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向店乡

进一步落实试验区建设工作责任

本报讯（张国文）日前，光山县南
向店乡结合本乡实际进一步落实试验
区建设工作责任

,

查漏补缺
,

以确保八
项改革各有突破， 试验区建设取得成
效。

加强领导。该乡根据省、市、县、乡
示范村村情的不同，成立试验区建设五
个分指挥部，分别由班子成员兼任指挥
长，一村一案，明确主攻方向、工作目
标。明确责任。该乡将《光山县

2010

年农

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目标管理
考评及督导体系实施办法》对乡镇所要
求的部分进一步细划，以通知的形式告
知各班子成员等相关责任人，并限期完
成。严格督导。该乡督导组每周五下午
督导一次并及时通报五个分指挥部及
八个课题组的工作开展情况。 同时，将
试验区建设各个指标的完成情况纳入
干部或责任单位的年终考评，与评优评
先相结合。

由

试

验

区

工

作

会

议

想

到

的

8

月
17

日的河南省农村改
革综合试验区工作会上， 我市
16

个县区、管理区、开发区的一
把手， 分别向大会汇报上半年
的工作情况和下半年的打算，

时长不到
50

分钟， 大家发言都
在
5

分钟内，诸如那些怎样提高
认识、 如何组织实施等枝蔓都
没有了， 大家开门见山直奔主
题，已经干了啥，即将再干啥，

一二三四，清楚明了。这正是落
实省委书记卢展工同志倡导的
求真务实精神的具体体现。当
然，这在“信阳会史”上并不罕
见。

曾记得
2006

年， 市委书记
王铁同志在市三次党代会上作
的题为《当好中原崛起生力军，

为建设魅力信阳而努力奋斗》

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全
文分六部分、

15000

字、

31

页的
篇幅。其中，

3200

多字，开门见
山点题， 简明扼要回顾，

7

个
“新” 字高度概括

3

年来全市经
济社会发生的变化， 读来令人
耳目一新。《报告》文字之精炼、

语言之精辟、结构之精致，主题
之突出，层次之明晰，文采之飞
扬。正如市委副书记、市长郭瑞
民与党代表讨论时指出：“《报
告》每处都闪耀着以人为本、科
学发展的火花。 其中近

2000

字
的第五部分提出‘从解决人民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入手，切实推进和
谐信阳建设。’就占到

1/7

的篇
幅。”从篇幅看内容、从内容看
文风、从文风看作风、从作风
看魅力，市三次党代会的《报
告》 堪称公文写作典范之一。

还记得，

2007

年
5

月间，我市党
政考察团赴东南发达地区“取
经”归来之际，王铁书记要求
考察团成员须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大文章”，仅见报
300

字。

此外， 全市县域经济工作会议
以及一些视频会议等， 都有时
长的限制……

文风、 会风， 都是党的作
风。从毛泽东同志批判“党八
股”，到邓小平同志倡导“讲短话、讲实话、讲新话”；

从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纠正不良文风，到胡锦涛同
志提出“改进学风和文风，精简会议和文件”。党的
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从中央做起，改革会
议制度，大力精简会议、文件和简报，切实改进文
风。”这几年，市委、市政府力主转变文风、会风直至
达到转变干部作风的目的。喜看今日之信阳，正是
致力干部作风的转变，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在克服困
难中坚持发展，在抢抓机遇中谋求发展，在开拓创
新中加快发展，进入了综合实力提升快、城乡面貌
变化大、人民群众得到实惠多的时期，站在了新的
历史起点上。

“删繁就简三秋树， 领异标新二月花。” 文风会
风，是态度、水平问题，也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归根结
底是作风问题，是干部作风建设的重要方面，不可能
毕其功于一役。殊不知，信息时代，书刊汗牛充栋，网
络信息海量， 更需要求真务实的作风。 只要你的文
稿、讲稿“有味”又“有料”，就能打动人、说服人。这就
好比想给别人“放电”首先需要自我“充电”一样。因
此，笔者以为，像文风、会风、作风一样，我们的农村
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一定能够夺取一个又一个
生动、鲜明、创新的果实。

