
25

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

、

、

1968

公安部
确定涉牌涉证违法行为整治
全国集中统一行动日

新华社北京
6

月
23

日电
（记者邹伟周英锋） 记者
23

日从公安部获悉，自
6

月
10

日
公安部在全国部署开展机动车
涉牌涉证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
动以来， 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
门立即组织开展了高密度、高
频度的查缉行动。 为深入推进
专项整治工作， 公安部确定将
每月

10

日、

25

日作为涉牌涉证
违法行为整治全国集中统一行
动日。

按照部署， 集中统一行动
期间， 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将最大限度调集警力， 集中开
展查缉行动， 形成严管严查使
用假牌套牌、故意遮挡、污损号
牌和不按规定安装号牌等违法
行为的高压态势。

———多警种联合查缉。各
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积极会同
警务督察、治安、刑侦、巡警、特
警等部门，建立多警联动机制，

共同开展专项整治， 联合查处
制假、 贩假窝点和违法犯罪团
伙，加大打击违法犯罪的力度。

———跨区域联动作战。各
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加强与
相邻省、市的信息互通和共享，

组织开展多省、 市参与的区域
联动整治以及重点高速公路的
沿线联动整治，集中时间，集中
力量，步调一致，无缝衔接，从
而形成严管严查高压态势。

———动态管控。 城市道路
和高速公路将是查缉的重点。

各地将在省际、 市际卡口和高
速公路收费站、 服务区设置检
查卡点， 加大对重点车型的检
查力度， 从严查处涉牌涉证违
法行为， 提高执法效率和快速
反应能力。

———主动出击。 在分析涉
牌涉证违法车辆上路行驶规律
特点的基础上， 各地将派出以
假牌假证查缉能手带领的执法
小分队到城郊接合部、 大型公
共停车场、 二手车交易市场等
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检查，逐
车比对停放车辆。

———精确打击。 各地将进
一步提高查处手段的科技化水
平， 充分发挥道路交通监控系
统覆盖面广、 查缉效率高等优
势，实现与假牌套牌“黑名单”

库的关联，自动识别、比对和报
警， 确保路面执勤民警能够迅
速、 及时地查处涉嫌车辆。

夏粮丰收已成定局总产将超2460亿斤
新华社石家庄

6

月
24

日电
（记者董峻） 据农业部农情
调度， 今年夏粮总产将超过
2460

亿斤， 接近上年水平。其
中，冬小麦产量

2170

亿斤以上，

比上年略增。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
24

日在
河北省唐山市考察三夏生产情
况时说， 截至

23

日全国夏收小
麦已收获

3.08

亿亩， 占应收面
积的

90.4％

。 从各地田间测产
和实打实收情况看， 夏粮丰收
已成定局。

据韩长赋介绍， 今年夏粮
生产呈现四个特点： 一是面积
继续增加。 预计夏粮面积

4.11

亿亩，比上年增加
52

万亩。二是
单产因灾略减。 受西南地区特
大旱灾影响， 预计全国夏粮平
均亩产比历史最高的去年略
减， 与前三年平均水平基本相
当。三是主产省全部增产。

11

个
夏粮主产省（区）均有不同程度
的增产。 四是西南地区因旱减
产较多。云南、贵州、广西三省
区夏粮减产幅度超过三分之
一。

韩长赋说， 今年夏粮生产
经受了西南地区历史罕见特大
干旱、 北方冬麦区多年少有持
续低温雨雪天气等灾害的严峻
考验，获得好收成来之不易，主
要得益于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

重视粮食和农业生产， 针对今
年春耕生产面临的特殊困难，

在春耕生产的关键时节， 采取
了一系列超常规的政策措施，

出台了一系列含金量高、 针对
性强的支持政策， 为抗击低温
干旱、 夺取夏粮丰收产生了强
大的促进作用。

同时， 也得益于促弱转壮
和管理措施及时落实到位，有
效促进苗情转化升级， 延长幼
穗分化和灌浆成熟时间，提高灌
浆效率和强度，促进了夏粮产量
的形成；得益于指导服务及时有
力，实施“奋战六十天、再夺夏粮
丰收”麦田管理行动，为夏粮获
得好收成赢得了主动。

