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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试验区建设新农村
典型篇

信阳市上天梯管理区中国珍珠岩管理协会提示您：

今天距世界（信阳）珍珠岩
产业发展大会还有23天

电话：

0376-3886023

传真：

0376-3887400

潢川县
大学生村官助推远程教育健康发展

本报讯（胡晓川王恩明）为解决
现代远程教育存在的村级站点管理
员素质偏低、 设备管理使用不规范、

平台作用发挥不到位等问题，潢川县
创新思路，整合资源，及时将大学生
村官纳入远程教育管理员队伍，通过
采取培训、定责等措施，充分发挥大
学生村官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远程
教育工作上台阶，真正让群众得到了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强化培训， 全面提高业务技能。

潢川县举办大学生村官远程教育技
能培训班，让大学生村官基本掌握远
程教育设备管理使用方法。通过村级
党组织申报、 乡镇党委审核批准、县
远程办备案，将大学生村官选聘为所
在村远程教育管理员。为了使大学生
村官全面融入远程教育工作，该县统
一组织大学生村官开展了远程教育
专项调查活动，逐户走访，向群众宣
传远程教育， 了解群众的学习需求，

帮助制定符合本村实际的学习计划，

把开展远程教育工作作为了解农村、

融入农村的平台。

结对帮扶， 加强站点日常管理。

潢川县施行大学生村官管理员与社
区（居委会）结对帮扶制度，每名大学
生村官在做好本村各项工作的基础
上，负责协助

1

个社区（居委会）的远
程教育管理员做好站点日常管理工
作，培训所帮带社区（居委会）干部熟
练掌握计算机基本操作，使其能够熟
练打字、上网、发布信息。 目前，该县

310

个远程教育站点线路整齐、设备
使用正常、学习活动开展有序，站点
规范化建设水平显著提高。

全面服务，为试验区建设提供动
力。 潢川县鼓励大学生村官管理员，

积极利用远程教育网络资源，定期组
织村民学习收看种植、养殖等农村实
用技术课件，帮助干部群众掌握脱贫
致富技能； 广泛收集农业信息资源，

及时向群众提供创业致富信息，使群
众脱贫有路子，投资有项目；通过自
己动手制作网页， 加强网上沟通联
系，帮助农民网上销售产品。目前，该
县共为群众提供致富信息

3200

余
条，提供相关技术培训

8400

余人次，

帮助
125

家种植、养殖大户实现了网
上销售。

信阳工业城
电子产业园第二轮附着物调查完成

本报讯（周磊）在信阳工业
城电子产业园各项重点工作推进
过程中， 地面附着物调查工作亮
点尤其显著。 继顺利完成电子产
业园首轮附着物调查后， 第二轮
B2

区附着物调查也于日前启动。

电子产业园建设领导小组要
求

B2

区附着物调查工作“十天任
务量，三天内完成”。 为尽快完成
附着物调查任务， 减少附着物调
查阻力，细化调查措施，核实清查
内容， 电子产业园建设领导小组
征地拆迁组调集思想素质好、业

务能力强的人员共计
24

人，组成
力量强大的附着物调查队伍，于

9

月
23

日早上
6

点
30

分进入两个
村四个村民组开展附着物调查。

为及时完成
B2

区
400

多亩
土地的附着物调查任务， 征地拆
迁组及时研究分析排查重点户，

一大早便深入农户家中， 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积极做他们的思想
工作，化解了阻工隐患，使调查组
在整个附着物调查过程中， 没有
出现一起矛盾冲突， 保障了附着
物调查圆满完成。

经过
10

个小时不间断调查，

B2

区附着物调查任务于
9

月
23

日下午
5

点完成， 提前
2

天完成
任务， 创造了工业城项目建设附
着物调查速度的新纪录， 展示了
工业城人克难攻坚的创业精神。

附着物调查任务迅速完成表
明工业城电子产业园建设领导小
组采取依靠基层组织， 调动群众
积极性来推进工作的措施是加快
电子产业园建设的法宝， 电子产
业园建设领导小组各部门将进一
步取得当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获得群众配合， 坚决打好电子产
业园建设攻坚战。

联合起来力量大 航母集群闯市场

———新县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

区建设启动以来，新县把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提高农
民组织化程度，带动农民增收
的头等大事来抓，一个个农民
专业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相
继成立。但由于不少合作社还
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不同程度
地存在着规模小、服务领域狭
窄、带动能力弱、抵御市场风
险能力低等不足。为做大做强
农民专业合作社，新县大胆探
索，不断创新，通过培育农民
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以航母集
群闯市场的方式，有效解决了
这些问题， 并取得了明显成
效。 全县成立茶叶、 蔬菜、农
机、油茶、畜牧养殖