︻

垄

上

行

︼

甘岸办事处

社会事业蓬勃发展

本报讯（张厚彬
)

近年来，

平桥区甘岸办事处坚持以人为
本，着力改善民生，大力发展社
会事业。

该办事处结合社区卫生平
台建设的有利时机， 利用好政
策、社会、卫生院的三方力量，对
卫生院建设进行招商改造。目前
投资

700

多万元建设集商、居、办
公为一体共

9000

平方米的“

U

”型
卫生院大楼正式启动，同时硬化
卫生院门前长

120

多米道路，提

升了卫生院的就医、办公等硬件
条件和外部环境。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参合率达

95%

，

5

个村卫生
室建设达标率达到

100%

。

此外， 该办事处编织多重
社会保障网， 落实城镇养老保
险扩面工作， 完成新型农村养
老保险任务，兑现城镇低保、农
村低保、五保户供养政策。

2004

年以来，在孔庄村、二郎村建成
两个“阳光家庭”，聘请两位专
职“阳光妈妈”。

【试验区
好

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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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工业城城东办事处
平桥区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核心区
鸡公山管理区李家寨镇
 河 区 供 销 社

信阳：合作社成农村改革试验区亮点

目前， 农民专业合作社把分散的土地连成
片， 把分散的农民抱成团， 把分散的资金打成
捆，把分散的技能拼成盘。一年多来，信阳市农
村改革试验风生水起，

3300

多家各种形式的合
作社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成为河南省农村改
革试验区的一大亮点。

第一个“吃螃蟹”的是光山县江湾村党支部
书记江世学。去年

3

月，他的江湾农村土地信用
合作社正式挂牌成立， 农户把自己不想耕种的
土地“存”到合作社，并从合作社获得“利息”。半
年以后，江湾土地信用合作社经营红火，“存贷”

土地
2900

多亩。

一个月后， 潢川县爱国村农民资金互助合
作社成立，他们吸引农民闲散资金，自办“农民

银行”，目前已发放贷款
260

多万元，带动了
50

多
户农民走上了致富路。

平桥区五里镇佛山村是个茶叶专业村。去
年，村里组织茶农成立了马氏茶叶专业合作社，

采取“分散种植、统一加工、统一品牌、统一销
售”的经营模式，既解决了茶农的“卖茶难”，又
把当地茶的品级提高了。

2009

年，茶农每亩收入
比往年增加

1100

多元。

信阳宏润冷冻加工有限公司牵头创办的淡
水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已辐射到信阳、驻马店
的
11

个县区的
35

个乡镇，设立
30

个分社，带动水
产养殖户万余户。

此外，还有各种形式的农机合作社、林业合
作社等，将

63

万户农民纳入专业合作组织，占信
阳农户总数的四成以上。

（原载
8

月
13

日《河南日报》）

□

常征

□

河南日报记者胡巨成本报记者常征

苏仙石乡

创新人才机制 促试验区发展

本报讯（记者周海燕）全
市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
设工作开展以来， 商城县苏仙
石乡高度重视人才创业工作，

把人才创业工作与当前招商引
资、项目建设、发展特色产业等
重点工作结合起来， 千方百计
激活民间资本， 增强乡村干部
(

包括大学生村干部
)

、 复退军
人、科技人员、回归人士、乡土
人才五种类型人才创业和就业
能力。目前，该乡新增个体工商
户
25

家，新增投资
1800

万元，吸
纳劳动力

850

人，新增税收
25

万
元。新增民营企业

3

家，即凤翔
食用菌种植合作社、 大别山矿
泉水厂、立海特种动物养殖场，

新增投资
1500

万元。

苏仙石乡有
10

个行政村，

人口
1.45

万人。近年来，该乡积
极引导创业人才投身农业发
展，鼓励机关、事业、企业、行政
村等单位各类创业人才参与农
村改革发展，领办、创办农民专
业合作组织、农业产业化企业、

高效农业庄园； 大力实施外出
务工经商人员“回归工程”，发
展“回归经济”。按照“立足实
情，统一规划，突出特色，全面
开发，加快发展”的思路进行统
筹布局， 将区域的创业设想与
全乡的发展方向进行有机的结
合， 并把人才创业工程实施情
况纳入目标管理， 形成组织有
方、工作得力、动转协调，务实
高效的工作体系， 推动人才创
业工程顺利实施。 如该乡金刚

