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店镇
抓好党建推动试验区建设

本报讯（记者成兆本）近年来，

息县项店镇抢抓机遇，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 以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
区建设为总目标，以大力推行“四议
两公开”为契机，切实加强干部作风
建设，营造务实重干的良好氛围，增
强了镇、村两级党组织的号召力、战
斗力、 凝聚力， 试验区建设成绩斐
然。

新村建设遍地开花。该镇
18

个村
全部完成新村规划，居民点建设遍地
开花。爱老敬老增光添彩。该镇新农
合参合率达

100%

； 已建成镇级敬老
院
3

所、村级敬老院
1

所，全镇
235

位五
保老人集中供养达

100％

， 初步实现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目标。卫生
室建设星罗棋布。

2009

年， 项店镇
18

个村均已建起了标准化的村级卫生
室，基础设施完善，医疗器械齐全，实
现了群众“小病就医不出村”的愿望；

发挥李楼村卫生室建设规范、条件较
好的优势，积极引导其与卫生部门合

作，努力将其建成康复工作站，解决
全镇中老年农民慢性病患者治病难、

康复难的问题。

合作组织建设硕果满枝。 围绕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推进农业产
业化进程”这一目标，该镇涌现出以
金泰农机专业合作社等为代表的各
类专业合作社

22

家，包括种植、养殖、

农机、农村金融、土地流转等专业合
作社， 发展社员

1408

户， 带动群众
8635

人。饮水工程造福百姓。针对部
分村存在的饮水难等实际问题，该镇
先后投资新建自来水厂

2

个、 新打机
井
165

眼、改造万方大塘
33

口，解决
89

个村民组万余人的饮水问题。沼气池
建设清洁家园。采取对口帮扶、项目
补贴、“统一规划，督导促进”等形式，

该镇建成投入使用
356

个沼气池，受
益群众

2283

人，消除了农村庭院“脏、

乱、差”现象。

2009

年，李楼村被推荐
为全省“生态环境先进村”，董围孜、

曹集等
6

个村被表彰为市级“卫生先

进村”。教育工程造福桑梓。新、改建
了镇实验学校及李楼村等

3

个村小
学，办学条件明显改善；足额兑现“两
免一补”资金，组织开展“造名镇、办
名校、当名师”活动，营造了尊师重教
的浓厚氛围，镇一中先后荣获了全市
“基础教育先进单位”、全县“综合教
育一等奖单位”等称号。水利建设惠
及万家。该镇借助世行贷款、标准粮
田建设、高效节水灌溉、抗旱浇麦应
急工程等项目， 大力推进农田水利基
础设施建设、生态工程建设，全镇农业
生产条件、 粮食生产能力大幅提升。

2009

年
10

月由财政部主持的支农项
目———息县

2009

年度现代农业生产发
展资金粮食产业建设项目正式落户该
镇，项目总投资

900

万元，涉及
5

个村。

2008

年以来， 该镇党委先后被
评为全省“五个好”乡镇党委、全市
“五好”乡镇党委、全市乡镇党建工作
示范点；该镇被市委、市政府确定为
“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试点
乡镇”、市级“文明村镇”、“卫生先进
镇”；被县委、县政府确定为“农村改
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样板乡镇”。

李楼村党支部被表彰为全省“五个
好”基层党支部；李楼村、曹集村还被
确定为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
设试点村。

近年来，在试验区建设工作中，潢川县谈店乡以农民
新村建设为突破， 结合土地总体规划， 统一规划社区标
准、村庄布局，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新建农民新村

3

个，努
力打造农村改革发展的亮点村、样板村、品牌村。图为该
乡新落成的农民新村一角。 陈彦明摄

市检察院党组与光山县泼陂河镇邬围孜村党支部
结对连心谋发展 联创共建促和谐

本报讯（李洪波陈胜）市检
察院党组高度重视选派村党组织
第一书记工作， 积极探索改变
“双薄弱村”的新路子、新途径，

近日，由市检察院机关第六党支
部与选派村党组织第一书记阮
铁任职的光山县泼陂河镇邬围
孜村党支部开展联创共建活动，

取得初步成效。

倾心帮扶， 优势转化添活力。

在联创共建活动中，市检察院党组
把共建优势转化为推动基层党组
织建设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优
势， 更好地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

