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县率先实现县、乡、村三级农村产权流转服务中心信息联网。图为新县农村产权流转服务
中心揭牌仪式。

新县新集镇艾洼土地置换占补平衡型农民新村。

“八篇文章”织锦绣 勇立潮头唱大风

———新县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巡礼
本报记者成兆本

巍巍大别山，奔涌着时代的浪
潮。

滔滔潢河水，流淌着火热的激
情。

位于大别山腹地的新县，

36

万
老区人民正以昂扬的斗志、火热的
激情投身改革，在河南省农村改革
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大潮中，勇立
潮头唱大风， 高扬风帆谱新篇。老
区大地，水生潮起千帆竞，东风劲
吹满园春。

2010

年
3

月
1

日，河南省农村改
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暨市委农
村工作会议召开，新县用文化引领
一等奖、金融创新四个三等奖的成
绩，向市委、市政府交出了一份满
意的答卷。

荣誉代表过去，面对市委书记
王铁提出的坚决打好“六场硬仗”

的命题，作为林业大县、农业小县
的新县，如何在试验区建设中立潮
头，打头阵，领风骚，著文章，成为
摆在全县干群面前的一道重要课
题。

解放思想当先锋
建好试验区，转变思想观念是

关键。新县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
主动走出去，先后到扬州、盱眙、霍
山、英山等地考察学习、探宝取经，

寻求促进试验区建设的新思路、新
途径；积极“请进来”，邀请北大教
授李庚、乔然等多名专家学者帮助
开阔思路，出谋划策；定期召开常
委会、四大班子领导联席会、领导
干部大会，共商试验区建设发展大
计。全县上下发扬敢闯敢试的老区
精神，勇当农村改革先锋，建立了
全省首个农村产权流转网站，成立
了全省首家农村商业银行，在全省
率先开展“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财
政奖补工作，率先实现所有乡镇成
功创建省级以上环境优美乡镇，在
全市率先全面实施涉农项目整合，

信阳涉外职业技术学院获省政府
批准筹建，用一个个试验区建设的
第一，不断掀开农村改革发展新篇
章。

产权流转天地宽
建立归属清晰、 权责明确、保

护严格、 流转顺畅的农村产权制
度， 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

新县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
权、房屋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
用权、水面承包经营权“五权”流转
为突破口， 推进农村产权资本化，

取得明显成效。

新县在全市率先建立了覆盖
县乡村的三级农村产权流转平台，

开通全省首家“县乡联网、信息互
通、网络咨询、中心交易”的农村产
权流转服务网，累计发布流转信息
5000

余条， 流转土地
84.2

万亩，占
农用地面积的

42.96%

。盘活林权资
产近

50

亿元。“人往山上走，钱往山
上投”， 长期无人问津的闲置山场
成为投资宝地；“人在床上躺，钱在
树上长”， 成为林农生活的生动写
照。

新县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作
为土地流转的重头戏， 抽调

150

名
工作人员，组织村组干部、林农代
表

5900

多人
,

成立
48

个勘界组，勘
界面积达

164.4

万亩， 发放林权证
8.8

万本，发证率达
94.9%

。县财政
拿出

200

多万元对种植养殖流转大
户实行贴息奖补， 培育流转耕地
100

亩以上、林地
500

亩以上流转大
户

258

户，吸引资金
1.82

亿元
,

发展
经营实体

1610

个，流转林地
78.2

万
亩，占林地总面积的

47.7%

。

新县累计建成千亩以上土地
流转精品示范园

10

个， 面积近
2.4

万亩。在陈店乡七姑山、客脊岭、梅
花店分别建立了

2000

亩、

2400

亩和

5600

亩的土地流转示范园，以“公
司
+

农户”、“合作社
+

农户” 等经营
方式，大力发展茶叶、油茶、水产等
特色产业， 创造了流转面积最大、

流转形式最丰富、支柱产业集中度
最高的典型。

金融不活，农村不活；金融一
活，一活百活。新县紧紧扭住金融
创新这个农村改革的牛鼻子，大胆
创新，稳步推进，农村商业银行、小
额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担保公
司等新型金融组织和金融创新产
品如雨后春笋，激活了农村金融一
池春水。

