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农村 创业基层

———记胡修军和他的“菜园子”

河区双井办事处的五纪村赫然
出现的钢管骨架无柱大棚， 格外引人
注目。这是胡修军打造的“菜园子”，还
有个鳝鱼养殖基地。

早在
1996

年，胡修军就开始了创
业的历程，凭着一股子冲劲儿踏入餐

饮行业，一度亏损。但不服输的性格
使他挺了过来。

2000

年后， 建筑行业
异军突起， 胡修军果断投身建筑行
业， 几年间积累了一笔财富。

2008

年
下半年，胡修军发现本地菜日供应不
到总需求的

30%

，大多被外地菜占据，

还了解到本地鳝鱼的市场占有份额
很低， 远不能满足信阳城区消费需

求。就在他调查蔬菜种植、养殖鳝鱼
的可行性之时，恰逢市政府出台鼓励
发展“菜篮子”工程的相关政策。时不
我待， 胡修军开始种植蔬菜。

2009

年
年初， 胡修军搭乘试验区建设的春
风，先后投资

3000

万元，在双井办事
处五纪村成立了育龙水产养殖、育丰
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预计年产蔬菜
130

万公斤； 鳝鱼养殖基地已建成养
殖池

5

个，预计年产鳝鱼
36

万公斤。如
今，育龙水产养殖、育丰蔬菜种植专
业合作社已成为双井办事处土地流
转和引领人才投身试验区建设的亮
点。

青山镇
扎实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本报讯（高利樊太强）

入冬以来， 罗山县青山镇扎实
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今年， 该镇计划投入
820

万
元，投工

20

万个，新修成万方大
塘
60

口，坑塘整修
80

口，水毁工

程整修
30

处，渠道清淤
9.2

公里。截
至目前， 该镇已有

3

个村完成烟
水配套工程（新修大塘

8

口）任
务， 移民项目新修大塘已完成

3

口，个人出资修建大塘已完成
3

口，

其他冬建项目正在紧张进行中。

付店镇
强力推进“省级生态镇”创建工作

本报讯（叶涛）今年以来，

潢川县付店镇坚持经济发展与
环境保护并举，在已创建

8

个市
级文明村镇的基础上， 投入资
金近

500

万元，积极开展“省级
生态镇”创建工作，取得了明显
成效。

该镇立足产业优势， 发展
生态高效农业。目前，大丰收公
司正在省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晏庄村打造

1800

亩的
8

个蔬菜

基地。

2010

年全镇无公害、绿
色、 有机食品基地面积

40000

亩，达到总农田面积
50000

亩的
80%

。 该镇还采取优化产业结
构，提升生态工业；加大投入，

改善人居环境；全员参与，建设
生态文化等措施， 通过组织开
展各种活动， 让创建活动深入
单位、贴近群众，实现了创建工
作由“政府推动型”向“社会参
与型”的转变。

让 茶 园 生 态 化

———记河港镇黄庙生态有机茶叶生产基地总经理李杰

日前，记者来到河区河港镇黄
庙村百亩生态有机茶叶试验园，就生态
茶园建设采访了该基地总经理李杰。

2007

年，李杰从媒体上获悉，浙江
省某县一个茶场利用沼液做茶叶肥料

取得成功， 而且生产出的茶叶是原汁
原味的生态茶。 李杰决定将自己承包
的百亩茶园也建成生态有机茶叶试验
园。要利用沼液，首先得有牧业。李杰
先后投资

3

万元， 在茶园内办起以猪、

鸡、羊为主的小型养殖场。以猪、羊、鸡
粪为原料建沼气池， 既除掉杂草又提

供了有机肥料，茶树也远离农药化肥，

茶叶生产实现无公害。“进我的茶园，

你绝对找不到一个药瓶子。”他告诉记
者。在今年的夏秋季节，他的一期

50

亩
生态有机茶试验园没有喷洒一滴农
药，仅此就节约了近万元。

为实现百亩茶园生态化， 李杰的
试验园与郑州大学环境与生态研究所
等携手合作， 依靠强大的科学技术支
撑， 为大力发展有机茶试验园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同时联合