台茶业专业合作社是由邓楼村
支部书记易先海、 东河村乡土
人才杨传根等人， 联合高稻场
茶场、金刚台茶场、邓楼茶场、

东河祥发茶场和部分茶农于
2007

年
5

月入股组建的新型农
村经济合作组织。

该乡以市场为导向、 以产
品为核心， 狠抓新良种茶园基
地建设，向科技、规模、管理要
质量、要效益。通过组建合作社
不断扩大茶叶种植面积，带动
更多茶农加入合作组织，壮大
合作社规模。如该乡子安贡茶
业专业合作社由县人大代表
张善平于

2008

年
11

月组建的，

该社现有社员
280

户， 茶园面
积

7500

亩，主要从事茶叶的种
植、加工、包装及销售，年产值
达

2000

万元。另外，该乡通过
合作社培训学校积极开展技术
培训， 使茶农按照科学方法规
范种植茶叶， 提高了茶叶品
质，增加了茶叶产量。该乡大
力开拓市场， 在大中城市设立
销售窗口，畅通销售渠道，做大
做强品牌效益， 加快茶产业开
发步伐。该乡现有中、小型茶叶
生产加工厂

30

多个，入社户
426

户，茶园面积
10000

多亩，年产
干茶

9

万公斤， 产值
1800

万元。

同时， 该乡还积极开发黑木
耳、土鸡蛋、鸭蛋干等具有地
方特色的土特产，建立销售网
络，将产品打入国内大中城市
的商场、超市，取得了很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中， 平桥区城
阳城址保护区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与贵州
国祥茅台酒厂达成合作， 走“公司

+

基地
+

农户”之
路， 贵州国祥茅台酒厂免费为当地农户提供红高粱
品种、指导种植技术，并以

3

元
/

公斤、

0.80

元
/

公斤的
保护价格，统一回收红高粱种子及其秸秆。平桥区城
阳城址保护区负责同志告诉记者，当地的地理位置、

土壤布局、气候特点等，比较适合种植红高粱，预计
亩产在

600

公斤左右，收益可观。图为平桥区城阳城
址保护区邱庄村

200

亩丰收在望的红高粱基地。

本报记者 常征摄

潢川县农业局

服务试验区建设重在创新

本报讯（记者成兆本）近年来，潢川县农
业局坚持走科技创新、科技富民之路，全面学
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强化服务，真抓实干，

从而使全县农业和农村经济呈现出持续健康
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创新土地流
转机制改革。该局积极引导和服务全县土地规
范流转，开展适度规模经营，从而进一步提高

了土地综合利用率， 提升了土地的产出比，促
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截至目前，全县土地
流转总面积为

43.5

万亩，其中耕地
35.2

万亩，新
增
1.6

万亩，林地面积
6.1

万亩，水面
1.2

万亩，其
他
1

万亩。全县各类流转大户达到
203

户，其中
流转

100

亩至
500

亩的大户
164

户，流转
500

亩以
上的大户

36

户。

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推进试

验区建设。该局采取正面引导、集中培训、政策
扶持等多种形式， 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领办、

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力开展农业标准化生
产、“三品”认证、品牌建设，不断扩大合作社规
模，全面提升合作社服务能力和水平。目前，全
县经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
到
611

个，新增
138

个，总量较去年增加
29%

。其
中组建隆古农民、光州茶业、牧欣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联社
3

家。 合作社农户总数达
6

万户，占
全县总农户数的

37%

；带动农户
7

万余户，占全
县农户总数的

43%

。隆古农民专业合作联社的
服务领域已延伸至广大农村，光州茶业研发的
“光州红茶”得到了市、县有关领导的充分肯定
和高度评价。

坚持“公司（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的模
式，把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重中之重。该局为
培优扶强龙头企业， 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
营，大企业生产规模，引导企业开展标准化生
产，实行定单生产，进一步增强龙头企业的企
业实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农业产业化经营工作
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目前，全县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已发展到

