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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记者聚焦“信阳红”

本报讯（汤红涛范文琦）日
前，中国新闻社、河南日报、河南人
民广播电台、大河报、东方今报、信
阳日报、信阳电视台等国家、省、市
多家媒体的记者齐聚河区，把镜
头聚焦“信阳红”红茶，深入采访
“信阳红”红茶的研发生产。

在河港镇白云村，前来采访
的国家、省、市媒体记者们参观了
“信阳红” 红茶的生产加工制作流
程，专访了从福建来信阳的红茶专
家———信阳红茶叶有限公司总经
理郑亦生，实地了解了“信阳红”红
茶的研发生产、制作流程、生产规
模、发展前景等。

河区是信阳毛尖的原产地
和主产区， 全区茶园面积

40.5

万
亩。 以往，信阳毛尖一般只是采摘
春茶制作绿茶， 夏茶和秋茶由于
口味苦涩，卖不上价钱，往往被弃
之茶园。 今年

4

月，河区在全市
率先成功研制出了“信阳红”红
茶，把夏茶和秋茶加工成红茶，经
过发酵去除苦涩，代之以甘甜，使
信阳茶产业走上红绿相间的发展

道路。截至
8

月
31

日，该区红茶企
业已累计生产合格信阳红茶近

5

万斤，按照每斤
15

元至
20

元的收
购价格，产值比往年提高了

3

倍，

直接为周边茶农亩均增加收益上
千元。

在董家河石畈村的“信阳红”

生产基地，媒体记者们看到了一片
红红火火的生产景象：厂内生产车
间机器轰鸣，萎凋车间整齐有序地
摆放着成百上千斤的鲜叶，工人们
忙忙碌碌，有条不紊地进行生产加
工；厂外一群群茶农排着长长的队
伍有序交售新采的鲜叶。媒体的记
者们称赞道：“信阳红”红茶的研发
和生产是信阳茶产业发展的创举，

为农民带来了实惠，为信阳茶产业
开辟了新的发展之路。

信阳市农村改革试验办公室信阳日报社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希望的田野”羚锐杯试验区建设摄影大赛启事

为了充分展示河南省农村改
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的丰硕成
果，展现广大干部群众敢闯敢试的
精神风貌，激发全市上下进一步推
进改革试验的热情，信阳市农村改
革试验办公室、信阳日报社、河南
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希望的田野” 羚锐杯试验区建设
摄影大赛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参赛对象
市内外所有热衷于农村改革

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的专业、业余
摄影爱好者及各界人士，均可选送
作品参赛。

二、参赛要求
所有参赛作品必须在信阳市

范围内拍摄，围绕土地流转、金融
创新、农民专业合作、养老保险、人
才创业、特色文化、城乡一体化、基
层组织建设八个方面内容进行创
作。大赛优先发表新农村建设面貌
新旧对比照片，并在奖项评比中给
予重点考虑。

新闻、纪实作品与艺术摄影作
品均可。本次大赛不收电脑合成与
暗房特技制作的照片。

参赛作品不收参赛费，作品一
律不退。所有获奖作品主办单位有
使用权（展览、出版物、媒体网络宣
传等），不另付稿酬；所有参赛作品
涉及的著作权、版权、肖像权或名
誉权纠纷责任作者自负。

三、征稿日期和方法
即日起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以作品到达为准）。参赛作品邮寄

或送到市农村改革试验办公室或
信阳日报社，信封上请注明：信阳
市“希望的田野”羚锐杯试验区建
设摄影大赛。

参赛作品单幅一律
７

寸，彩
色、黑白均可。 参赛作品必须在照
片背后注明标题、作者、拍摄地点、

通信地址、联系电话。

也可通过网络电子投稿，将参赛
作品（长边像素不小于

2000

）传至：

xystqb@163.com

或
qx0847@sina.