拓宽检察机关服务人民群众的渠
道。在市检察院党组积极支持协调
下，

8

月份，市发改委和市交通局已

正式下达了邬围孜村道路建设项
目指标，通过“一事一议”，拟投资
建设

3.5

公里村级道路，从
9

月
1

日起
路基平整已正式组织实施， 建成
后， 可解决该村

23

个村民小组近
1500

名村民的行路难的问题；通过
协调，县电力部门已批准对邬围孜
村申报的

4

个村民小组用电线路改
造计划，将在

9

月底组织施工，可解
决
200

多户、

800

余名村民生产生活
用电问题。

共同创建， 文明新风拂面来。

一是双方积极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和生态文明建设。

8

月
31

日，邬围孜
村成立了以评选五好家庭为载体
的村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年底
将在全村

652

户家庭中评选出
10

户

五好家庭、

10

名好婆婆、

10

名善持
家、

10

名孝敬公婆的好媳妇。 并与
市检察院（省级文明单位）精神文
明建设结对帮扶，积极申报“市级
文明村”，还结合“六城联创”注重
抓生态建设，村容村貌有了初步改
善， 现正在申报“市级生态文明
村”。二是在市检察院机关第六党
支部的指导下， 邬围孜村积极运
用“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加强农
村民主管理。

8

月
31

日， 该村召开
全体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

审议和决议关于乡村道路路基整
修筹资酬劳、 小农水建设等有关
事宜。

情系百姓， 实事办实暖民心。

在共建中，邬围孜村党党组织第一

书记阮铁深入群众，在一个月的时
间里走访了全村

32

个村民小组，真
实了解群众所需、所盼、所想，对能
办的事尽快办，对急办的事想办法
办。 一是着力改善村水利基础设
施。结合该村的实际，在市检察院
的帮助下，积极争取市水利局党组
和泼河水库管理局的支持，泼河水
库管理局组织水利技术骨干

6

人，

在
8

月份冒着
40

摄氏度的高温，用
近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对村水利
设施建设规划，并将主要干渠整修
纳入明年建设计划，该项目完工后
可保证村

800

亩至
1000

亩稻田旱涝
保收增产。二是积极开展秋季计划
生育服务活动。目前，邬围孜村已
提前完成

28

例“四项手术”和全额
完成社会抚养费征缴。三是开展以
捐资助学为内容的联谊活动。通过
搭桥牵线，河南盛世通宝典当有限
公司决定在该村建立贫困学生资
助点，计划年资助该村

10

名贫困学
生每人

300

元。

鸡公山管理区
推进试验区建设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员林欢） 去年以来，

鸡公山管理区一直把农村
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
作为管理区的重点工作来
抓，取得显著成效。

近日，鸡公山管理区召
开了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
验区建设推进会， 制定了
《关于强化农村改革发展综
合试验区建设工作的决
定》， 明确了下一步的工作
任务，将集中人力、物力、财
力，大打农村改革发展综合
试验区建设创先争优的大
仗。该管理区还立足鸡公山
的实际和特色，重点围绕三
级示范村建设、旅游项目建

设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三
大方面，分别列出了建好人
居平台、建立健全社会保障
体系、 营造良好人居环境、

金融创新、城镇一体化提速
等十大重点工作任务，并对
每一项工作进行了详细分
解，列出具体的工作内容，

确定完成时限， 明确责任
单位、责任人和责任领导，

要求以李家寨镇为主战
场，各相关单位协同作战，

形成合力，围绕目标任务，

抢抓工作进度， 把还没做
的动起来、 让正在做的快
起来、 使成型的尽快亮起
来，以有效的行动打好这场
攻坚战。

“信阳红”红信阳

3

月
28

日， 省委书记卢展工到
河区白云村红茶研发基地品茗、视察
时，高兴地说：“信阳毛尖又添了一个
孪生兄弟———信阳红茶。” 自此，“信
阳红”———一个厚重而响亮的名字诞
生在豫南茶乡！

