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31

日，在
山东师范大学
附属小学，二年
级四班的同学
将暑期实践活
动做成展板，和
大家一起分享
交流。

在度过了两
个月的假期生活
后， 山东省中小
学生将于

9

月
1

日
迎来新学期。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开学在即

记者来信：

当心流通环节吞噬“肥料补贴”给农民的政策利益

为确保秋粮生产顺利进行，国务院决
定在南方八省水稻主产区发放每亩

11

元
的肥料实物补贴，目前，湖南省的补贴已
于
8

月
25

日前全部发放到位。 但记者近日
在基层采访中发现，流通环节一些经销商
“闻风而动”，大幅提高化肥价格，使农民
享受国家政策补贴的实惠打了折扣。

湖南省根据自身实际，确定这次肥
料发放以钾肥和尿素为主。

8

月
27

日记
者在常德市桃源县采访时，枫树乡农技
站站长庄昌满告诉记者，桃源县农业局
21

日开会布置粮食生产肥料补贴发放，

会后，桃源县农业局和枫树乡农技站立
即向经销商分别预订了

700

吨和
142

吨
肥料。第二天，当地钾肥和尿素的价格，

就由每吨
2300

元和
1650

元上涨到了
2800

元和
1830

元。

“反应迅速又有一定实力的农技站
由于提早行动， 与经销商签订协议，避
免了价格上涨的制约。 但一些实力较弱
的农技站就比较被动， 发放到农户手上
的化肥也就缩了水。”常德市农业局粮油
科科长吴仁明说，按照市场价格，

11

元原

本可以买到钾肥和尿素各
4

斤，还可以买
1

包叶面肥，但当地涨价后，只能买到钾
肥和尿素各

3

斤及
1

包叶面肥了。

由于行动及时，桃源县基本没有受
到涨价因素的制约。该县陬市镇杨家巷
村种粮大户杨雪华在

8

月
24

日领到了共
计
724

斤的肥料， 这批实物补助让她家
的
178

亩晚稻共节省了
2000

多元。

由于钾肥和尿素以往的价格较高，

过去散小种粮农户都不舍得花钱购买
使用，现在免费发放，刺激一些农户开
始使用。杨雪华告诉记者，正常情况下
每亩水稻一般需要

10

斤钾肥和
5

斤到
8

斤的尿素， 不足部分仍需要自己购买，

但这个时候价格已经上去了。

“一方面因为在短时间内需求量突
然增大，生产来不及。但另一方面，经销
商也瞅准了这个时机赚钱。” 吴仁明在
分析涨价原因时说。记者走访常德市武
陵源农资大市场，在一家叫做“农斯特
农资有限公司”的店面，老板也向记者
证实， 在过去一周的销售高峰期里，从
她的门店卖出了共计

80

多吨钾肥和尿
素， 每吨价格也比之前分别高出

400

元
和
200

元。 （新华社长沙
8

月
29

日电）

□

新华社记者周勉周楠

强化校园安全靠的不仅是一堵围墙

新学期临近，中小学生陆续回校报
到，各地教育部门纷纷重申校园安全问
题，要求学校在人防、技防方面配足配
齐。然而就在开学前夕，广州部分学校
周边发生的学生被勒索殴打事件提醒
我们， 校园安全绝非仅限于学校围墙
内。 在强化学校作为第一道防线的同
时，更需要学校和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协
作，共建长效机制，从内到外编织起一
张严密有效的校园安全网。

建立校园安全长效机制，首先要强
化的是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 长期以
来，被称为“开学第一课”的军训大都以
站军姿、排队列、齐步走为主，这些训练
尽管可以增强学生的纪律意识和团队
精神，却缺少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的内
容。今年广州的一些中学开始在军训中

加入防恐防爆避震等内容，以提高师生
应急逃生自救能力。平时多练习才能遇
事不慌乱。通过训练获得应对安全问题
的技能，这样的创新值得提倡。

建立校园安全长效机制，应对校园
安全事件进行分类， 有针对性地进行防
范。因意外伤害而造成的校园安全事故，

如交通事故、溺水、踩踏、地震、火灾等，

应开展日常化的隐患排查； 针对学生心
理失衡而酿成的校园自杀、 他杀等安全
事故，应建立学生心理预防、预警、干预
机制； 对于入校故意侵犯型校园安全事
件， 则应以加强安保力量为主。 通过分
类，不留死角盲区，有助于把校园安全工
作做细做实。

