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滨县
创新农村社会化服务机制

本报讯（赵刚韩浩）

今年以来，淮滨县进一步创
新农村社会化服务体制机
制，在创新增效、增量提质
上寻求新突破，推动了全县
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
建设向纵深发展。

出台政策， 引导扶持。

该县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发
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施
意见》，县农业局制定了《淮
滨县特色农业科技示范园
标准及全县蔬菜发展规
划》。 利用财政、税收、金融
保险、项目和信息扶持等方
式，推动社会化服务体系建
设迅速发展。 上半年已为瑞
丰油脂有限公司争取油料倍
增计划财政参股经营项目资
金

1800

万元；为金豫南粉业
有限公司争取农业产业化财
政贴息贷款

2000

万元，财政
贴息

200

万元； 为栏杆镇王
湾村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邓湾乡恒顺养殖专业合作社
争取扶持资金

25

万元。

树立典型， 示范带动。

该县通过召开现场会、典型
经验交流会等，筛选一批管
理规范、建设标准的专业合
作社和一批有当地特色、发
展潜力大、 能帮助农民增收
的农业产业化企业， 重点培
育、多方扶持。目前，重点扶持
的兴发粮油

5000

亩无公害水
稻生产基地、邓湾乡恒顺生猪
养殖基地、 科达香葱生产基
地、 王湾村蔬菜生产基地、兴
农合作社高效示范园已发挥
示范带头作用，推动了全县社
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快速健
康发展。

开展培训，提高技能。 为
了提高农民生产技能，该县农
业局积极开展对农民的技能
培训，采取举办各种专业技术
培训班、现场讲授示范、设立
技术咨询点等形式，把科学技
术送到农民手中。 今年以来，

县、乡两级共举办各类农村实
用技术培训班和讲座

39

期
次，培训农民达

4000

人次。

新县

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立项审批工作结束

本报讯（张向阳蒋仑）

自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暨财
政奖补试点工作开展以来，

新县抢抓机遇，力争做到严
把关、稳推进，以确保该项
工作扎实有序开展。

据了解，该县一事一议
筹资筹劳项目立项审批工
作已全面结束，开始转入筹
资及项目实施阶段的工作。

全县共有
14

个乡镇
106

个
村开展筹资筹劳项目，参加
筹资人员

15.56

万人， 筹劳
人数

9.26

万人，村民可筹资
310.38

万元， 可筹劳工日
45.8036

万个。 议事项目涉
及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有
19

个村，村组道路建设的有

74

个村，农村安全饮水建设
的有

4

个村，村容村貌整治
的有

7

个村，植树造林的有
1

个村， 其他公益事业的有
1

个村。项目实施后，全县可
吸收社会捐资

540

万元，争
取财政奖补

392.19

万元，将
整修塘堰

50

处， 修堤
2000

余米，整修、硬化村组道路
186.4

公里，建桥
6

座，植树
造林

1000

余亩， 安全饮水
受益农户

670

余户。

目前，该县已经形成群
众积极参与、社会成功人士
踊跃捐助，大力兴办农村公
益事业的良好氛围，将有力
推动综合试验区建设和社
会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

信阳市“148”法律服务所

愿为您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法律服务电话：

6281148 6280495

主任电话：

13598572987

8

月
31

日，由
省委宣传部组织，

光明日报、 中国新
闻社、河南日报、河
南电视台、 河南人
民广播电台等

10

余家中央及省内主
要新闻媒体记者组
成的“欢乐中原”群
众文化活动采访团
深入息县， 对我市
群众文化活动开展
情况进行集中采
访。 图为采访团记
者在息县第二届农
民健身运动会拔河
比赛现场采访时的
情景。 本报记者
殷英摄

一 鼓 作 气 创 佳 绩

———潢川县付店镇勇夺“六城联创”红旗单位工作纪实
因持续开展创建工作， 主要街区的硬

化、绿化、亮化、美化以及群众生产生活必
需的公厕、 农贸市场等基础设施基本建设
到位，街区的环境、秩序保持较好，卫生清
扫及时，近日，潢川县付店镇被市“六城联
创”办公室评为“创建工作好的乡镇”。 这是
该镇继

2008

年、

2009

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市
“六城联创”红旗单位后再获殊荣。

2007

年
12

月
6

日，该镇在市“六城联创”年
终考评中被挂了黑旗。面对黑旗，该镇党委、镇政
府一班人痛定思痛，提出了“再穷不穷志气，再难
不难办法，再苦先苦自己，再创要创一类”的口
号，振奋干群精神，整合各种资源投入到“六城联
创”活动中来。 经过全镇上下的共同努力，该镇