18

户茶农成立
了河区兴福茶叶专业合作社， 如今
的生态有机茶叶试验园发展到

500

亩。

明港工业管理区
巩固六城联创工作成果

本报讯（通讯员王天新
徐莺莺）今年以来，明港工业管
理区强化措施，健全机制，进一
步巩固六城联创成果。

该管理区健全“日常化运
作、规范化管理”的机制，采取
措施，对超市门店经营、占道经
营、流动商贩、乱停乱放等行为
进行严惩重罚； 进一步完善了
“门前五包”责任制，抽调专人
对乱搭乱建、乱堆乱放、乱贴乱

画等不文明行为进行集中整
治， 将环卫工作纳入日常化管
理，确保不留卫生死角。同时，

加大集镇综合整治力度， 完成
集镇农贸市场

120

米钢架防雨
棚建设，建成水冲式厕所两座，

新购垃圾桶
30

个， 疏通下水道
800

米，更换盖板
105

块，硬化背
街小巷路面

350

平方米，栽种绿
化树木

850

株，完善了集镇配套
设施，改善了居民生活条件。

长陵乡
提高六城联创工作水平

本报讯（通讯员曹永刘明勇）

今年以来，息县长陵乡加大投入，建管并
举，进一步巩固六城联创成果，不断提升
创建工作品位，群众的满意度不断提高。

建章立制，长效管理不间断。该乡

成立了以乡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创建工
作领导小组， 继续落实科级干部当路
长和单位分包路段责任制。 进一步建
立和完善了集镇建设管理规定、 集贸
市场管理制度、 卫生大扫除制度等规

章制度。新增保洁人员
5

名，实施全天
保洁，垃圾日产日清。与街道居民、门
店签订门前“五包”责任制，定期检查、

督促和评比。 加大投入， 完善基础设
施。该乡投资

50

万元，新修水泥路
600

米、下水道
200

多米，新建小广场一个；

投资
30

万元， 进一步完善了农贸市场
基础配置， 硬化市场内路面

2000

平方
米；投资

2.6

万元，新添置垃圾箱
8

个，更
新路灯

10

盏，更换行道树
20

株；该乡综
合文化站大楼正在建设中。 子路镇

突出“四个注重” 巩固创建成果

本报讯（黄倩）今年以来，

罗山县子路镇以保六城联创红
旗单位为目标，积极采取措施，

突出“四个注重”，巩固创建成
果，取得了明显成效。在今年市
六城联创办公室组织的五次暗
访检查中，该镇获得了

4

个“好”

和
1

个“较好”的等次。

该镇一是注重组织建设。

及时调整充实了六城联创工作
领导小组， 并多次召开党政班
子联席会议， 专题研究部署全
镇六城联创工作， 制定创建规
划，明确创建目标。二是注重活
动宣传。 在全镇开展以讲究卫
生、 崇尚文明为主要内容的宣
传教育活动；通过悬挂横幅、电

视讲话、印发《致广大集镇居民
一封信》 及创卫宣传明白纸等
多种宣传形式， 营造浓厚的宣
传氛围。三是注重制度建设。建
立了卫生大扫除制、 路长负责
制、卫生保洁制、督察通报制、

宣传教育常抓不懈制等规章制
度， 坚持每周五下午对六城联
创工作进行考评， 并以党委文
件形式通报全镇， 确保了创建
工作走向经常化、制度化。四是
注重资金落实。 今年共投入资
金
200

余万元，重点完成了新建
垃圾中转站、硬化文化路、修建
兵马路、建设水产品家禽市场、

整修垃圾池以及农村公路路肩
培护等

9

项工程。

兴水，第一位

水，乃生命之源。对于水的
依赖，城里的人，感慨颇多。尤
其是夏季， 一旦断水或停水一
天，大家就着急起来。可是，对
于农业而言，一旦水利变成“无
利”就会出大问题。因为水关系
人的吃饭问题，即是粮食的问题；

而粮食总与水利密不可分。 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针对

2011

年农业
农村工作提出“大兴水利强基础，

狠抓生产保供给， 力促增收惠民
生，着眼统筹添活力”的总体要求
（据

2010

年
12

月
23

日《人民日
报》）。兴水，列为第一位。

与全国形势一样，

2010

年
是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
凡，也是“三农”工作历尽艰辛、

砥砺奋进、 再创佳绩的一年。

“十一五”，作为农业大市，我市
粮食产量连创历史新高， 今年
可望达

115

亿斤，稳居全国
18

个
粮食总产超百亿斤的地级市行
列， 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原粮
仓”， 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贡
献。我市“三农”工作的显著成
就，与多年来我市持续不断地加
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并夺取“红
旗渠精神杯”不无关系，也为巩固
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