建立校园安全长效机制，还需要加
强统筹，明确责任，科学管理。一方面从
国家层面明确规定学校和其他相关部门
对校园安全应承担的责任， 改变出了问
题学校一家担责的现状。另一方面，切实
保障学校安保经费投入，确保安保人员、

装备、器材有效发挥作用。只有把安全工
作真正纳入科学、法制、规范的轨道，让
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各履其职，共同负起
责任， 校园安全才能拥有坚实基础和持
久保证。

曾经发生的校园安全事故留下血
的教训，损害了家庭幸福，也刺痛了社会
的神经。 用卓有成效的长效机制维护校
园安全，护佑学生成长，是学生和家长的
急切期盼，更是全社会必须担当的责任。

（新华社广州
8

月
30

日电）

□新华时评

□

新华社记者郑天虹

声 明

兹有余东亮所有的房屋坐落于金
牛山十里河二组， 房屋所有权证号为
信房权证河区字第

009579

号， 为混
合结构

2

幢， 建筑面积
151.49

平方米，

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声明人：余东亮
2010

年
8

月
31

日

声 明

兹有刘萧的房屋位于光山县城关镇

紫云新村住宅楼
5

栋
1

单元
3

号， 建筑面

积：

154.67

平方米，其房屋产权证，证号：

06511

，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声 明

兹有息县天润家电销售有限责任

公司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152000006101

，因不慎丢失，特声明

作废。

豫花园月饼 浓浓佳节情

一年一度的中秋节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人们购
月饼，赠月饼，尝月饼，赏明
月，庆团圆，亲情浓郁。每逢
此时人们自然想到豫花园精
制的月饼。

近年来，豫花园大酒店聘
请著名的面点大师，配制风味
独特的原料， 由专人精工细
作， 推出高中低挡系列月饼。

月饼造型优美， 色泽艳丽，味
道香甜，包装精巧，不仅具有
传统的美食特色，而且富有深
厚的文化内涵。“龙凤呈祥”、“

花开富贵”、“ 乘风破浪”、“合
家团圆”等品名既有古典风韵
又有现代气息，成了市场上响
当当的品牌。 去年中秋节期
间， 一位台胞品尝后赞不绝
口， 特意带回两盒让家人共
享，还顺口吟诗一首：

月到中秋分外明，

每逢佳节倍思亲，

豫花园里品月饼，

甜甜蜜蜜一家人。

豫花园月饼尤其受到信
阳人的喜爱， 去年一家企业
的老总一次购买了

200

多盒。

他说：“豫花圆月饼味道鲜、

上档次、质量优，让员工们都
尝尝， 团团圆圆欢度中秋
节！”市建委一位黎先生每年
都自费买几盒送给亲友，今
年他提前就打听豫花园月饼
的制作情况， 不惜笔墨赠给
《豫花园报》一首诗：

豫花园月中秋明，

嫦娥蟾宫制仙饼，

此品不应人间有，

吴刚常合桂花饮！

果真如此吗？ 套用一句
老广告词：不尝不知道，尝了
忘不掉！

销售热线：总机
6188888

转
1666

、

1665

、

1618

责编：吴涛审读：韦海俊照排：孟缘
2010

年
9

月
1

日星期三时事新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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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一篇文章 破解四道难题