com

联系电话：

0376-6366959

四、刊发形式
信阳日报从

9

月开始在一版
开设“希望的田野”羚锐杯试验区
建设摄影大赛专栏，刊发参赛优秀
作品。 “河南省农村改革发展综合
试验区专题网站” 同时开辟专栏，

对优秀参赛作品予以转载。

五、评奖
大赛设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5

名、三等奖
10

名、优秀奖
10

名、入
选奖

20

名。 主办方将给所有获奖
者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其中一等
奖奖金

1000

元， 二等奖奖金
300

元，三等奖奖金
100

元，其他获奖
作者由羚锐公司提供纪念品。

活动结束后，市农村改革试验
办拟将所有获奖作品集中制成画
册，每位获奖作者赠送两本。

信阳市农村改革试验办公室
信 阳 日 报 社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9

日

经过近两年的紧张筹建，承载古老信阳数千年历史文化和现代精神文明的博物馆
图书馆终于落成———

信阳百花馆隆重试开馆

本报讯（记者方慧玲）魅力
信阳，文化为魂。 经过近两年的紧
张筹建，矗立在羊山新区百花园区
域的百花馆终于建成并基本完成
馆内陈展。

9

月
8

日上午，百花馆试
开馆仪式隆重举行。

市领导王铁、宋效忠、李广胜、

冯鸣、乔新江、高俊峰、韩强毛、朱
继先、高曙霞、董进才、尹保斌、高
潮、张根太、赵主明、廖长明、任宏
业、周慧超、李正军等出席开馆仪
式，文化战线上的干部职工、百花

馆的建设者及社会各界群众共同
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仪式由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
冯鸣主持。

由市文化局承建的百花馆包
括博物馆、图书馆和博克小街三个

部分，总建筑面积近
4.7

万平方米。

博物馆展陈面积
1

万平方米，基本
陈列分为序厅、远古家园、淮上诸
侯、楚地王风、天下根亲、茶韵天
香、豫风楚韵

７

个展厅，以“淮上故
园”为主题，采用古老家园、现代表
述的方式，突出展示性、思想性、时
代性、地域性、新颖性和服务性，以
实物的形式展现豫南古代文明进
程的壮丽画卷，讲述淮上历史文化
和信阳城市的故事。而信阳出土的
１０

件国宝级文物，也在这里与观众
见面。馆内临时专题展厅将经常举
办国内外文物和艺术品展览。图书
馆设计藏书

１００

万册，共有
９

个功
能分区。 博克小街位于两馆之间，

将打造成一条精品文化休闲商业
内街。 博物馆、图书馆按照“简洁、

大气、智能、便民、环保”的理念，精
心设计、精心打造，还分别引入了
一些智能化、数字化、体验式互动
等更加便民的设备和系统。

在试开馆仪式现场，信阳锦江
国际大酒店董事长王长富向市图
书馆捐赠购书经费

50

万元， 为我
市文化事业的发展献上一份爱心，

并获赠市图书馆第一张借阅证。

在热烈的气氛中，市委书记王
铁宣布：“信阳百花馆试开馆！ ”

仪式结束后，出席试开馆仪式
的各位市领导、嘉宾和广大市民一
起，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博物馆和图
书馆。 “百花馆的落成，为信阳增添

了一座公益性、 标志性文化建筑，

是展示我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扇
窗口。 它的建设，是一项十分重要
的文化惠民工程， 体现了市委、市
政府对文化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
和对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充
分尊重，同时它也圆了文化系统广
大干部职工多年的梦想。 ”参观时，

从事多年文化工作的市宣传文化
系统老领导陈永省激动地说。

参观结束后，王铁对百花馆的
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为百花馆
建设付出辛勤劳动的建设者和广
大干部职工给予高度赞扬。

王铁指出，博物馆和图书馆两
馆开馆后， 还有许多工作要完善，

大家要继续努力，争取在国庆节前
正式开馆。 要把博物馆办成一个很
有特色、有文化底蕴的馆藏，充分
突出几个“最”，即哪些是最大的、

哪些是最早的、 哪些是最好的、哪
些又是最有特色的， 让观众在参
观后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建设图书
馆既是一件文化盛事，也是全市人
民的一件盛事，这需要社会各界的
大力支持，要广泛动员社会各界爱
心人士和广大干部职工积极捐款
购书、捐赠图书，进一步增加图书
数量、完善图书种类，为群众提供
丰富的精神食粮。 争取把百花馆
越办越好、越办越盛、越办越红，

把其办成我市对外宣传的一张名
片。

大力治理河打造城市名片
“水在城中流， 楼在园中立， 城在林中

坐，人在景中行”，信阳人对自己生活的城市
的描述充满诗意和浪漫。

尤其令信阳人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其中
的“水”———河。自南湾湖至平桥区

25.4

公
里长的河，在信阳城区穿城而过，宛如一
条玉带熠熠生辉， 勾画出一幅美丽的图景：

河水碧波荡漾，两岸绿树成行，沿河大道洁
净清爽，贤桥、虹桥、琴桥，诗意流淌；沿河的
奥林匹克园、天伦广场、河公园，一园一
景，市民休闲，其乐无穷……河两岸，已经
成为信阳城区居民的理想休闲之地，也成为
信阳城市新的名片。