2008

年、

2009

年连续被评为市“六城联创”红旗
单位，在

2010

年市“六城联创”办公室组织的三
次暗访中，三次被评为市“创建工作好的乡镇”。

为巩固创建成果， 该镇坚持高标准规划，

创建范围由一村
1

公里扩展到五村
12

公里；

坚持加大投入，两年投资
720

万元，以“五化”

为目标，以集中整治为手段，以
12

项重点工程
为抓手，以黄国园艺博览园、“黄”姓标志为亮
点，全力打造生态付店、人文付店、魅力付店。

为保持创建的良好势头， 该镇建立长

效机制，实行股级、科级双“路长”负责制；

建立“联户联创”制度，五户一段，十户一
长，各负其责，互联互创；在镇区范围内定期
开展“清理死角”活动；实行倒排工作日制度，

做到日督查、周汇报，十天一检查评比，以督
查评比促落实；坚持“六城联创”工作常态化，

组建
26

人的城镇美容队， 按照逢集以保洁
为主、背集以整治为主的思路，做到全天保
洁、全天整治，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

形成了大联创的良性发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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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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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吴菲）

9

月
1

日
上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推进城
乡建设、 加快城镇化进程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 动员全省上下进一步推
进城乡建设、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
中原崛起和河南振兴。省委副书记、

省长郭庚茂在会上作重要讲话。 市
委书记王铁、 市政府副市长李水在
信阳分会场参加会议。

会上，郭庚茂指出，推进城乡建
设、加快城镇化进程，事关全局、势在
必行，它是增强内需动力、保持经济
持续较快发展的迫切需要，是调整经
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
择，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提高城
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客观要求，是提高
区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关于下一步的工作任务， 郭庚
茂强调，优化城乡空间布局，加快构
建现代城镇体系；加快城市建设，提
升城市功能；着力推动产城互动，实
现产城融合发展； 推动符合条件的
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 使进城农民
享受城市文明成果； 提高城市管理
水平，建设宜居城市；坚持城乡统筹
发展，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

郭庚茂强调， 靠改革创新解难
题、破瓶颈、除障碍，创新城乡规划理
念，创新资金筹措机制，创新建设用
地保障机制，创新行政管理体制。 郭
庚茂说，推进城乡建设、加快城镇化
进程， 是对各级各部门科学发展能
力、执政能力的考验和检验，要加强
指导，强化服务，充分发挥政府引导
作用，坚持科学民主决策，注重稳妥
和谐推进，切实提高能力水平，确保
这一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按照会议要求，会后，我市组织
了讨论。王铁在讲话中强调，认真学
习贯彻会议精神， 认真梳理信阳城
镇化建设重点，解决好具体问题。

王铁说，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客观趋势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
一个地方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的
重要标志，也是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推动力和载体。信阳的城镇
化水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推进城乡
建设、加快城镇化进程，是当前信阳
尤为迫切的任务。 市政府要专题研
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借这次会议的东风，使信阳的城
镇化建设再上台阶。 王铁说， 加快信阳城镇化建设意义重
大、任务艰巨，各级各部门必须高度重视，科学决策，高标准
做好规划，和谐推进。 当前，要做好城中村的城市化、城市近
郊乡的城镇一体化、

6

个管理区（开发区）的城乡一体化及县
城近郊乡和乡镇的城镇化工作，抓好具体工作的落实。

最后，王铁指出，推进城乡建设、加快城镇化进程是
新形势下省委、省政府作出的战略决策，是加快信阳发展
的必然要求。 我们一定要增强紧迫感，强化责任，大力推
进，谱写魅力信阳建设新篇章。

讨论会由李水主持。 市发改委、市城乡规划局、市住
建局、市城管执法局、市国土资源局、市房管中心的负责
同志分别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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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教育事业发展系列报道之二

均衡发展：罗山教育映日荷花别样红

2010

年新年伊始，一个令人振奋
的消息从省教育厅传来， 罗山县被评
为全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成效显
著单位。 这是罗山县被评为全省“两
基”工作先进集体后，取得的又一个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就。

罗山县教体局局长陈国刚告诉
记者：“我们把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作为重大的民生工程， 作为促进社会
和谐的重要举措， 作为全县教育系统
的中心工作和重要任务， 摆在重中之
重的位置， 切实抓紧抓好， 努力实现
‘学有所教’的目标。 ”