金融创新惠“三农”

新县在全市率先制订下发了
《整合涉农资金加快推进新村建
设的意见》，

2010

年整合涉农资
金

4200

万元，初步形成了“多个
渠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
龙头放水” 的涉农资金整合模
式；注资

1

亿元，成立了新县金源
担保有限公司，在各乡镇成立了
担保中心，

10

万元以下抵押贷款
在乡镇担保中心即可办理，已为
各类涉农项目提供担保贷款

1

亿
余元。

新县成功争取国务院扶贫办
扶贫互助资金试点项目

25

个，项目
资金

375

万元；制订了《新县农村资
金互助社管理暂行办法》， 依法规
范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

42

家，实现
了市县示范村全覆盖。各资金互助
社累计发放贷款

1900

多笔、 金额
2300

多万元， 小资金服务了大生
产；新县代表在全市“五权”确权抵
押贷款暨金融创新现场会做典型
发言。

新县先后在
112

个村启动“一
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参加筹资
人口

12.4

万人， 筹劳人数
7.6

万人，

筹劳总金额
1002.3

万元，有效破解
了农村公益事业筹资难问题；全市
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暨财政
奖补工作现场会在新县召开，新县
代表在全省“一事一议”筹资筹劳
暨财政奖补工作做了典型发言；国
务院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
室副主任黄维健对新县“一事一
议”筹资筹劳暨财政奖补试点工作
的典型做法和取得的成绩给予了
高度评价。

社会服务润山乡
以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现代化

生产，为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
发展提供方便、高效、优质的服务
为目标，新县不断健全农村社会化
服务体系。

新县兑现奖励政策，向省市县
示范合作社发放奖励资金

15

万元。

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到
211

家，是
2008

年的
18

倍，其中省级示
范社

3

家，市级示范社
10

家；新发展
农机专业合作社

3

家， 较上年增长
16.7%

，注册资金
4.32

亿元，带动农
户

2.59

万户，占全县农户总数的三
分之一； 在组建茶叶合作社联合
会、 蔬菜联合社等

5

个专业联合社
的基础上，组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
联合总社，实现了全县合作社的大
联合。

新县积极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安太公司和兴民科技公司获批省
级龙头企业，省级龙头企业发展到
3

家； 建成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基
地
3

个，无公害种植、养殖基地
7

个，

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县通过复核
验收；陡山河乡瓦窑冲曹远涛蛋鸡
场被国家畜牧局评为“全国蛋鸡场
标准化建设

300

强”，是信阳市唯一
跻身全国

300

强的标准化蛋鸡场。

新县以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
系试点县建设为契机，建立了县级
农技综合服务中心、

16

个乡镇农技

推广综合站和
38

个村级服务站点，

推广高产新品种和新技术，良种率
达
95%

，农业科技普及率达
90%

，实
现了现代农业科技进村入户。

社会保障利民生
以关心、关注和关爱农民群体

为着力点，新县不断完善农村社会
保障体系，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
展、民生的改善、社会的和谐。

全面推行新农保， 群众有愿
望，上级有要求。由于新县财政收
入不到

1.2

亿元， 仅新农保一项就
需配套资金

2600

万元，财政压力很

大。新县主要领导六上北京、郑州，

成功争取到“全国第二批新农保试
点县”项目。按照“由点及面、分类
推进”的办法，新县

2010

年上半年
在
66

个村进行新农保试点，下半年
新农保工作在所有村全面铺开，

205

个试点村（居委会）应参保
21.5

万人，已参保
20.4

万人，参保率达
95%

，共征缴保费
1745

万元，累计
为

3.6

万名
60

岁以上农村老人发放
养老金

536

万元，。市委书记王铁在
市试验办上报的《新县全面铺开新
农保》专报上批示：“很好，望抓好
落实”。

新县累计投资近千万元，建设
标准化村卫生室

169

个， 培训村医
258

名， 基本设备配备完成率和县
乡奖补资金兑现率均达

100%

；在
外出农民工集中地设立“新农合”