然而，作为信阳城区的“母亲河”，河
曾经是信阳人的心中之痛，令无数信阳人尴
尬而无奈。 昔日的河，污水横流、浊气冲
天，两岸杂草丛生、一片荒芜。

短短几年间，河两岸旧貌换新颜。 

河之变， 不仅仅表现在环境上的翻天巨变，

更折射出市委、市政府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的理念。

2006

年，市委、市政府作出重大决策：以
人民群众长期反映脏乱差的河为突破口，

强力推进河综合治理，大力改善城市基础
设施，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还市区居民一
个美丽的生活环境，改善两岸人民群众的生
活居住条件。

市委、市政府连续多年把河治理作为
全市重点工程， 按照信阳市城市总体规划，

立足城市风貌的整体改善与建设， 利用山
体、水体与城市之间的有机结合，努力打造
一个清新、优美、生态、洋溢时代气息的山水
园林城市，打响了城区河段的综合治理战
役。

按照国家发改委和水利部的批复，河
治理重点是河道清淤、河岸护砌、堤防建设。

规模为
50

年一遇的防洪标准， 总投资
3639

万元。

2006

年
9

月，河治理一期工程开工，

完成清淤
7.5

万立方米， 混凝土护坡护砌
293

米，砌筑砌石
80

立方米，混凝土
180

立
方米，开挖回填土方

1100

立方米；完成堤防
填筑

320

米，完成土方
3000

立方米；完成过
堤涵

2

处
146

米， 完成直径
1000

毫米过堤
涵

84

米、直径
800

毫米过堤涵
62

米等配套
工程；场地平整完成土方

1.6

万立方米。

2007

年上半年，河道一期治理工程全面完工。同
年

10

月
22

日， 河北岸沿河大道平桥段
工程开工。该大道全长

850

米，路宽
20

米，

其中机动车道
14

米，人行道
6

米
(

两侧各
3

米
)

，配设绿化、亮化工程，水泥混凝土路面。

仅仅一年，河平桥段就得到彻底整治。 随
后，河治理二期工程开工，各项配套工程
快速推进。在开展六城联创工作中，河管
理处将河管理工作纳入了常态化管理，

对河两岸的游园进行了升级和改造，对
河的河床进行清淤， 对所辖路段进行全
天候保洁， 对河里的漂浮物和水草定期进
行打捞。

今天的河，河水清新怡人，护坡整洁
美观；座座新桥伟岸多姿，改造后的老桥雄
姿再现；滨河大道笔直通畅，道路两岸绿树
成荫。夜晚，彩灯下的河美轮美奂，这条流
淌了数千年的母亲河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
青春和活力。 处于此景中的信阳市民，闲庭
信步于河两岸，伴着依依杨柳、粼粼波光
和习习凉风，无限惬意。

河综合治理，体现出信阳市委、市政
府执政为民的理念和浓浓的为民情怀。市委
书记王铁，市长郭瑞民等市领导经常深入到
工程一线现场办公，督促施工进度，倾听群
众对于工程治理的意见，就工程建设进行现
场指导。 河、平桥两区及市直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身先士卒，狠抓落实。 部分领导更是
连续多天吃住在工地。 市委、市政府“两办”

工作人员一天“两督察、一通报”，参建单位
开足马力，建设现场繁忙而有序。 工程实施
中遇到困难，领导与指挥部、施工队伍现场
研究、现场解决问题。

河治理工程的高质量完成，创造了信
阳建设史上的多个“第一”，树立了用最短时
间完成最复杂施工量的攻坚典范。河综合
治理，不仅打造出信阳城市新的名片，更展
现出信阳人敢于做事、善于做事、做成大事
的精神，这种精神，必将成为信阳另一张新
的名片。

信 阳 茶 香 动 鹭 岛

本报讯（记者吴菲）

9

月
８

日上午，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美丽
的鹭岛厦门开幕。 在世界经济逐步复苏背
景下举行的第十四届中国国际投洽会得到
了境内外客商的广泛关注和踊跃参与。 河
南省作为大会组委会首设、 也是唯一的主
宾省参加本届投洽会。 开幕式后，我省举行
了隆重而热烈的河南馆开馆仪式。

河南馆占据了
1

号展馆的“黄金地
段”，面积达

1500

平方米。 我市借助中国国
际投洽会这一全国盛会在河南馆设置了独
立展区， 集中展示了我市的市情市貌和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以及对外开放、招