为了使丰收的粮食颗粒归
仓， 农业部组织开展了全国大
规模小麦跨区机收会战。“三
夏” 期间主产省共投入

1400

万
台套农机具参加抢收抢种作
业， 其中小麦联合收割机

47

万
台，比去年增加

3

万台，小麦机
收水平达到了

86％

以上。

针对今夏各地麦收普遍推
迟

7

到
10

天，熟期集中，农时紧
张，抢收抢种任务重的特点，农
业部提早安排， 加强机具组织
调度，增加机具投入量，加快作
业进度，实现了成熟一亩，收获
一亩，播种一亩，使丰收在望变
成丰收到手。

县委书记“签发”劳教文件是滥用权力经记者采访核实， 湖南省永州
市双牌县农民何吉上因举报村支书
侵占退耕还林款并多次到县委、县
政府上访，被双牌县委认定为“聚众
扰乱国家机关秩序”“非法煽动组织
他人上访”“威胁侮辱接访干部”。在
检察机关认定其不构成犯罪后，双
牌县委书记却以县委、 县政府名义
向永州市公安局签发函， 要求对何
吉上“依法予以”劳动教养。

举报和上访均是法律赋予我国
公民应有的权利。 姑且不论何吉上
的举报和上访行为是否合理， 这种
动辄就利用手中权力对举报者和上
访群众采取“扣帽子”“穿小鞋”的行

为本身就与建设法制社会的精神格
格不入，而以“聚众扰乱国家机关秩
序” 为名对举上访者实行劳动教养
更是对权力的滥用。

依照我国有关劳动教养的法
规，对“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均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劳
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这是必须
遵守的法定程序， 不遵守这一程序
本身就是对于法律的蔑视。

法规同时还规定，“对需要劳动

教养的人，承办单位必须查清事实，

征求本人所在单位或街道组织的意
见，报请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批，

做出劳动教养的决定。 向本人及家
属宣布劳动教养的依据和期限。被
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教养通知书上
签名。”而何吉上的律师介绍，这些
程序在本案中“均被省略”，对何吉
上的劳教决定书上也只有两个民警
的签名。

一纸“漏洞百出”的劳教决定书

何以顺利出笼？在何吉上一案中，行
政权力对司法的干预和影响清晰可
见。在县委书记签发的这份《中共双
牌县委、 双牌县人民政府关于对违
法上访人员何吉上依法予以劳动教
养的函》中，对何吉上的行为措辞十
分严厉，已大有提前“判处”何吉上
劳动教养之意。 一位长期在基层工
作的律师认为，在何吉上一案中，可
以明显看出当地党委、 政府对何吉
上实行劳动教养一事，“早就定好了

调子。”

近年来， 少数地方政府对群众
上访采取的“过度反应”屡见不鲜，

一些地方对“屡教不改”的上访者或
采取拘留，或采取劳教，甚至直接送
进精神病院。 对付上访群众的手段
不断“翻新”，但一些地方政府对于
上访激增却很少反思政府自身原
因。

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 加强法
制化建设是做好新时期信访工作的
根本保证。 而对于地方党委政府来
说，对于群众上访更应持宽容、理解
的态度

,

要严格依法办事，绝不能动
辄对上访群众冠以“非法上访”“扰
乱国家机关秩序”等“欲加之罪”。

（新华社长沙
6

月
24

日电）

持续增产的神话是怎样创造的

———写在河南省夏粮总产连续7年创新高之际

我国第一产粮大省、素有“中原粮仓”之
称的河南省再传捷报：

24

日经国家统计局核
准，河南省今年夏粮总产量达到

618.14

亿斤，

较上年增加
5.14

亿斤， 增长
0.8％

； 平均亩产
776.6

斤，较上年增长
0.5％

。至此，夏粮总产量
实现连续八年增产、连续七年创历史新高。

专家认为，河南省夏粮再夺丰收，有效地
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 同时对促进国民经济
平稳较快发展、抵御全球金融危机、应对通胀
预期具有重要意义。

