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8

日中午，市
委书记王铁深入平桥区
陆庙村检查指导茶园建
设和茶园整理工作。 王
铁指出，当前“信阳红”

红茶已经享誉省内外，

建设红茶加工基地对于
提高红茶产量， 更好地
发展茶产业意义重大。

在实地察看茶园整理情
况后，王铁要求，一定要
加强对茶园的管理，同
时充分利用土地， 高标
准整理开发新茶园。

本报记者吴菲摄

罗山县工业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本报讯（段发广骆中宪）

今年以来， 罗山县坚持以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 以培育龙头企
业和产业集聚区发展为抓手，

强力实施“工业强县”战略，工
业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截至

9

月底， 全县
110

家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

14.7

亿
元，同比增长

20.6%

，实现利润
4.48

亿元，同比增长
58.4%

。 工
业产值对全县生产总值的贡献
率达到

44.1%

，带动县域经济又

好又快发展。 县域经济综合实
力位居全省第

36

位，居全市首
位， 成为全市县域经济发展的
“排头兵”。

抓骨干育龙头扩规模。 该
县着力壮大重点工业企业规
模， 加强对新增工业投资的引
导和调节，优化投资结构，推进
产业升级， 形成了以技术革新
为先导、以名牌产品为基础、以
骨干企业为支撑的产业集群新
格局。 金鼎化工、恒远纸业、高

盛瓷业、 大别山车辆等企业通
过大上项目，实现产能大提升。

目前全县化工行业达到年产合
成氨、尿素、二甲醚各

15

万吨、

甲醇
10

万吨、 碳氨
6

万吨、聚
丙烯酰胺

6000

吨；纺织行业年
产

10

万纱锭普通纱、

1

万纱锭
特种纱； 木业行业达到年产

30

万立方米中高密度纤维板、

300

万张多层板； 陶瓷行业达到年
产

4800

万平方米中高档釉面
砖、日用瓷

6500

万件、工业陶

瓷
300

万件； 机械行业达到年
产

3

万台农用柴油三轮摩托
车、

5000

台锅炉、

120

万件齿轮
花键轴的生产能力， 已形成化
工、纺织、机械、陶瓷、造纸、木
业、矿产建材、农产品加工等八
大支柱产业。

抓集聚区承载力提升，实
现集群发展。 今年以来，该县产
业集聚区累计投入基础设施建
设资金

4.93

亿元， 是前三年基
础设施投资的总和。 目前，产业

集聚区已吸引工业企业
48

家，

总投资
41.3

亿元。 其中已投产
项目

32

家，在建项目
16

家，亿
元以上项目

11

个，在建项目总
投资

22.9

亿元，今年前
11

个月
累计完成投资

14.65

亿元，企业
从业人员万余人， 企业实现营
业收入

37.7

亿元、 利税
4.5

亿
元，初步形成了以纺织服装、机
械电子、 农产品加工及陶瓷为
主导，现代物流、仓储中心等协
调发展的格局。

12

月
8

日晚，市长郭瑞民亲切会见了深圳市嘉达新材科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欧阳梦杰等一行，双方就企业来信阳投资兴业的相关事宜进行了沟通和交流。市长助
理、信阳工业城党委书记、主任王勇出席会见活动。 本报记者胡瑜珊摄

信阳清华产业园项目开工

本报讯（记者张泽元）昨天上午，占
地

500

亩、总投资
30

亿元的信阳清华产
业园项目在信阳工业城电子产业园开工
奠基。市领导王道云、姚铁璜、宋效忠、冯
鸣、李军、张明春、赵主明、李正军和市长
助理、信阳工业城党委书记、主任王勇莅
临祝贺。 市政府副市长张明春主持开工
奠基仪式。

按照省委、省政府把电子信息产业
作为支撑产业升级转型、 构建现代产业
体系的战略先导产业

,

把我省建设成为

全国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大省的工作要
求，市委、市政府今年在市产业集聚区高
标准规划建设电子产业园， 积极打造电
子产业转移的坚实承接平台。 电子产业
园总占地

1.6

平方公里， 基础设施总投
资约

20

亿元；今年
9

月开始建设电子产
业园，预计在

2011

年
5

月前标准化厂房
全部建成；园区企业全部投产后，将吸引
投资

80

亿元，产值达
300

亿元，利税达
50

亿元，可安排就业
3

万人。

信阳清华产业园项目是由深圳欧莱

华投资有限公司发起， 深圳嘉达新材科
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联通讯设备有
限公司、 深圳艾德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深圳乐立电气有限公司、深圳分子谷
科技有限公司、深圳裕华实业有限公司、