———河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时

粮食总产连续
11

年排全国第一，工业
产值位居全国前五，经济总量稳列全国第
五。

眼前的成就，河南并不满足。

河南是中国的缩影， 人多底子薄。

2009

年全省
GDP

人均排名全国
28

位，城镇
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少

2800

多元，农
民人均收入比全国低

346

元。 人均财政支
出全国倒数第一。人均文化事业费全国倒
数第二。城镇化率低于全国水平

10

个百分
点。

河南显然欠发展。 但要实现发展，特
别是科学发展，“钱从哪里来、 人往哪里
去、民生怎么办、粮食怎么保”，省委书记
卢展工向全省各级干部提出四道思考题。

随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篇文章的
破题，四大难题在逐一破解，河南不再难。

丰收是大省的使命
柳学友是河南省息县彭店乡张庄村

农民，今年一共种了
3000

亩小麦，亩产达
到

800

斤，总产
240

多万斤。收获的麦子堆
积如山，只好用铲车往库里拉粮食。柳学
友说他的理想是种

5

万亩地， 当中国的麦
王。

在农业大省河南，怀有柳学友一样粮
王梦想的农民成千上万。

河南省用全国
1 ／ 16

的土地，每年生产
出全国

1 ／ 10

以上的粮食， 全国
1 ／ 4

强的小
麦，满足本省

1

亿多人口的消费外，每年外
输原粮及制成品

300

亿斤。 中原大地每年
的粮食生产像一场万人瞩目的运动会，千
万粮农用辛勤的劳动不断在高位上刷新
由自己创造的粮食生产记录。今年河南省
夏粮总产量达到

618.14

亿斤，较上年增加
5.14

亿斤，增长了来之不易的
0.8％

。

都说丰收的原因不外乎“政策好，人
勤奋，天帮忙”，但是去年大旱今年低温，

在天不帮忙的情况下，河南调动一切积极
因素保住了丰收。

惠农政策像是及时雨。 粮食直补、农

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
各项利农政策一年多于一年。今年截至目
前， 全省

77.8

亿元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直
补资金已全部兑现到位；

17.65

亿元小麦、

玉米、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良种补贴继续
实行普惠制，正在加紧落实；首批农机购
置补贴已全部落实到位。

科技成为活神仙。河南主要农作物良
种覆盖率在

98％

以上，小麦品种普遍经过
9

次换代， 良种对小麦增产的贡献率达
40％

，位居全国第一。

“中原熟，天下足。”不断的丰收既保
住了河南亿万人口的“饭碗子”，同时又添
满了国家粮食安全的“米袋子”，河南履行
着一个农业大省的艰巨使命。

增收是百姓的期盼
对河南各级干部和广大农民来说，丰

收只是增收的序曲。粮食保住了，但是农
民增收、财政增效的钱从哪里来？

作为农业大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
突破口首先从“粮”字上开刀。历经持续努
力，农产品加工业已成为河南最重要的支
柱产业。

统计显示，

2009

年， 河南省食品工业
规模以上企业首次突破

3000

家，达到
3027

家； 完成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
4000

亿元，

达到
4058.1

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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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批产粮大县依托粮食资源发展成
为畜牧业大县。唐河是全国著名的秸秆养
牛示范县，现有

300

畜位牛场就多达
20

个；

正阳生猪饲养量连续
12

年全省第一，畜牧
业总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

45％

，而养猪业
产值又占畜牧业的

85％

……畜牧业的高
度专业化使河南省诞生了一批全国知名
的肉类加工企业。全省的农产品加工业彻
底告别了“磨面蒸馒头，杀猪包饺子”的落
后局面。

现代食品工业使过去愁人的“粮袋
子”变成了沉甸甸的“钱袋子”，中原粮仓
进化为“国人厨房”，尝到甜头的河南人更

加重视粮食生产。

2009

年， 旨在提升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的《河南省粮食生产核心区
建设规划》获国家批准。规划提出，到

2020

年， 河南省粮食生产能力将达到
1300

亿
斤。

几乎与此同时，《河南省食品工业调
整振兴规划》也高调出台，规划到

2020

年，

全省食品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的比
例从目前的

1.4∶1

提高到
2.5∶1

，实现食品工
业强省目标。

工业是就业的源泉
人口过亿的大省，就业难是最大的难

题。根据测算，河南每年城镇需要就业再
就业人数在

220

万以上， 农村还有近
1000

万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当前，河南
正面临着新成长劳动力就业、经济转轨失
业人员再就业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
业“三峰叠加”的就业压力。

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一环，河南
着力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其核
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力，一批传统国企
焕发生机，成为保证就业的稳定器。

近年来，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将自主创新作为发展的头等大事来抓，获
得和已被受理的专利技术有