单产总产俱创新高

中原麦区频传捷报

“我种了几十年庄稼，第一次看到长得这
么饱的麦粒。光看这麦粒，今年收成肯定错不
了。”夏收时节，望着联合收割机里吐出的新
麦， 河南省鹤壁市王庄乡刘井固村农民刘世
明喜滋滋地对记者说。

经国家小麦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河南省农
科院等单位的小麦专家
实打验收， 刘世明家麦
地所在的鹤壁市浚县王
庄乡

3

万亩连片小麦高
产示范方平均亩产

611.6

公斤，创
3

万亩以上连片
小麦平均亩产超

600

公
斤的全国高产纪录。

此前， 位于鹤壁市
淇滨区矩桥镇刘寨村的
小麦万亩示范方也传出
捷报：经专家测产验收，

平均亩产为
695.4

公斤，

刷新了全国万亩连片小
麦平均亩产最高纪录。

农业部小麦专家指导组副组长郭天财教
授认为，在今年长期低温条件下，河南省小麦
不仅再获丰收，而且创出成片单产新纪录，不
仅表明河南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持续提
高，而且可以为我国整乡、整县开展高产创建
提供了样板。

河南省的丰收确实来之不易。 河南省农
业厅总经济师魏仲生说， 河南省今年夏粮播
种面积达到

7960

万亩，比上年增加
25

万亩，良
种覆盖率接近

100％

。 但去年
11

月中旬以后，

河南省连续出现多次寒潮，低温持续时间长，

全省小麦提前半月进入越冬期， 造成大部分
小麦冬前生长量普遍不足，个体偏弱、群体偏
小， 全省一二类苗同比减少

1.9

个百分点。罕
见的持续低温， 使河南省小麦冬季苗情成为
近年来最差的一年。

面对严峻形势，河南省委、省政府坚决贯
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

1

号文件和全国春
季农业生产工作会议精神， 按照“稳粮保供
给、增收惠民生”的要求，持之以恒、毫不松懈
地抓粮食生产。

科技入户禾苗壮

政策到位粮满仓

“粮食怎么保？”面对这个带有全局性的
重大课题， 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强调，“全省
各级党委、 政府在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忽视和
放松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必须“时刻
绷紧粮食生产这根弦”；省长郭庚茂指出：“确

保粮食稳定增产是我们应尽的政治责任，也
是河南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实现跨越式发展
的必要基础。”

在河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今年
入春以来，河南省各地按照“以促为主、措施
前移、分类指导、因苗管理、加快苗情转化升
级”的要求，广泛动员群众，狠抓管理措施落
实，着力促进小麦苗情转化。农业部门印发了
2

万份麦田管理技术规程手册，发放到全省每
个农业科技人员手中， 以帮助农技人员指导
农民搞好冬春麦田管理。同时，全省还扎实开
展了“万名科技人员包万村”服务活动，加快
麦田管理技术的推广应用。

在鹤壁市， 农业科技人员通过安装在田
间地头的“探头”———农田监视器，实现农田
生态环境和作物生育期、苗情、长势以及灾情
等的可视化，足不出户就可直观、清晰地观察
到大田作物长势、生长环境，极大地提高了农
业生产墒情监测、 病虫害防治、 防灾减灾水
平。

在滑县， 有几个农民皆知的热线电
话———“

12316

”、 农业科技服务热线
“

8162283

”和植保咨询热线“

8162519

”。这些
电话有专人值班， 随时为农民解疑释惑。此

外，当地农业科技服务人员还尝试利用“

QQ

视
频”为农民答疑。

据河南省农业厅有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夏
粮生产期间，全省通过各种形式培训农民

540

多
万人次，下派技术人员

1.4

万人次。全省麦田春
季中耕

5319

万亩、追肥
6940

万亩，分别比上年多
1200

万亩和
1900

万亩，是近年来最大的一年。

经全省上下共同努力，到今年
3

月底，河南
省小麦一二类苗占到麦播面积的

87％

，较
2

月初
提高近

5

个百分点，小麦生产总体恢复正常。

4

月
中旬虽然出现了全省范围的降温天气， 但由于
应对工作及时有效，

170

多万亩受到不同程度低
温冻害影响的小麦， 苗情也大部分得到及时转
化。

在抓好小麦苗情转化的同时， 河南省还认
真落实中央各项惠农政策， 充分调动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截至