华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参与， 在市产业
集聚区电子产业园建设的一个新项目。

项目一期总投资
15

亿元，首批
3

家企业
落户，一期建成投产后，年产值为

10

亿
元，利税

1

亿元，可解决
8000

人就业。

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冯鸣在项目

开工奠基仪式上说，“工业立市、 工业兴
市、工业强市”是实现我市由“工业小市
向工业大市跨越” 宏伟目标的重要发展
战略， 也是信阳人民的夙愿和不懈的追
求。市委、市政府今年

9

月在信阳市产业
集聚区内拉开了电子产业园的建设序
幕， 体现了信阳人民和海内外电子企业
共同打造中部重要电子产业生产研发基
地的坚强决心， 电子产业园也必将为信
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增添强大的动
力。信阳清华产业园项目的开工奠基，标
志着产业集聚区建设发展已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今后，信阳人民将全面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 积极融入中原经济区建
设发展大潮，力争在“十二五”期间成为
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开路先锋，为加快
建设魅力信阳作出不懈的努力。

信阳“三农”步入发展的春天

本报讯（记者赵雪峰特邀记
者张慧娟）“三农” 问题是信阳工
作的重中之重，是加快推进农业大
市向农业强市跨越的关键所在。

“十一五”时期，在科学发展观的指
导下，在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
建设的推动下，在国家力度不断加
大的支农惠农政策的支持下，在全

市上下的艰苦努力下，信阳“三农”

步入发展的春天， 发展形势之好前
所未有，农业经济持续向好，农村面
貌变化加快，农民得到实惠增多。

粮食生产连年丰收。提高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始终是信阳农业发
展的重头戏。 “十一五”时期，这场
重头戏演绎得空前华美与精彩：粮
食生产于

2006

年首次跨入百亿斤
“俱乐部”， 连续

７

年创历史新高，

持续增产的时间跨度之长为新中
国成立以来的头一次； 粮食总产
则连续

5

年超百亿斤，连续
3

年稳
定在

110

亿斤以上，分别占全国的
1/100

、全省的
1/10

强，标志着我市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已稳定在

100

亿斤水平。 与此同时，粮食品质不
断优化， 以超级稻为主的优质水
稻、弱筋小麦等产业带的形成与发
展，使得全市粮食优质化率大幅提
高，比较效益显著增加。上述成绩来

之不易， 更得益于中央支农惠农政
策的实施和完善， 以及信阳农村改
革的大胆探索和深入推进， 极大地
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 由于国家
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 并不断提高
最低收购价水平， 支撑了粮食价格
在历史高位稳定运行，粮食直补、农
机补贴等支农惠农政策的落实到
位，保证了农民种粮比较收益增加，

加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断加
大，改善了粮食生产条件，农民种粮
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主动稳定粮食
种植面积， 加大粮食生产特别是科
技和管理投入， 为全市粮食持续增
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农产品供给快速增长。 “十一
五”时期，全市农产品生产供给快速
增长，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都得到
了极大的丰富和提高， 较好地满足
了城乡居民的物质生活需要。 在遍
布城乡的超市及农贸市场， 一年四

季，肉蛋奶、水产品、蔬菜、茶叶、水
果等各种农产品琳琅满目， 丰富了
人们的“菜篮子”。 为保障农产品供
给的快速增长， 信阳在优化农产品
区域布局方面做了大量艰辛而卓有
成效的工作。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
立足现阶段市情，采取得力措施，不
断推进优质专用小麦、优质水稻、专
用棉花、 双低油菜等优势农产品产
业带和花卉、果木、食用菌、花生、芝
麻、 茶叶等特色农产品经济区生产
集中度的提高， 增强在市场的竞争
力，各种名、优、特、稀农产品供给及
市场占有率在“十一五”时期显著提
升，农产品生产效益不断提高，有效
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

（下转第二版）

回眸十一五
展望十二五

责编：张国亮审读：庭军组版：杨姗姗

（制图：市统计局张慧娟）

平桥区重奖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

本报讯（刘国启）

12

月
7

日， 平桥区
委、 区政府召开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
专题会议，区政府拿出

57

万元，重奖创新
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先进单位， 在该区引起
轰动。截至目前，该区已发展各类农民专业
合作社

320

家， 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24

家，

促进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提升了产
业化水平。

不断开展社会化服务。 该区已在工商
部门注册的合作社有

320

家， 比去年新增
22%

， 带动了
6.3

万户农民入社，

3.6

万户
非社员农户参与合作生产经营， 总计带动
农户占全区农户总数的

71%

，合作社示范
化率达

12%

。 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了全市
第一家农民专业联合总社， 下辖茶叶、蔬
菜、生猪、花生、粮食等