5

个农民
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会），加入
联合社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
71

个， 占全县农民专业合作
社总数的

35.5%

，实现了合作
社的大联合、 大发展和大规
范。

该县立足特色产业和资源
优势，因地制宜，采取农超对接、

特色产业、专业联合、综合开发、

全面服务等形式分别成立了蔬
菜、茶叶、养猪、油茶、农机等

5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会），

把联合社建设成为上连政府、下
连市场、基地和农户，直接为“三
农”服务的新平台。

一是农超对接型。 由新县
兴农科技农产品开发农民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徐忠等人发起，

依托在建的新县特色农产品超
市， 组织

6

家蔬菜类农民专业
合作社和

12

个蔬菜种植大户
成立了新县蔬菜农民专业联合
社， 吸纳民间资金

2000

余万
元，辐射带动了

1

万余农户，初
步形成了集生产、加工、仓储、

物流、运输、销售
于一体的农超对
接的特色产业龙
头， 闯出了一条
“从农业到商业
再到工业” 的发
展之路。

二是特色产
业型。 由新县茶

产业办公室牵头， 组织新县赛
山茶叶专业合作社等

24

家茶
叶生产加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和

20

家茶叶生产加工企业，成
立了全市首家茶叶专业合作社
联合会， 在新县农村产权流转
服务网开设了茶叶专栏， 打造
了信息畅通、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联合经营的发展平台，构建
了“产销结合、运作高效”的茶
叶营销网络， 切实增强了新县
茶叶的市场竞争力， 不断提高
茶产业信息化和组织化程度，

开创了新县茶产业抱团闯市场
的新局面。

三是专业联合型。 该县组
织同一专业的

18

家养猪农民
专业合作社和

30

个养猪大户，

注册资金
2277

万元，成立了新
县养猪农民专业合作联合社，

实行统一饲料供应、统一防疫、

统一销售。

四是开发联合型。 由周河
乡政府牵头， 组织

2

家油茶农
民专业合作社和

8

个生产加工
大户，出资

1769

万元，在中原
油茶第一乡周河乡成立了新县
大别山油茶农民专业联合社。

使一家一户小生产和分散的油
茶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国内国际
市场有效对接，形成规模优势、

品牌优势。

五是服务联合型。 由新县
农机局牵头，组织铁牛、恒发茶
叶机械等

23

家农机专业合作
社和金牛农机商行等

3

家农机
经营网点成立了新县金桥农机
专业合作社联合会。 该联合会
目前拥有社员

557

人， 各类农
机具

672

台， 其中大中型拖拉
机

32

台， 小型拖拉机
186

台，

联合收割机
26

台， 插秧机
16

台，年作业服务面积
5

万亩，受
益农户

1.8

万户， 年服务收入
500

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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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里，河区环南湾湖“百里茶廊”上，到处是农
民采茶忙碌的身影。每到下午

3

点钟，董家河石畈红茶
生产基地大门口人头攒动， 交售茶叶鲜叶的队伍排成
长龙，呈现春季时火热的茶叶鲜叶销售场面。是一芽一
叶，还是一芽两叶的争议，每斤鲜叶是

20

元还是
25

元
的讨价还价，挎篮子的，扛布袋的，人人脸上都绽开笑
容。河区成功研发信阳红茶并迅速走红，改写了该区
夏秋季茶叶弃采的历史，农民秋季开始上山采茶，秋天
里上演春天的故事。

近年来，河区积极落实市委、市政府打造“中国
茶都”的战略决策，以“民以茶富，区以茶强”为目标，大
力加强茶叶基地建设，全区茶园面积迅速扩大，茶产业
综合产值大幅度提升。然而夏茶苦涩弃采，秋茶便宜惜
采的传统始终没有改变。如何让河区

40

万亩夏秋茶
资源变成财富，让农民持续增收，一直是河区委、区
政府领导班子探索和思考的问题。

下定决心生产信阳红。

2009

年
12

月
27

日，省委
书记卢展工到信阳视察时指出， 信阳要加大夏秋茶的
采摘力度，要尝试开发新的茶叶产品，增加群众收入，

可以开展信阳红茶加工，可命名为信阳红。卢展工书记
的讲话，犹如一股春风，让信阳毛尖茶主产区河区人
民看到了茶产业发展新的希望。 为了落实卢书记的指
示精神，开发夏秋茶资源，生产信阳红茶产品，河区
委、 区政府在今年年初区委经济工作会上向全区人民
庄严承诺，一定要生产高质量信阳红茶产品，让信阳红
茶源于河，红遍全国！