3

月底，全省今年的粮食直补和
农资综合直补资金全部兑现到位， 共向农民兑
现两项直补资金

78

亿元（含县筹集资金），

1930

万农户受益，亩均补
82

元，成为全国较早完成种

粮直补兑现工作的省份。此外，河南省还将中央
新增

7.5

亿元农资综合补助资金全部用于小型
农田水利建设， 以进一步提高农田防灾抗灾能
力。

重粮固本富中原

河南省以占全国
1 ／ 16

的土地产出了占全国
1 ／ 10

以上的粮食， 取得了粮食总产连续十年居
全国第一的巨大成绩。河南省占全国

1 ／ 4

强的小
麦产量，不仅养活了全省近

1

亿人口，而且每年
还输出原粮及制成品

300

亿斤。这一成就，可谓
河南人民在中原大地上创造了一个现代神话。

那么，神话是怎么创造的呢？

河南省委、 省政府多年来始终高度重视粮
食生产， 始终将其放在全部工作重中之重的位
置， 是全省粮食连续多年稳产增产最重要的原
因。在推进中原崛起、实现快速赶超的“工业化、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新一届河南省委
更是明确提出决不以牺牲粮食和农业为代价，

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各项重农惠农政策， 不断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业服务体系，稳
定提高全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大力推动粮食
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河南省粮食生产的成就， 得益于科技的支

撑和提升作用。数据显示，

2004

年河南省夏粮平
均亩产

681

斤，居全国第一；到
2010

年，河南省夏
粮单产增加到

776.6

斤。短短六年时间，夏粮单
产增加了近百斤。这当中，蕴
藏着科技工作者对粮食的情
感、对农业的贡献。

河南省农业厅有关负责
人介绍，近年来，河南省选育
了郑麦

9023

、郑单
958

等一大
批产量高、品质好的农作物新
品种， 并重点推广了机耕深
耕、种子包衣、配方施肥、旱作
栽培等关键耕作技术。截至目
前，河南省的主要农作物良种
覆盖率在

98％

以上，小麦品种
经过

9

次换代， 平均亩产已由
1949

年的不足百斤增加到目
前的接近

800

斤， 增长了近
10

倍，小麦良种对小麦生产的科
技贡献率达

40％

，位居全国第
一。

提高种粮比较效益，发展农业产业化，是河
南省粮食持续增产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河南省
围绕“农”字做文章，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

将粮食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实现了农业生产
的持续增效和农民的持续增收， 进而提高了农
民的种粮积极性。

种粮比较效益低，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河
南省另辟蹊径，近些年大做粮食产业文章，不断
拉长以粮为主的农产品产业链条，“从中原粮仓
变国人厨房，从国人厨房变全球餐桌”。近年来，

全省农副产品加工业以年均
20％

以上的速度增
长，已初步实现了由“卖原粮”到“卖产品”、由
“中国粮仓”到“国人厨房”的转变。

据河南省农业厅有关负责人介绍， 经过多
年发展，目前河南省农副产品加工业增加值已
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四分之一， 成为全省第
一大支柱产业，年产值达

4000

多亿元，居全国
第二位。火腿肠、味精、面粉、方便面、挂面、面
制速冻食品等产量居全国首位。 粮食制品加
工业、肉制品加工业、乳制品加工业、水果蔬
菜加工业、油脂业、烟酒休闲食品业等成为六
大优势产业。 全省

6000

多万农民人均从农业
产业化中收益近

2000

多元， 成为农民增收的
主要来源。 （新华社郑州

6

月
24

日电）

河南省沁阳市西向镇常乐村一位村民在收
割机前用口袋装小麦。新华社记者王颂摄

6

月
24

日，在河南省淮阳县南关一粮食收
购点，一位农民在清点刚刚领到手的售粮款。

新华社发
(

杨正华摄
)

6

月
24

日，河南省淮阳县王店乡农民在当地一粮食收购点喜售
丰收粮。 新华社发

(

杨正华摄
)

河南省滑县留固镇温庄村的两位村民在麦场上扬场。

新华社记者王颂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