4

月
26

日，卢展工再来
信阳品尝“信阳红”后，称赞其品质
好，潜力大，堪与国内一些著名红茶
媲美。

8

月
31

日，卢展工与全国
16

家党
报总编辑一起品茗“信阳红”，并热情
推介“信阳红”。（

2010

年
9

月
1

日《河南
商报》）

其实，红茶即发酵茶，分红条茶
和红碎茶两种， 红碎茶主要产于印
度、斯里兰卡等国家，红条茶即功夫
红茶，主要产在中国，如祁红、滇红、

川红、宁红等。红茶的保健功效独特，

如消炎杀菌、提神消疲、解毒利尿、生
津清热等， 夏天饮红茶能止渴消暑，

是极佳的运动饮料。此外，还具有防
龋、健胃养胃、助消化、促食欲、延缓
衰老、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抗癌、

抗辐射、防心梗等功效，抗衰老效果
强于大蒜头、 西蓝花和胡萝卜等。目
前，红茶占世界茶叶贸易量的

80％

左
右。

由此看来，云南、安徽、湖南等传
统的绿茶产区抓住国内国际市场对
红茶需求量大幅攀升的大好机遇，纷
纷利用夏秋茶资源生产红茶，积极尝
试“绿”改“红”，探索出优化产品结
构，提高产业效益，促进茶产业可持
续发展之路。随着“红茶热”的兴起，

安徽省祁门县加大了“祁红”的生产
力度， 山东省日照市开发了“日照
红”。据市茶办的数据，

2010

年，我市
茶园发展到

150

万亩， 年产干茶
3600

万公斤，涉茶产值
40

多亿元。但夏秋

茶产量占全年茶叶总产量的三分之
二，每年约有

15

万吨夏秋茶资源没有
派上用场。如果这些茶叶全部制成红
茶，农民增收的空间不可限量。况且，

由于夏秋季茶苦涩味浓，价格一直走
低。而经过发酵工艺之后，红茶即可
除去了苦涩味道， 迅速提升茶叶品
质，为广大茶农所热切期盼。从

3

月到
8

月， 不过半年时间， 卢展工亲自点
拨、积极支招、广泛推广“信阳红”，

使长期以生产绿茶“信阳毛尖”的人
们顿时茅塞顿开。 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信阳开发红茶，顺应市场变化，

顺应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众望所归，

恰逢其时。 可以说， 今天之“信阳
红”，无不与省委书记卢展工有着深
厚的渊源。

市委书记王铁指出，河区在红
茶的研发与生产上先行了一步，“信
阳红”一上市就“红”了起来。首先是
“红” 了农民， 在茶叶现有收入基础
上，每亩收入至少增加

2000

元。我们
开发红茶，既提高了茶农收入，又增
加了信阳茶叶品种，同时也宣传了信
阳。王铁说，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开发、

生产、营销的力度，

10

月份，我们将在
郑州、北京刮起“信阳红”风暴，让“信
阳红”红遍省会、红遍京城。明年我们
要进一步扩大宣传，在武汉、广州、上
海、成都等大中城市进行宣传，让“信
阳红”从今年到明年刮遍全国，再过
一两年刮遍全世界（见王铁《坚决打
好农村改革这场硬仗》一文）。的确，

具有品牌、规模、产业、生态、区位、科
技、市场等优势，“信阳红”的研发生
产将极大地调动和鼓舞广大茶农的
积极性，一个生产夏秋茶、中低档茶
的“信阳红”高潮即将到来，“信阳红”

与信阳毛尖比肩出信阳、 立中原、红
全球将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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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港镇：茶乡明珠红绿相宜
“喝过信阳毛尖吗？”“喝过，挺好的。”在信