不辱使命开发信阳红。 为快速研发出高质量信阳
红茶产品，不负全区人民希望，该区成立了高规格红茶
研发指挥部，制定了红茶研制百日攻坚行动计划，抽调
最精干的人员组成红茶研发执行工作组， 专门从外地
引进红茶专家开展技术攻关。 以

4

月
2

日河区信阳
毛尖开采仪式为标志， 经过数十天夜以继日的研究和
数十次试验，

4

月
13

日成功研发信阳红茶。 在信阳第
十八届国际茶文化节总结大会上， 河区成功研发信
阳红茶被誉为本届茶文化节最重大成果和最主要亮点
之一。

乘势加力发展信阳红。为尽快让信阳红茶走向市
场，发展壮大红茶产业，该区确定采取招商引进外地
红茶企业和培育本地绿茶龙头企业两条腿走路的方
针，一方面利用外地成熟的红茶生产技术、市场、资金
优势， 一方面发挥好本地遍布全国绿茶营销网络优
势。 通过招商引进福建九拓茶业有限公司，由该公司
建成董家河石畈信阳红茶生产基地，年生产高档信阳
红茶可达

20

万公斤。 信阳五云、文新、磨盘山三家茶
叶公司积极响应号召，引进外地生产设备和技术人员
生产信阳红茶。 目前，石畈基地已生产高档信阳红茶

2.5

万公斤。磨盘山茶叶公司生产的低档红碎茶，全部通过中茶公司出口到国
外市场。

扩大规模推广信阳红。 为扩大红茶生产规模，推动农民增收致富，该区把
推广信阳红茶生产技术作为当前中心工作，在全区大规模开展种植、管理、鲜
叶采摘、加工、包装、销售培训工作。 目前，已举办信阳红茶培训班

48

期，培训
茶农近万人。 全区

8

个产茶乡镇的农民已初步了解了信阳红茶生产加工的基
本知识，为信阳红茶规模化生产打下较好基础。

着眼长远提升信阳红。该区十分注重提高红茶的标准和质量，已制定完成
《信阳红茶质量标准》和《信阳红商标管理办法》，引进制茶专业博士、硕士研究
生

8

人，继续加强科研力量。目前，河区一方面加大宣传力度，将年产红茶产
量

50

万公斤目标列入茶产
业“

5316

”振兴工程，另一方
面加强市场营销， 积极组织
力量参加

10

月份在郑州、北
京举办的信阳红茶风暴行
动，通过参加各类节会活动，

大力推介信阳红茶， 用茶文
化提升信阳红！

2010

年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公路自行车锦标赛今天举行了
个人赛。 比赛路线围绕风光秀丽的南湾湖畔，分为成年男子组和青年男子组，成
年组比赛距离为

182

公里，青年组的比赛距离为
101

公里。两队共有
123

名运动
员参加了比赛。经过激烈角逐，上海队的徐刚和河南队的王丰年分别夺得这两个
组的冠军。

本报记者郝光摄

水水城城花花乡乡
金秋时节，秋高气爽，潢川县城关市民乘游

船游览碧波荡漾的小潢河。 近年来， 该县以园
林、旅游、文明、卫生城为发展目标，注重加大城
市环境和人居环境的建设力度， 把小潢河两岸
整修得越来越美。蓝天、碧水、垂柳依依，成为人
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陈柏松摄

□

试验办

热情的观众

美丽大方的礼仪小姐

自行车赛牵动众人心

聚焦电子产业园建设

日前， 河南省农村改革发展综
合试验区建设成果大型图片展在百
花园隆重举行。 市领导王铁、 郭瑞
民、王道云、宋效忠、李广胜、冯鸣、

乔新江、高俊峰、朱继先、李水、张明
春、周慧超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展览。

市领导称赞展览集中反映了我市试
验区建设的时代风貌， 展示了基层
改革试验的新鲜经验， 讴歌了广大
干部群众的创新精神。 此次展览将
持续到

10

月
15

日，共展出各县区、

管理区提供的展板
135

块。 图为王
铁等市领导观看图片时的情景。

本报记者秦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