75

家， 新增
22

家，其
中市级

16

家、省级
8

家、国家级
1

家。

■

淮滨县把扶持退伍军人创业致富作为稳定
军心、构建和谐的大事来抓，出台优惠政策，扶持
退伍军人开展建功立业活动， 使一大批退伍军人
成为烟叶种植、市场运输方面的能手，目前

1300

多
名退伍军人走上创业致富路。

（通讯员赵兵李钟恺）

■

平桥区明港镇把沼气建设项目作为建设新
农村、改善人居环境，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抓手，目
前，已完成项目的

95%

，建成沼气池
2660

个，已投
入使用

2568

个，户均年创效益
680

元，涉及全镇
11

个村、

2800

户，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通讯员邱小花）

■

建设中的光山县“湿地公园”项目，位于县城三环路
与光潢路交汇处的紫水街道办事处五里墩街道居委会境
内，现有水面

103

亩，地势开阔，区位优越，分为湿地公园区、

商贸物流区、新型农村社区、观光农业示范园区。

(

通讯员陈功仕程新宇
)

■

今年上半年， 河区双井办事处新引进千万元以上
项目

4

个，计划总投资
1.7

亿元，且全部为民间资本，均顺利
开工建设或投产，其中豫龙鳝鱼养殖、豫丰蔬菜种植是大型
特色农业产业化项目和何寨、冯湾等区、乡示范村规划了占
地
350

亩的农民新村，即将开工建设。

(

通讯员王国锋
)

■

日前，河区谭家河乡召开乡党政联席会，专题学习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随即召开
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和党员组织生活会， 认真开展批
评与自我批评，从主观意识形态上自我解剖、自查自纠，同
时从客观上完善工程发包、山林拍卖等各项监管制度。

（通讯员王国安彭延斌）

■

新县八里畈镇创新新农保工作， 收取保费近
50

余万
元，占总任务的

50%

以上。 （通讯员邱勋烈李传喜）

【一句话新闻
】

潘新镇

大力开展“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

本报讯（戴登奎）村级公益事业建设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启动以来，罗
山县潘新镇坚持“民主决策、筹补结合、

村民受益、注重实效、全面推进、重点投
入、加强管理、阳光操作”的原则，按照
“统一规划、突出重点、因地制宜、连片
推进”的要求，推进“五个优先”公益事
业建设，以点带面，全面改善农民群众
生产生活条件，成效明显。

该镇严格按照《河南省村民一事一
议筹资筹劳管理办法》要求，积极引导农
民按程序、合理筹资筹劳，防止农民负担
反弹，具体操作中坚持“二公开三公示”，

全面接受社会群众监督， 提高财政奖补
工作的透明度和有效性； 宣传和发动群
众积极参与村级公益事业建设， 积极引
导创业成功人士、企业老板、社会名流参
与和资助村级公益事业建设， 在统一规
划，突出重点，因地制宜，连片推进的基
础上，坚持“五个优先”，全面推进。

组织实施好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
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发挥财政奖补资
金导向作用， 必将大大促进村级公益事
业健康发展， 全面改善农民群众生产生
活条件。该镇以提高群众对“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政策知晓率为突破口， 以激发
广大农民群众参与热情为主抓手， 加大
宣传力度，营造浓厚舆论氛围。一是召开

各种专题会，大会小相结合、促进会观摩
会相结合， 提高思想认识， 明确工作目
标，细化工作措施，落实工作责任；二是
通过悬挂过街横幅、张贴宣传标语、开设
宣传栏等多种方式进行广泛宣传； 三是
组织政策宣讲队，深入项目区农户家中，

散发政策问答小册子，面对面讲解政策，

使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该镇还高度重视村级公益事业建设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初步建立了
“政府资助，农民参与，社会支持”的村级
公益事业建设新机制， 有力促进了新农
村建设和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
设。目前，徐寨村等

7

个村和申林薮北茶
专业合作社等

8

个单位已完成
9

个“一事
一议”公益事业项目建设和项目财政奖
补申报工作， 项目投资预算总额近

390

万元，村民筹资筹劳
140

多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