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
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提供了有力
支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

家庭分散经营替代了原有的集
体统一经营， 农村的管理体制
和经营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

面对新的体制和机制， 诸如已
建成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如何
管理和使用，国家、集体和受益
农户三者之间责、权、利的划分

等界定不够， 一度出现农田水
利工程建、管、用的脱节，一些
地方暴露出管理维护主体缺位
等问题。 曾有不少乡村干部把
头摇得像拨浪鼓，认为现在人员
难组织，资金难筹集，水利工程
没法搞了。当前，处于城镇化快
速发展时期，能够留守田地的农
村年轻人急剧减少，农产品种植
的“不体面”、成本的“增加”，以
及种植的“供需信息不对称”，都
使得高价格下的农产品供给日
渐匮乏。况且，农户规模小、粮食
价格低、 浇地成本不断增加，农
民投资农田水利建设的积极性
不高，这些客观因素制约着农田
水利的可持续发展。

农田水利建设， 关键是要
创建并形成科学的管理模式。

姑妄言之，适应新形势、新体制
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与管
理的体制尚没有全面建立起
来， 更没有形成良性运行的机
制。据了解，有些地方成立农民
用水协会， 调动了广大农户在
工程建设、 使用维修、 水费计
收、渠道管护等方面的积极性。

如， 陕西省组建灌区农民用水
协会

400

多个。所以，加快建立
和培育适应农村市场经济体制
运行的农田水利管理的新体
制、新机制，则是当务之急。

2004

年以来， 中央连续出
台了

7

个关于“三农”的“一号文
件”，尽管主题各有侧重，但明
确提出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
位，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则是一
以贯之的。笔者相信，“十二五”

时期， 魅力信阳之城乡上下对
于水的依赖会更加强烈， 因为
水利是“农业强市”的基础，也
是试验区建设的大戏之一。

□

常征

【垄上行】

平西办事处
狠抓城区建设管理

本报讯（通讯员余霞
杨国良） 平桥区平西办事处紧
密结合实际， 狠抓城区建设和
管理，取得明显成效。

该办事处通过招商实现
“借鸡生蛋”、“借船出海”，不
断推进辖区经济跨越发展。今
年上半年，该办事处共引进项
目

5

个， 其中工业项目
1

个，房
地产项目

4

个， 总投资
3.52

亿
元， 已到位资金

6250

万元，其
中部分项目生产设备和技术
人员已到位并投入生产。该办
事处坚持面对面、心贴心保姆
式服务， 实行项目领导包干
制，积极协调解决项目建设或
落户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
难， 有力推进了项目发展。该
办事处主要领导对重要客商
亲自接待， 重要项目亲自洽
谈，重要问题亲自解决，对投
资项目实行“一站式办公”和
“一条龙”式服务。由于服务到
位，目前，大别山市场建设项
目提前完成搬迁任务；平安大
道东段路基工程完成