阳红茶生产总部生产车间， 来自福建的红茶制
作师傅刘明友告诉记者，“‘信阳红’的品质甚至
超过了红茶发源地福建的红茶， 具有‘甜醇回
甘、汤色红浓’的特点，你们信阳的气候和土壤
适合发展红茶。”

日前，记者一行走进了海拔
300

多米、设在
信阳毛尖主产区———河区河港镇白云村的
“信阳红”研发基地（信阳红茶研究中心、信阳红
茶生产总部），一睹了信阳红茶的芳容。走进包
装室，记者观看了“信阳红”的成品，果不其然，

如今绿茶变成了红茶。

4

月
26

日， 省委书记卢展

工来信阳品尝“信阳红”后，称赞“信阳红”品质
好，发展潜力巨大，可以与国内一些著名红茶媲
美。

据河港镇的一位干部介绍， 在中国茶
都———信阳第十八届国际茶文化节上，该镇研发
的“信阳红”称得上是“重大成果和最主要亮点之
一”。白云村茶农严敏告诉记者，现在采完春茶，

还可以采夏、秋两季茶，一般一天可采到七八斤，

按
1

斤
10

元算，一天下来挣
100

元不成问题，一年
能多挣几千元，总比老坐在家里打麻将好啊

!

看罢红茶，瞧瞧绿茶。记者一行来到河港
镇南部的信阳毛尖正宗产地、享有“茶乡明珠”美
誉的龙潭村。该村党支部书记伍世军介绍，去年
以来，他们村围绕“茶”特色，按照“突出优势、壮

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产业化发展”思路，建设茶
基地，弘扬茶文化，开发茶旅游，壮大茶经济，打
造茶叶专业示范村。目前，全村户户种茶、组组
产茶，茶园

1.6

万亩，涌现出百亩种茶大户
26

户、

50

亩以上的
120

户；有茶叶专业合作社
8

个，入社
会员

800

多人；有大小茶叶加工厂
360

个，茶叶加
工机械

700

多套，炒锅
1600

口，基本形成了集茶
叶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化发展格局。

2009

年，该村产干茶
36

万公斤，产值逾亿元，仅
茶叶一项，农民人均收入

6000

多元。

与此同时
,

作为我市新农村建设试点村、
河区试验区建设示范村、中州新村———龙潭村，

因地制宜，大胆推进，聘请南京园林规划设计院
编制了《龙潭村试验区建设总体规划》；投资

50

万元，实施了白龙潭河道治理，建成护河堤
400

米；投资
35

万元，新建白龙潭大型水冲式公厕
1

座，同时启动了白龙潭广场建设，被评为全区唯
一的“一类示范村”。

自试验区建设以来，该镇立足“红色、绿色”

名茶优势，将特色融入精品，用精品展示特色，

按照“城在山中、楼在绿中、人在画中”的思路，

聘请北京规划设计院制定了“一心两轴”的新村
规划，外观采用徽派建筑风格，造型统一，美观
大方，独具茶乡风韵，目前，新建商住房

145

套，

总建筑面积
1.8

万平方米， 其中新建街南商住房
40

套、街北商住房
105

套，形成了集商住、茶叶销
售、休闲旅游于一体的新型农民居住区。在此基
础上，该镇采取政策驱动、能人带动、招商促动、

合作拉动的“四轮驱动”的方式，推进茶园流转。

以黑龙潭村为试点，依托五云茶叶集团，对茶园
进行统一流转， 可望变茶园为车间、 茶农为职
工、茶区为试验区，实现万亩茶园大流转。积极
引导群众参与，在规划区内集中建房居住，让茶
农生产在山上、居住在山下，实现人口向集镇集
中。据悉，全镇累计流转土地

5.5

万亩。

淮滨县人武部

利用“民兵之家”服务试验区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赵兵李钟恺）日前，

淮滨县人武部结合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
建设，利用“民兵之家”这个主阵地，服务试验
区建设。

该县人武部把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
《兵役法》、《婚姻法》、《土地法》、《劳动法》