定点医院
6

所， 新农合参合率为
96.1%

， 初步解决了农民群众看病
难问题。苏河镇文昌村村医李先利

作为基层代表
和全国唯一的
村医代表，分
别参加了全省
卫生工作会议
和卫生部“十
二五” 规划项
目研讨会。卫
生部党组书
记、 副部长张
茅到苏河镇文
昌村调研时，

对新县的村卫
生室建设给予
了高度评价，

说“如果全国
都像这样，农
村的卫生问题
就真的解决
了。” 市委书
记王铁在市卫
生局上报的
《新县规范村

卫生室“真重视、真整改、真追究”》

信息上批示：“很好”。

“为政之道在于安民， 安民之
道在于察其疾苦”。 新县努力构建
新型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农村低保
覆盖面由原来占农业人口的

3.3%

扩大到
4.5%

。新建、改扩建乡镇敬
老院

5

所，新改建面积
3793

平方米，

总投资
326.6

万元， 五保集中供养
率达

45.3%

。 陡山河乡敬老院被评
为“省级文明敬老院”，千斤乡和吴
陈河镇敬老院被评为“市级标准化
敬老院”，全县

900

多名农村五保老

人真正过上了“最美不过夕阳红”

的好日子。

人才创业竞风流
在试验区建设各要素中，土地

是根本、金融是核心、人才是基础。

新县将培育人才、鼓励人才创业作
为加强试验区建设的重要手段，各
类英贤竞相下乡谋发展，农村创业
展风流。

新县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建成
各类职业教育学校

8

所， 劳动力转
移培训中心

8

所，

593

名农村实用人
才创办农业经济实体

300

余家，涉
外劳务品牌驰名全国、 享誉国外；

八里畈镇农村实用人才李学成等
组织的八里畈茶叶协会荣获“全国
科普惠农兴村先进单位”；

2009

年，

新县被评为“河南省职业教育攻坚
工作先进县”；

2010

年，新县代表在
全国城乡一体化与农业现代化综
合示范经验交流与研讨会上做典
型发言。

新县搭建创业平台，对投身农
业的创业人才在待遇、融资和服务
等方面实行优惠，建立精品人才创
业园

10

个； 实施
100

名青年创业小
额贷款扶持计划，为

70

余名创业青
年发放小额贷款

230

余万元； 以立
松国彦为代表的洋农场主来新县
创业、以詹安定为代表的大学生回
乡创业、以曹之刚为代表的国外务
工人员回国创业、以张昌云为代表
的成功人士回归创业、以县人大农
工委主任曹绍忠为代表的干部职
工下海创业、以台商杨武雄为代表
的台胞创业等各类创业典型纷纷
投身农村创业舞台，近千名机关干
部、科技人才、回归人员引进项目
30

多个，资金
5

亿多元，呈现出“农
民创家业、能人创产业、干部创事
业”的喜人局面。

将军之光铸辉煌
围绕“让将军之光永远辉煌新

县”理念，新县文化改革进入诗意
春天。

新县加快将军山开发建设，启
动广场区域拆迁改造工作；整合鄂
豫皖分局旧址、烈士陵园等红色景
区资源， 成功创建国家级

4A

级景
区；建成鄂豫皖将帅馆、红四方面
军将士纪念馆、大别山将军书画艺
术馆、 大别山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将军精神在这里光大，将军文化在
这里传承。

新县先后建成
11

个乡镇文化
站、

30

个村文化大院和
48

个农家书
屋，扶持发展千斤杨摆柳等民间艺
术团体

15

个，八里畈镇被评为“河

南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新集镇、

千斤乡被评为“河南省文化建设先
进乡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歌
采风基地” 落户新县，《打补丁》、