100

多项，新
产品年均贡献率达

60％

以上，成为中国最
大的矿山机械制造企业、最大的重型机械
制造企业之一。郑煤机、洛阳一拖等企业
集团都成长为全国同行业的排头兵。

与此同时，为了实现土地、资金、环境
等生产要素的高效利用，河南近年来开始
着力探索新型产业聚集区建设，由此让大
批农民工实现家门口就业。

安阳、洛阳、南阳三市围绕光伏产业
做文章，在全国光伏产业中异军突起；郑
州的汽车及零配件、 服装及女裤等产业
形成全国龙头……相关统计数据显示，

2008

年以来，河南省政府确定了
180

个产
业集聚区， 目前已入驻企业

1.4

万多个，

吸纳的就业人员占全省二三产业从业人
员的近

5％

。

河南省省长郭庚茂说：“产业集聚区

建设的内涵就是促进企业集中布局、产业
集群发展、资源集约利用、功能集合构建、

人口向城镇转移。产业集聚区是河南加快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城镇体系和自主
创新体系的有效载体。”

新的经济形势让河南成为中部地区
承接产业转移的桥头堡，而开放、热情的
形象也让河南逐步走向“大招商”、“招大
商”时代：不久前，在河南

－

浙江投资合作
项目洽谈会上，

102

个项目成功签约，总投
资
344.5

亿元；最新结束的港澳深地区闽籍
企业家访豫活动，共签约

341

个合作项目，

投资额更是高达
1462

亿元。

民生是发展的目标
在谋划“十二五”的节点上，河南再次

吹响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冲锋号”：新
一届河南省委提出，要坚持在实践中做到
重在持续、重在提升、重在统筹、重在为
民，今年年初召开的全省“两会”上，坚持
“四个重在”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河
南在拼全力打造中原经济区建设，力求实
现中原地区的整体崛起。

河南一些专家指出，加快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 不仅仅是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
是与社会事业、民生改善息息相关，只有
牢牢把握住“为民惠民”这个基点，和谐社
会的构建才能基础扎实，发展的目标才不
会偏失。

因为生活富裕了，加上“新农保”撑起
的养老“保护伞”，

70

岁的张有金爱上了自
助游。“农闲的时候，村里一帮老年人自发
组团外出旅游，去年到北京、开封走了一
圈，前不久专门坐飞机去了趟南阳。”张有
金说， “接下来还准备去青岛和上海看
看。”

张有金是河南省济源市梨林镇范庄
村农民。 统计数据显示，

2009

年该市农民
人均纯收入达

6763

元，增长
10.7％

，已连续
3

年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

像济源市一样， 在破解强农兴工、探
索城乡统筹的道路上，河南省的

18

个地市
正各显神通。而在今年年初，河南省也开
出了一份“民生大单”：将筹集

600

亿元以
上资金推进实施“十项民生工程”，着力解
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就业、社保、上学、就
医等突出问题。

千帆竞过，万舸争流。一个洗去浮华、

鼓满风帆的河南，正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
厚积薄发。

（新华社郑州
8

月
31

日电）

□

新华社记者于振海张兴军

年轻人缺乏锻炼会使血管壁增厚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8

月
29

日电（记者吴平）瑞典厄勒
布鲁大学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
成果显示， 年轻人如果缺乏锻
炼，其血管壁会明显增厚，这将
使他们今后患心血管疾病的风
险增大。

据媒体报道， 厄勒布鲁大
学的研究人员最近对

89

名
18

岁
至
37

岁的年轻人进行了历时一
周的跟踪调查。 研究人员先让
这些人戴上计步器， 记录他们
每天行走的步数， 一周后再用
超声波测量他们动脉血管壁的

厚度。结果发现，那些锻炼少的
年轻人血管壁明显厚于那些锻
炼多的人。

研究项目负责人安妮塔·
胡蒂格

－

温洛夫说， 以往的研
究已经证明年轻人的血管壁也
会增厚， 但该研究第一次证实
了血管壁增厚与缺乏锻炼之间
的直接关联。

为此，研究人员建议年轻人
每天应至少进行半小时不太剧
烈的运动， 如疾步走半小时，否
则到中老年后，患心血管疾病的
风险将高于年轻时爱锻炼的人。

□科 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