70%

，桥
梁工程完成

50%

， 完成投资
1100

万元； 平中大街南立交
桥、怡馨花园等建设项目全面
启动；建材港二期工程已完成
30%

；滨湖居民安置小区项目

已开工建设； 双汇新城二期
工程已完成

30%

；瑞祥花园工
程已启动； 兴和城项目已完
成

60%

。

今年以来， 该办事处积极
深化环卫体制改革，加大投入，

强化整治，全面提高城区建设
管理水平。该办事处投资

15

万
元成立环卫作业公司、执法中
队， 充实六城联创卫生纠察
员、 背街小巷保洁员

63

名，对
辖区

17

条背街小巷进行精细
化管理。截至目前，已硬化背
街小巷

2

条，为辖区主次干道、

背街小巷配置垃圾桶
173

个，

改装垃圾清运车
4

辆， 出动人
员

800

多人次， 粉刷围墙
2000

余平方米， 清淤平西沟
2.4

公
里，清运垃圾

500

多车。该办事
处坚持督察问责制，建立健全
长效管理机制，每周召开环境
综合整治工作考评会；及时查
处违章建设， 拆除违章建房
1000

余平方米；在重大活动节
日前夕，对辖区环境卫生进行
大规模综合整治，发放宣传资
料

1

万余份。今年，在市六城联
创办的检查中，该办事处在全
市

15

个办事处中的排名稳步
上升，并荣获“全区六城联创
先进单位”称号。

胡店乡
帮扶弱势群体

本报讯（通讯员高小慧）

隆冬时节，“送温暖、献爱心”成
为平桥区胡店乡冬季救助弱势
群体的一项重要工作。

入冬以来， 该乡专门成立
排查小组， 入户走访， 全面排
查，摸清底数，对生活困难群众
基本情况进行登记造册， 为开
展帮扶工作提供依据。 在此基

础上，积极开展结对帮扶、技能
培训、 邻里互助和等系列帮扶
活动， 对弱势群体定期进行帮
扶。

此外，该乡加大宣传力度，

动员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参与
弱势群体帮扶工作， 努力营造
全社会关心、 关爱弱势群体的
良好舆论氛围。

浒湾乡
努力提升六城联创工作水平

本报讯（记者成兆本）浒湾乡位
于新县以北， 信叶南线、 省道寨檀公
路、大广高速在此交会，交通便利，地
理位置特殊。为树立新县“北大门”的
良好形象，今年以来，在开展六城联创
工作中，浒湾乡党委、乡政府围绕“持
续创建省级环境优美乡镇、 省级卫生
乡镇、 省级生态文明村镇， 争取实现
‘一流’乡镇目标”的工作思路，不断强
化工作措施，提升六城联创工作水平。

抓基础设施这个“重点”，全面改
善乡容乡貌， 先后引进资金

2000

多万

元，硬化了集镇
3

条主次干道，开发建
设了集镇滨河小区，新建别墅、商住楼
300

多套。大力实施绿化、美化、亮化工
程， 在街道、 干线公路打造“绿色长
廊”，种植绿化带、行道树

3000

余米，安
装路灯

80

盏， 并在店铺门前统一铺设
彩砖，提升了集镇品位。同时对农贸市
场、公厕、停车场进行统一规划建设，

按照现代化商贸购物模式， 建成百盛
商贸广场一座和占地

2000

平方米的停
车场。

抓日常监管这个“难点”，不断强

化环境治理。将“日常化、精细化、动态
化”理念贯彻于联创工作的始终，配齐
了集镇专职监管执法人员

3

人，专职清
洁工

6

人，加强南信叶公路、檀寨公路、

大广高速浒湾段环境综合治理， 对公
路沿线垃圾、住户门前杂草、柴堆、摊
点、

50

米以内建筑物、有碍观瞻物等进
行清理整顿， 确保了干线公路环境整
洁美观。

抓民生工程这个“亮点”，形成乡
村联创格局，推进新村建设，打造现代
农民居住中心。全面启动张湾新村、山
水湾新村、滨河安置区、万和家园

4

个
农民新村建设， 目前已建成别墅楼

60

套，商住楼
55

幢，有效推进了城乡一体
化进程。同时，打造精品示范村，推进
联创工作向村级延伸， 全面改善村庄
卫生环境。

【试验区
好

风光】

□

本报记者成兆本常征

紫水街道办事处
试验区建设精彩纷呈

本报讯（通讯员程新宇
易昕昕）今年以来，光山县紫水
街道办事处按照“打造城乡一
体化新亮点、 打造投融资新亮
点、打造社会化服务新亮点、打
造文化旅游带动新亮点和打造
基层组织新亮点”的发展目标，