《偷花》 等
16

首不同风格的原生态
民歌通过该台广播同步传遍世界；

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录制、播出新
县民歌专辑，乡土文化登上大雅之
堂。

新县组建了县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成立了县文化市场综合执
法大队， 积极稳妥地推进县歌舞
团、县电影公司、县广电服务部等
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公
开选拔录用文化人才

9

人； 重组后
的新县歌舞团，年均演出

100

多场，

收入
56

万余元；省文改督导组对新
县文化体制改革给予充分肯定。新
县精心打造的“将军之声”大戏，在
中国（江西）红色旅游博览会上唱
响，成为新县特色文化品牌。

城乡一体共发展
破除城乡

二元结构，形
成城乡一体化
新格局， 是农
村改革发展的
基本目标之
一。 新县加快
城乡统筹步
伐， 城镇化率
达到

38.1%

，超
出省、 市平均
水平。

新县争取
以工代赈项目
28

个， 总投资
934

万元；加快
小城镇建设，

建成各类专业
及综合市场

70

余个、 村邮站
37

个、 标准化
供销连锁网络
店
425

个；出台

了《关于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进行
“农转非” 工作的实施意见（试
行）》， 大力推动移民下山，

8000

多
名边远山区农民安心“下山”，进城
入镇；探索出新集镇艾洼“以城带
村”、箭厂河乡方湾“产城结合”、八
里畈镇江湾村中心集镇扩张模式
等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模式。中国人
民大学教授陶然在《第一财经日
报》上发表的《征地拆迁“新县模
式”值得借鉴》一文，对新集镇艾洼
城乡一体化示范点的创新模式给
予了高度评价。新县以建设产业集
聚区为契机，吸引福新特钢、宾利
皮业等

20

余家企业入驻工业园区，

4000

多人就地就近就业；进一步完
善“村组保洁、乡镇收集、县级运
输、集中处理”垃圾处理机制，

16

个乡镇政府所在地基本实现了垃
圾定时清理； 已建成农村公路路
肩培护率达到

100%

；全面完成农
村义务教育债务化解任务； 建成
沼气池近

1.3

万个。新县被授予首
批“国家绿色能源示范县”，是信
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县。 新县积
极整治村容村貌， 新集镇、 八里
畈镇被评为“全国环境优美乡
镇”，其余乡镇均被评为“省级环
境优美乡镇”， 在全省率先实现
所有乡镇成功创建省级以上环境
优美乡镇。

党旗高扬别样红
在扎实推进试验区建设的进

程中，基层党组织起着重要的战斗
堡垒作用。 新县着力加强组织建
设，为农村改革发展提供了坚强的
组织保障。

新县建立新社会组织党组织
110

个，建立驻外党组织
29

个，实现
了非公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
组织全覆盖；坚持在试验区建设的
主战场看干部、用干部，今年

5

月，

重用、调整了
70

名乡镇干部；组织
127

名大学生村干部参加“投身试
验区、建功新农村”演讲比赛，激发
了大学生村干部投身试验区建设
的工作热情；将党员干部现代远程
教育网、 互联网开通到村一级；选
调
22

名政治素质高、 工作能力强、

熟悉“三农”工作的机关优秀党员
后备干部作为村党组织第一书记，

共为所驻村协调项目
88

个，争取项
目资金

2769

万元。

新村示范美如画
新县陈店乡梅花村立足打造

产业发展、农民富裕、宜居宜业的
深山区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的定位，

按照“支部
+

企业
+

合作社”三位一
体的模式，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
业，大力发展村级公益事业；布局
合理、环境整洁的标准化村卫生室
缓解了农民看病难问题； 设施齐
全、功能完善的文体广场活跃了群
众文化生活，依山傍水、集中连片、

规划有序的农民新村令人耳目一
新，展现出一幅茶园吐绿，水村山
郭，村在园中、房在画中、人在景中
的秀美画卷，生机盎然而又富有现
代气息。

2010

年，该村被确定为“省
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梅花村只是新县示范村建设
的一个缩影。新县强力推进