商引资有关情况。 丰富而新颖的布展吸引
了众多前来咨询洽谈的境内外客商。

在此次投洽会上， 信阳毛尖更是一
“叶”独秀。 手捧一杯香茗，大家围坐在一
起，了解信阳，谈引资、话招商，成了展馆内
一道独特的风景。

省委副书记、省长郭庚茂，商务部副部
长王超，副省长宋璇涛，省直部门和兄弟地
市的负责同志来到信阳展区。 品茶论招商，

郭庚茂对我市领导郭瑞民、 张春香和信阳
代表团的同志们叮嘱道， 一定要抓住新一
轮发展机遇，在招商引资上下大工夫，推动
发展。

循香而来，美国、加拿大的客商喝上一
口毛尖茶，品味信阳悠久历史，连连称赞。

福建、江苏、浙江等省的茶商仔细了解毛尖
茶，寻求合作共赢的商机。

信阳绿茶蜚声中外， 今年以来，“信阳
红”红茶一举走红，“红”、“绿”相宜，信阳茶
声名大振。 看好信阳茶叶资源优势，愈来愈
多的红茶生产商从全国各地涌向信阳，建
立红茶生产、加工基地。

信阳红茶的芳香飘到了厦门。

9

月
8

日晚，

厦门华祥苑实业有限公司正式与河区签
订合作发展茶产业合同。 市长郭瑞民，厦门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清秋、（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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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卫生局提醒：

全市所有 8 月龄至 14 周岁儿童（含流

动儿童），请在 9 月 11 日至 20 日期间，到当

地预防接种门诊或所在学校、 幼儿园免费

接种 1 针麻疹疫苗。

投
资
总
额
五
十
一
点
八
亿
元

﹃

厦

洽

会

﹄

我

市

签

约

十

个

项

目

本报讯（记者吴菲）

9

月的厦门，鹭鸟翔
集。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邀万千
客商，迎四海宾朋，共赴财富盛宴。投洽会之前，

信阳代表团通过项目对接、拜访会见客商、市情
专题发布等不同的形式，吸引投资者。 最终，区
位、市场、交通、人力、资源等优势突出的信阳，

引起了国际国内资本的高度关注：

10

个项目签
约，其中

2

个外资项目引来
5500

万美元合同外
资；省外资金项目

8

个，总投资
48.1

亿元，项目
总投资额达

51.8

亿元。

市长郭瑞民，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市
长张春香出席签约仪式。

我市签约的
10

个项目分别为：河区红茶
种植加工和销售项目， 由福安市九拓茶叶有限
公司投资，投资总额

3

亿元；河区信阳红科技
园项目，由金隆达包装（福建）有限公司投资，投
资总额

10

亿元；平桥区超越服饰及鞋业产业园
项目，由泉州超越服饰有限公司投资，投资总额
6

亿元；罗山县文化产业园及度假村项目，由南
征投资控股（香港） 有限公司投资， 总投资额
4500

万美元；潢川县包装品项目，由晋江得利
产业有限公司投资，投资总额

1.1

亿元；光山县
羽绒产业园项目，由海南中和集团投资，投资总
额

20

亿元； 新县农副产品深加工贸易项目，由
香港德泰行（国际） 投资公司投资， 投资总额
1000

万美元； 潢川开发区龙华油脂加工项目，

由福州市粮油贸易有限公司投资， 投资总额
2

亿元；信阳工业城配电柜项目，由厦门雅谷光电
有限公司投资，投资总额

1

亿元；羊山新区城市
基础设施项目， 由厦门宏益华集团有限公司投
资，投资总额

5

亿元。

我市签约的合作项目主要集中在茶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设施产业、先进制造业和文
化旅游产业等领域。诸多客商的青睐以及一大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技
术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合作项目的签订，在为我市带来勃勃商机的同
时，也加快推进了我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了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对于信阳来说，还有签约项目以外更多的收获。 此次投洽会上，信
阳结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宣传了信阳，通过
了解国外市场信息扩大了对外贸易。

“当然，我们也还有需要总结和完善的地方。”郭瑞民说。参会期间，

郭瑞民、张春香带领信阳代表团的同志，认真观摩、考察参展各国、各省
和兄弟地市的布展、宣传、项目推介和对接等经验做法。郭瑞民强调，市
商务局和各县区一定要认真参观学习此次投洽会国内外各地的先进经
验、先进做法，认真总结并将之充分运用到我市的各项招商活动中去，

进一步推动全市招商引资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张春香要求，要抓住机遇巩固招商引资成果，学习先进促发展。

青山、蓝天、白云，位于固始县境内的西
九华山，云绕奇峰，万木苍翠，美丽的自然风
光和近乎原始的生态环境使人心旷神怡、流
连忘返，彰显着信阳的独特魅力。

孙宏典摄

西

西

九

九

华

华

风

风

光

光

□

本报记者韦海俊

图为王铁等市领导正在参观博物馆。 本报记者方慧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