10

家农民专业联合
社。 同时，抓好合作社运营管理，实现由数
量向质量的转变， 着力以农业产业化组织
带动农户增收。

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为增强农业龙头
企业的带动作用， 该区下大力气培育涉农

企业。 目前，区、市级以上龙头企业有
24

家， 共带动农户
5.6

万户， 占农户总数的
39%

。 其中今年新培育了省级龙头企业
2

家，有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证书”和省“无
公害农产品产地认证证书” 的龙头企业达
到

16

家。

加快农机服务建设。今年以来，该区紧
紧围绕农民最急需的服务入手， 把农机专
业合作作为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关
键来抓，农机专业合作社数量不断增加。目
前， 全区已登记注册农机专业合作社

21

家，新增
40%

，并着力将洋河镇集田、五里
镇高科、 龙井乡邦学和长台关乡土腾等

4

家农机专业合作社打造成市级以上示范合
作社，同时扶持洋河镇集田、五里镇高科和
长台关乡土腾

3

家农机合作社， 着手建设
3

个规模化育秧工厂。 区政府已出台相关
支持政策， 当前各有关乡镇正在加紧项目
资金协调，加快标准化育秧工厂建设，确保
12

月上旬全部开工建设， 今年年底前建
成。

淮滨县强力推进党务公开

本报讯
(

朱家福郝浩
)

今年以
来， 淮滨县把狠抓党务公开作为加
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巩固党的执
政基础、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不断创新载体，完善工作机制，灵活
公开方式， 有力地推进了全县党的
建设各项工作。

健全公开保障制度， 确保长效
性。 该县建立健全了党务公开制度，

进一步规范了党务公开的形式、内容
和程序，每季度至少公开一次。 并将
党务公开纳入年度党建工作目标考
核，作为各部门（单位）绩效考核、评
先评优和兑现奖惩的重要依据。为确
保党务公开收到实效，该县从人大代
表、退休老干部、社会各界人士中聘
请监督员，全程监督党务公开工作。

加强公开载体建设，扩大覆盖
面。 在着力推进党务公开的过程
中， 该县各级党组织在采取公开
栏、公示牌、展板、简报、会议等多
种公开形式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网
络、

LED

显示屏、 便民服务中心

（站）的作用，进一步扩大公开内容
和受众的覆盖面，大幅度地提升了
知晓率，把基层党员群众的知情权
落到了实处。

扩大公开内容和范围，提高透明
度。该县着重公开各级党组织有关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任期
目标、阶段工作重点、为民承诺事项
等群众普遍关心关注的内容，突出公
开领导班子自身建设、 成员职责分
工、民主测评结果以及述职述廉等情
况，做到了该公开的坚决公开，需要
公开的全部公开， 达到了信息透明、

服务便捷和便于监督的目的。

灵活公开方式方法，增强实效
性。 该县采取重点公开、“点题”公
开、分类公开、分片公开相结合和
定期公开、 随时公开相结合等方
式，及时听取基层党员群众对党务
公开的意见和建议。建立了党务公
开备案制， 设立党务公开意见箱，

公布监督电话， 畅通反映渠道，增
强了党务公开的实效性。

河区文化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好戏连台
本报讯（刘传箱董勇）今年以来，

河区以“让茶香溢醉河”为主线，创新文
化引领方式，进一步提升茶品牌，弘扬茶文
化，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11

月
26

日晚， 在百花之声会堂激情上
演的“百花之夜·民歌飞扬”河区专场晚会，

得到观演领导和群众的一致好评。 全区有效
利用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每月为辖区各行政
村免费放映一场电影，截至目前，共放映电影
2208

场，并在
10

月份开展了
9

场“舞台艺术
送农民”活动。 与此同时，河区青少年文艺
大赛、茶文化进校园等活动广泛开展。

河区以打造“魅力河·美丽茶乡”

为总体目标， 积极探索区域特色文化产业
发展新路子，顺利地实现了文化产业“八个
一的突破”（一园一漂、 一台一亭、 一塔一
寺、一周报一中心，即金牛山文化公园、五
道河漂流，琵琶台、龟山亭，千佛塔、观音
寺，河周报、河新闻中心），有效地推进
了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投资