采访中，我们感受到，罗山人在创
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先进县活动中，

用进取精神和辛勤劳动唱响了一曲气
势磅礴、荡气回肠的和谐、公平教育之
歌。

群策群力，唱响教育公平歌
实现“两基”目标后，罗山县委、

县政府认真分析了义务教育面临的形
势和任务， 果断提出义务教育的重点

由解决人民群众子女“有学上”转移到
“上好学”上来，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

关心每一名学生的成长。为此，该县把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列入经济社会
发展总体规划， 列入党政领导任期责
任目标，列入财政重点保障范围，列入
政府工作重要议事日程。 全县建立了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联席会议
制度和县、 乡领导干部联系薄弱学校
制度，形成了群策群力办教育、齐抓共
管促创建的良好局面。

县委、 县政府的正确决策为罗
山县的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激起了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强烈
共鸣。为确保工作顺利实施，该县教
育系统进行广泛宣传，层层发动，使
教育公平思想、 均衡发展观念入脑

入心。

暑假期间， 该县教体局局党委要
求每位局机关股室负责人和各中小学
校长以“如何面对挑战、破解难题”为
题，撰写一篇文章，为推进均衡发展献
计献策。 每位同志认真调研， 深入思
考， 写出了内容充实、 见解深刻的文
章， 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拓展了
工作思路。

为丰富活动载体， 全县教育系统
扎实开展“均衡发展我有责” 主题活
动。 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以推进均衡
发展为己任， 增强了工作责任感和紧
迫感，上下一心，步调一致，克难攻坚，

全力投入到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
大决战中， 掀起了推进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的工作热潮。

真抓实干，奏响均衡主旋律
推进均衡发展， 加强城乡统筹是

关键。罗山县在改善办学条件、合理配
置师资、控制学生择校等方面着力，优
化城乡教育资源， 努力促进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

改善办学条件促均衡。 该县在改
善办学条件上，向农村中小学校倾斜，

重点走好“三步棋”：一是优化学校布
局。 对规模小、条件差、生源少的学校
逐步撤并。

2002

年以来，全县已累计
撤并中小学校

97

所，对撤并学校的资
源进行重组， 进一步扩大中心学校办
学规模，提高办学质量。二是改造农村
薄弱学校。

2008

年以来， 该县投入
3611

万元， 对
57

所薄弱中小学进行

了标准化改造， 一部分农村学校办学
条件达到或超过了县城学校标准。三是
实行强弱学校结对帮扶。该县教育系统
开展“城镇支援农村、强校支援弱校”活
动，各乡镇选择

2

所至
3

所较为薄弱的
农村小学， 与城镇优质学校结对子，以
强带弱，促其发展。

合理配置师资促均衡。 该县采取
四项措施促进城乡师资均衡。 一是管。

实行教师实名制编制管理，编制向农村
学校倾斜；严格教师岗位管理，规范请
假、病休等手续；严格教师调动管理，实
行合理流动， 确保农村学校师资需要。

二是补。每年公开招聘教师都在百人以
上，实行定乡镇、定学校、定学科招聘办
法，新聘中小学教师均衡分配到农村中
小学任教。

2007

年以来，全县农村中小
学补充教师

620

名， 其中特岗教师
190

名。三是激。绩效工资向农村边远学校教
师倾斜，在同等条件下，评优、评先、晋级
等对农村边远学校的教师优先。四是支。

实行支教制度，鼓励城镇教师到农村学
校支教，每学期都开展名师“送教下乡”

活动。

2007

年以来，全县共有
286

名城
镇教师下乡支教。 （下转第二版）

罗山县人口计生委
荣膺全省“科技比武”状元称号

本报讯（祝卫民陈国勋
杨晔）近日，在省人口计生委
举办的全省人口计生系统
“科技比武”竞赛活动中，罗山
县人口计生委代表队经过
激烈的角逐，最终荣膺全省
状元称号。

近年来，该县人口计生
委逐年增加对科技服务能
力建设的投入，不断加强对
技术服务人员的业务培训，

从而提高专业服务能力。在

经过各级组织的“科技比武”

选拔和淘汰赛后，该县人口
计生委代表队一路过关斩
将，最后代表我市参加全省
大比武，并摘取了团体第一
名的桂冠。

在第十六届全国省区市党报总编辑新闻出版工作研讨会上

省委书记卢展工向八方客推销信阳红茶

省委书记卢展工的一句
话， 帮信阳毛尖添了一个孪生
兄弟———“信阳红”。

以后，提到中国茶都信阳，

人们会同时想起它的两张名
片：信阳毛尖、信阳红。

荐茶
大家喝的是“信阳红”