60

个市
县乡三级示范村建设，成立了以县
长为组长的村镇规划建设领导小
组， 完成了

60

个示范村的发展规
划，印发了《新县农村住宅示范图
集》，以科学规划引领新村建设；出
台了《关于进一步推动农民新村建
设的意见》等优惠政策，对通过验
收的农民新村给予

10

万元奖励；新
开工建设农村新型住宅社区

61

个；

县级领导干部每人联系
1

个村至
2

个村， 积极帮助所联系村加快发
展，引导群众把示范村建设为打造

成产业强、设施硬、村容靓、农民富
的农村改革试验样板村、 典范村；

县直各帮扶单位为所联系示范村
解决各类问题

200

多个， 投入资金
2000

多万元； 解决
12

个村
11.07

万
人的安全饮水问题；完成投资

3100

万元， 建设各类水利工程
1014

处；

投资
130

多万元， 完成示范村村庄
绿化

2500

亩；以陈店乡梅花村为代
表的特色产业主导型、浒湾乡游围
孜村为代表的产业集聚带动型、新
集镇小木城为代表的打工回归反
哺型、田铺乡河铺村为代表的红色
观光旅游型、郭家河乡百市街移民
下山并村型等一批示范新村脱颖
而出，农民告别了世代居住的土坯
房，真正实现了村庄变乐园，新居
美如画。

保障有力促改革
建设试验区，保障是基础。新

县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试验区
建设， 在常委会上明确决定，对
县试验办的经费优先保障， 抽调
12

名专职工作人员充实到县试验
办， 拨付专项办公经费

50

多万
元， 在叶林大道租用数间门面房
作为县试验办的办公用房， 高标
准进行了装修， 各类办公设施齐
全， 初步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
工作机制。

新县县委、县政府多次召开常
委会和党政联席会议，听取各专项
工作领导小组工作汇报，专题部署
试验区建设工作。县领导深入乡村
专题调研试验区建设情况，并做出
专项批示。在县试验区建设领导小
组会上， 明确县试验办为县委、县
政府推进试验区建设的综合协调
部门和常设机构予以加强；将县试
验办的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县
试验办的干部按正式机构一样管
理、一样考核、一样任用，对股级及
股级以下干部任用职务的行政级
别由原单位党委（党组）予以认可，

先后有
2

名干部得到提拔重用。县
试验办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作用，积
极当好县委、 县政府的参谋助手、

工作落实的有力推手，找准推进工
作的有效抓手，今年年初梳理出试
验区建设涉及的

46

个部门和工作
任务

100

多项，制成菜单式任务表，

一项一项定期督察， 紧抓不放，定
一件、干一件、成一件，全年开展专
项督察

20

余次，形成千斤重担众人
挑、 合力书写大文章的工作格局。

新县在《人民日报》、《河南日报》等
省级以上媒体和新华网、人民网等
省级以上网络媒体刊发稿件

300

多
篇，在地市级党报党刊和网络媒体
发稿

1000

余篇，宣传层次高、密度
大、效果好。

一夜春风一夜雨，满园碧绿满
园红。试验区建设为新县插上了腾
飞的双翼， 注入了强大的动力。现
在的新县，乡村美、人气旺、干劲
足、发展快。

改革求突破，试验促发展。试验
区建设极大地唤醒了新县广大干部
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土地流转活
起来，资金流动下乡，农民抱团闯市
场，农村社会保障健全，人才创业更
有劲，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观，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好风凭借力， 扬帆正当时。省
委八届十一次全会通过的全省“十
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大对信
阳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的支
持力度。建设试验区，省里有支持、

市里有部署、县里有决心、群众有
愿望。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试验
区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个农业基础
稳固、农民安居乐业、农村和谐稳
定、城乡统筹发展的新县必将更具
魅力

!

市委书记王铁（左一）亲切接见来新县浒湾乡承包土地的日本农场主立松国彦（右一）。

新县县委书记詹玉锋（右一）、县长杨明忠（中）在郭家河乡调研新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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