全力推进试验区建设。

土地流转面积逐步扩大。该
办事处利用土地信用合作社在
原流转土地

4365

亩的基础上，又
扩大流转

2000

亩，并对以往发生
的流转档案进行了完善。

投融资工作取得突破。和
平街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已发
展社员

19

人，吸纳社员股金、社
区互助资金

199

万元，向社员投
放互助金

150

万元。

农村社会化服务不断加
强。 该办事处成立了

19

个专业
合作组织，涉及土地、苗木、农
机、种养加、农民资金和羽绒行
业等多个领域。 五里墩兴农田
间作业机械化合作社占地近

6

亩，现有机械
40

余台（套），社员
38

人， 经营土地面积
2000

余亩，

年耕、种、收
30000

亩，年收入
300

万余元；两个“华英富民”养殖小
区全部建成正式投入使用。

社会保障成效显著。 该办

事处在三里桥、五里墩、柳店
3

个示范村率先开展了农村养老
保险，参保人员

3075

人，参保率
达
94%

， 缴费金额合计
384200

元。

大量人才投身农村创业。

涌现出了陈远亮、 吕术和等大
批创业能手。 该办事处把

12

名
大学生村干部分派到农业村
（街）工作，让他们在试验区建
设中学习和成长。

农村文化引领工作有声有
色。该办事处组织实施“智慧大
道”工程，积极参与县茶博物馆
建设，打造紫水精品旅游线路，

将司马光故居和邓颖超祖居打
造成精品景区。

城乡一体化有了新突破。

三里桥、马湾新型农村社区、五
里墩的“紫光湖湿地公园”等城
乡一体化项目， 目前已完成了
招商和设计。

基层组织建设蓬勃开展。

该办事处组建了三里桥党总
支，选拔

5

名优秀科级后备干部
到三里桥等

5

个村街党组织担
任村街党支部书记助理， 选派
干部到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薄弱
的行政村担任党组织第一书
记。

佛灵山上一抹“红”

———访马德记及其佛灵山生态茶叶有限公司

【人物】

马德记， 信阳佛灵山生态茶叶
有限公司总经理。他先后荣获“全国

绿色小康户”、“河南省劳动模范”、

“河南省十佳茶人”等称号。

信阳市东南部
30

公里左右，有
座山叫佛灵山， 山下有个村子叫佛
山村。这里，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过

渡带，气温适中、四季分明、肥力中
等，适宜茶叶生长。“去年，我们就着
手佛灵山红茶研发， 今年

10

月投放
市场，

2

个红茶场年可加工利用夏秋
茶叶鲜叶

270

万公斤， 产量
60

万公
斤，产值

5000

多万元。”昨天，在佛灵
山上， 信阳佛灵山生态茶叶有限公
司总经理马德记向记者介绍。

土生土长的马德记对佛灵山这
方水土熟稔于心，深情无限。尽管这
里植被茂盛，土壤肥沃，条件优越，

但一家一户传统的茶叶生产跟不上
现代农业发展的步伐。

2006

年，马德
记牵头成立了平桥区五里店镇茶叶
协会，

2007

年，创建马氏生态茶叶专
业合作社，组织

300

多户茶农，走“龙
头企业

＋

专业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的

模式，推行分散种植和统一培训、收
购、加工、包装、品牌、销售的“一分
六统”的模式，解决了茶农卖茶难、

收入低的问题， 每年社员户均增收
在
7000

元以上。目前已有
570

多户茶
农加入茶叶协会和茶叶合作社，“佛
灵山”牌信阳毛尖声名鹊起。

2007

年
顺利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

“

QS

食品质量安全认证”和农业部有
机茶认证。

2010

年，佛灵山生态茶叶
有限公司被批准为河南省农业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成长为信阳毛尖的
知名品牌和消费者放心产品，先后荣
获中国茶都———信阳茶文化节名优
绿茶金奖、中国（郑州）国际茶叶博览
会金奖。

3

年间，仅马德记本人就开发
了
15000

亩茶园。

不惑之年的马德记， 这位地地
道道的农民， 黝黑的脸庞丝毫遮挡
不住其睿智的目光。“你们茶老板对
生产红茶有兴趣吗？如果生产红茶，

一亩茶园要增收多少？” 今年
8

月
10

日， 市委书记王铁在平桥区陆庙村
现场办公时， 询问红茶的开发问题
时， 得到马德记的响亮回答：“红茶
利润空间很大， 一定要把企业做成
生产红茶的龙头。”于是，马德记决
心在陆庙投资

5000

万元新建一家红
茶加工厂，可以带动

15000

名茶农从
事茶产业。

“佛灵山上一抹红，科学发展绘
蓝图。”这是记者从马德记及其佛灵
山生态茶叶有限公司创业发展历程
中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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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记（中）向客户介绍佛灵山红茶包装。 常征摄

今年以来，新县吴陈河镇在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中，充分结合自身区位优势，按照打造“生态文化型”

小城镇的工作思路，以高起点规划为前提、以高标准建设为基础、以产业一体化为突破口，强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建
设。图为该镇街道一角。 党智华冯康松摄

□

本报记者周海燕

□

本报记者曹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