8

月
31

日，在第十六届全
国省区市党报总编辑新闻出版
工作研讨会上， 与会者面前都
泡有一杯红茶。

会后， 省委书记卢展工告
诉与会者， 大家喝的是“信阳

红”。

“信阳不是产绿茶吗，什么
时候开始产红茶了？ ”不少与会
者满脸疑惑。

他们不知道，从今年开始，

信阳茶叶在信阳毛尖之外，又
添一成员“信阳红”。

而“信阳红”，从孕育到以

这个名字面世， 都与卢展工有
着莫大的渊源。

2009

年
12

月
27

日，卢展
工到信阳视察时， 指出信阳要
加大夏秋茶采摘力度， 尝试开
发新的茶叶产品， 增加群众收
入，可以开发信阳红茶加工。

今年春节刚过， 一群操闽
南口音的福建人来到信阳，开
始尝试开发红茶。

3

个月后， 卢展工和中国
茶叶协会主席刘枫到信阳视
察， 来自河区白云村红茶研
发基地的红茶端到他们面前。

观色，细品，结论一致：此茶可
与武夷山红茶银骏眉媲美！

高兴之余，卢展工给“新生
命”起了个厚重而鲜亮的名字：

信阳红。

育茶
信阳不适产红茶？

“魔咒”已被破解
对于盛产绿茶的信阳来

说， 生产红茶首先经历了一场
观念的嬗变。

信阳陆羽国际茶城总经理
欧阳道坤说， 对于生产红茶的
尝试，这些年在不断进行，但都
因口感不好以失败告终。

“教科书上说，信阳的地理

环境，不适合生产红茶。 ”信阳
市政府茶叶生产开发领导小组
办公室副主任夏国宗说， 这仿
佛是个魔咒， 禁锢了大家创新
的脚步。

卢展工提出尝试开发信阳
红茶， 使得大家禁锢的思想再
次破茧而出。

为开发红茶， 信阳市委书
记王铁专程到福建考察学习，

召开专题会议， 就信阳红茶研
发生产进行研究、动员和部署。

今年
5

月， 信阳红茶的开发生
产全面展开。

“‘信阳红’， 每斤一两千
元，最便宜的也五六百元。 ”夏
国宗说。经过改良，创新生产的
“信阳红”口感好，销量也不错。

目前，信阳河区、商城县
等

7

个县区已有
15

家企业生
产红茶，到今年年底，预计产量
可达

100

万公斤。 光山县浙商
合作新建的“

CTC

颗粒红茶”加
工项目即将投产， 可年产红茶
3

万吨，产品
100%

出口。

展望
5

年后，“信阳红” 产值预
计达

20

亿元
开发“信阳红”，对茶农来

说，每亩茶地每年将增收
2000

元。

谷雨过后茶叶会比较苦。

按照传统，只能生产炒青茶、蒸
青茶、烘青茶，每斤只能买三五
十元，很耽误工夫，夏茶和秋茶
基本上都浪费了。

“生产红茶， 正好变废为
宝。 ”罗山县周党镇党委书记包
盛树算了笔账： 按每亩茶山采
青茶

160

公斤，每公斤
13

元计
算，每亩茶山至少要增收

2000

元。加上谷雨前的，每亩茶山收
入达

5000

元。

据介绍，信阳市茶园总面积
已达

150

万亩， 目前春茶（

5

月
10

日前）全部生产信阳毛尖和地
方名优茶，夏秋季（

9

月
10

日前）

生产普通绿茶（炒青、烘青、蒸青
等）和少量中低档信阳毛尖。

夏国宗说， 夏秋季按每亩
茶树鲜叶生长量

600

市斤
~700

市斤计算， 夏秋季鲜叶利用率
不到

30%

， 即每亩有
400

斤
~

500

斤鲜叶没利用， 如果生产
红茶或其他茶类， 每亩可再增
加

100

斤干茶， 全市可增产近
5

万吨。

对于“信阳红”的前景，信
阳市也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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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召开

□

河南商报记者肖风伟

□

本报记者黄颖通讯员叶涛

省委书记卢展工向与会来宾推销信阳红茶。 河南商报记者田仲煜摄

百花园周边场馆开
馆在即，外环境、内部陈
展等工作也进入冲刺阶
段。

9

月
1

日下午，市委
书记王铁就百花馆、百
花会展、百花城、百花之
声建设进行现场办公。

他强调，克服困难，再加
一把力， 在国庆节到来
之际， 向全市人民交上
一份满意答卷， 充分展
示信阳的形象和文化。

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
冯鸣， 市政府副市长李
水参加现场办公。

本报记者吴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