等法律条文， 编印成宣传单发给村民；同
时， 针对一些村民不懂法、 不会用法的情
况， 精选与村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典型
案例， 编写成法律故事小册子， 刻录成光
碟，制作成宣传画，发放到每家每户，以案
例解析、唱山歌、讲故事等形式开展普法宣
传。 该县人武部还把党的方针政策和人民
群众关心的计划生育、 宅基地等作为宣讲
的重点，利用“民兵之家”这个主阵地向群
众讲解有关法律法规。

上图为在信阳红茶生产总部，来自福建
的红茶制作师傅刘明友（前）正在红茶的生
产工艺流程上作业。

左图为地处河区河港镇白云村的
“信阳红”研发基地———信阳红茶研究中心、

信阳红茶生产总部。

本报记者常征摄

【试验区好风光】

庙仙乡
人口普查“四落实”

本报讯（通讯员何铸清海） 罗山县庙仙乡早谋
划，争主动，抓好“四落实”，推进人口普查工作。

该乡一是落实机构；二是落实经费；三是落实人员；四
是落实责任。目前，全乡

15

个普查区和
154

个普查小区边界
图已绘制完毕，并通过审定，“两员”选配工作全部完成。

明港镇
人口普查重“七心”

本报讯（通讯员邱小花李云凯）“做好第六次全国
人口普查工作，必须做到真心重视、精心组织、挚心参与、

用心工作、耐心指导、诚心支持、尽心尽责这‘七心’，努力
打好人口普查工作攻坚仗。” 日前，平桥区明港镇召开全
镇人口普查工作动员会议。 会议要求驻镇各单位、 各部
门、各企业、各村（街）主要负责同志做好“七心”，全力打
好人口普查工作攻坚仗。

平西办事处
人口普查“三明确”

本报讯（通讯员杨华）日前，平桥区平西办事处以
坚决消除人口普查误差为重点，加强人员培训。同时，进
一步“三明确”，确保人口普查工作的质量。“三明确”：即
明确居委会职责、 明确普查员职责、 明确普查指导员职
责，坚决将普查误差消除在第一线。

【简讯】

谭家河乡

通过“四提升”加强合作社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彭延斌）

今年以来，河区谭家河乡
通过“四个提升”，加强合作
社建设。

一是提升人才理念。该
乡聘请院校专家、部门技术
人员定期服务合作社，并
吸纳乡土专家、 农村实用
人才加入合作社。 同时以
合作社为平台，培育出新
型农村实用人才。二是提
升技术理念。该乡充分利
用远程教育、扶贫培训及
邀请院校专家培训等手

段，提升合作社社员实际
生产技能， 着力解决产
前、产中、产后过程中的
难题。 三是提升融资理
念。 该乡除国家涉农项目
资金向合作社倾斜外，合作
社通过招商引资、产权抵押
贷款、入股合作分红等方式
广泛融资，着力解决资金制
约合作社发展的瓶颈。四
是提升品牌和市场理念。

该乡着力打造和保护合作
社产品的品牌，便于在市场
经济浪潮中“冲浪”。

八里畈镇
秋播生产抓“三早”

本报讯（ 通讯员
李锋）日前，新县八里畈
镇超前谋划秋播工作。

一是早摸底。该镇印发
调查问卷

1500

余份， 了解
群众意愿， 让群众种什么
经济效益好种什么。目前，

该镇种植紫云英
2000

亩、

杂交油菜
1500

亩、小麦
800

亩。二是早示范。该镇选择
八里畈村李畈、 付畈两个

油菜示范点
500

亩；王里河
村地湾、长河村宋畈、七龙
山村胡冲

3

个紫云英示范
点

1500

亩， 同时实行领导
包村责任制，通过抓示范，

带动群众发展生产。 三是
早投入。该镇拿出

5

万元资
金， 购买紫云英种子

1000

公斤、油菜种子
100

公斤、化
肥
5

吨， 为全面完成秋播任
务提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