5000

万元的金牛山文化公园项目主体工程即将
向游人开放；总投资

1.3

亿元的五道河漂流
项目正在紧张施工； 总投资

2000

万元的琵
琶台和投资

800

多万元的龟山亭已竣工，正
式向游人开放；车云山茶文化园项目启动，千
佛塔重修工程破土动工；该区文化新闻出版
局招商引资项目钱柜

KTV

，今年年底前可投
入运营。柳林老街保护与开发、四望山红色旅
游项目的前期论证及申报工作全面铺开。

目前，全区基本形成了区、乡（镇）、村
三级文化服务网络， 使农民群众能够享受
到健康丰富的文化信息资源。 建成乡（镇）

综合文化站
6

个， 第一批
5

万元的配套设
备已安装完毕； 建成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县
级支中心

1

个、村级服务点
157

个；建成农
家书屋

49

家，都已对外开放；投资
100

多
万元对区文化馆、图书馆进行了改造，建设
了

9

个社区文化活动室和
5

个文化活动中
心项目，广场文化活动、农村大院文化极大
地丰富了群众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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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之夜·民歌飞扬”文艺展演罗山县专场晚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方慧玲）皮
影戏、花伞舞，撩人心弦的豫
南情歌、 原汁原味的民俗风
情……

12

月
9

日晚， 百花之声
大剧场再次民歌飞扬， 舞姿翩
跹，

1000

多名观众共赏了一场
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罗山县委、

县政府承办的“百花之夜·民歌
飞扬” 文艺展演专场晚会推出
的文化大餐。

晚会在充满激情与活力的
舞蹈《火红的日子》 中拉开帷
幕。 一群俊俏的姑娘身着喜庆
的服饰，提着大红的灯笼，在欢

快的音乐中展示着奔放的舞
姿，诠释着建设美好家园、享受
和谐幸福生活的喜悦。 精彩而
富有激情的表演深深地感染了
现场观众， 热烈的掌声随之响
起。

民歌传乡音。 《十把扇子》、

《砍柴歌》、《夫妻对歌》 ……一
曲曲富有浓郁乡土气息的豫南
情歌，以联唱的形式，展现了罗
山民歌的独特艺术魅力。 豫楚
文化相互交融， 孕育出丰富的
民间舞蹈，《花伞舞》 作为其中
的代表，一直活跃在豫南民间。

演员们手持花伞舞之蹈之，如
行云流水，让人陶醉。 而根据罗
山山歌编排的歌舞《茶妹子》，

歌声婉转、甜美流畅，伴以优雅
迷人的采茶舞， 深情演绎了罗
山人兴茶致富的追求， 令人叹
为观止。

配乐诗朗诵《放歌信阳、放
歌罗山》以豪迈的气概，浓缩了
罗山县的人文历史、山水资源、

民俗风情， 歌唱了罗山县经济
发展的强劲势头， 歌唱了罗山
县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 歌唱
了罗山县社会和谐发展的新篇
章。 在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
区建设中，罗山人先行先试，在
新农合、 新农保工作上取得了
骄人成绩。 音乐快板《咱们姐妹
夸农保》 抒发了广大农民朋友
积极参加新农合、新农保，实现
了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的千年
梦想后的欣喜之情。

锣鼓阵阵，唢呐声声，回首
望， 只见观众席过道上走来一
支特殊的民间艺术乐队， 这就
是一直活跃于豫南庙会乡村的

地方戏曲奇葩———皮影戏班。

在观众满腔的期待中， 罗山皮
影戏、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陈光辉一行走上舞台，

为观众献上了一段久违的《光
影精灵·罗山皮影》。 银幕前，伴
随着悠扬激越的唱腔， 戏中的
“影人” 出神入化， 动作惟妙惟
肖；银幕后，两位师傅一边娴熟
地舞弄起竹签，牵引着“影人”腾
挪跳跃，一边配合“影人”的动作
唱着古老的台词，将皮影戏《穆
桂英与杨宗保》 演得活灵活现，

叫好声、鼓掌声顿时响彻剧场。

表演唱《编双草鞋送红军》

讲述了在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
地———罗山何家冲的红色故
事，四位老汉通过比编草鞋，追
忆红色岁月， 艺术地再现了老
区人民对红军的热爱之情。

整台晚会跌宕起伏， 高潮
不断，观众掌声如潮。 “千年不
老的名字，万年不变的美景；一
段厚重的历史， 一篇传奇的故
事……”在《信阳最美丽》的美
妙旋律中，大幕徐徐拉下。

“又见到了儿时看过的皮
影戏， 好激动

!

整个演出很成
功。 ”散场时，市九中教师管昭
仍意犹未尽。

“晚会集政治性、 艺术性、

民族性于一体， 展现了罗山县
深厚的人文历史和艺术水平，

特别是把信阳民歌里的情歌部
分串联起来，汇成一个整体，这
对信阳民歌的系统化，按结构、

内容进一步整理、挖掘和推广，

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信阳中国
民歌研究会理事孙磊表示。

12

月
9

日晚，我市“百花之夜·民歌飞扬”文艺展演罗山县专场晚会在百花之声举行。 图为开场
歌舞《火红的日子》。 本报记者郝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