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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光明

河区董家河乡河口村柴照政担任村支部书记以来，带领全村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去年，

食用菌收入突破
500

万元。图为柴照政带领村干部在检查花菇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孟磊摄

平桥区甘岸办事
处把加强文化建设作
为推进城乡一体化进
程的有力抓手， 借新
集市搬迁之际， 举办
了“迎新春甘岸农民
文化艺术节”。图为节
会期间， 村民们观看
节目时的情景。

张万斌摄

新农村建设需要知识的力量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是致力于城乡和谐发展的建
设，是促进农村经济、政治、

文化和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
步的建设。新农村建设，绝不
仅仅是农村的事情， 而是全
社会的事情；新农村建设，越
来越需要科技的力量、 文化
的力量、知识的力量、人才的
力量。实践证明，新农村建设
需要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应
该积极投身新农村建设，而
且能够为新农村建设作出历
史性的贡献。

当前， 随着我国城市化
进程的加快， 越来越多的人
才流入城市， 一些大城市的
人才竞争更趋激烈， 有些人
在竞争中不得不放弃专业，

造成了人才的浪费； 而另一
方面， 新农村建设迫切需要
的各类人才却无从寻觅。因
此， 知识分子在新农村建设
中开辟用武之地、 开展创业
活动， 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
的知识专长， 是客观主观两
方面的要求。 知识分子到农
村创业， 为农业产业化经营
注入科技活力， 已经对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产
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知识分子在新农村建设
中创业

,

要深入农业生产的

第一线。 蜻蜓点水、 走马观
花，仅仅满足于搞项目、拉课
题、写文章，是注定干不成一
番事业的。 广大知识分子要
带着对新农村建设的满腔热
情，带着对农民的深厚感情，

与广大农民共同劳动、 共同
创造、共同建设。

知识分子在新农村建设
中创业，不仅要实现一时、一
地的发展和单个项目的完
成， 还应该考虑创业活动的
普遍价值； 不仅要为农民创
造现实利益， 还应该发挥专
业优势， 为农村带去科学种
植、产业化发展的意识，为农
村培养大批实用型科技人
才， 帮助农民实现农业生产
的质量标准化、 生产区域化
和销售一体化， 最终推动农
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只有
这样， 才能使创业活动在新
农村建设中起到应有的催化
作用。

知识分子在新农村建设
中创业， 在改变农业和农村
面貌的同时，也在改变自己、

提升自己。 知识分子积极参
与新农村建设

,

这是时代的
呼唤， 也是知识分子事业发
展的要求。 我们要向优秀知
识分子学习， 增强责任感和
使命感， 弘扬奉献精神和创
新精神， 为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谭家河乡
创新文化引领经济发展机制

本报讯（丁元权张正涛彭延斌）去年
以来，河区谭家河乡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创
新文化引领经济发展机制，积极助推试验区
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牢固树立茶文化引领主题理念。该乡立
足于茶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发
展优势特色茶产业，保护信阳毛尖传统制茶
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扬信阳毛尖
传统制茶工艺， 打造信阳毛尖顶级名茶品
牌，提升信阳毛尖品质，增加茶农收入，做大
做强茶产业，助推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

建设。

加快茶文化“大招商”力度。该乡以文招
商，以文促商，让茶文化在“大招商”活动中发
挥重要作用。该乡招商引资

450

万元，新建土
门信阳毛尖产供销一体化园区， 引进总投资
500

万元的红茶生产研发中心项目，主体工程
已完工，招商引资

1500

万元，新建凌岗溢朋茶
叶专业市场。 充分发挥环南湾湖精品旅游线
路优势，开工建设宏源茶叶机械制造项目，加
快推进豫信茶叶深加工项目，服务好占地

200

亩的茶文化旅游和老年休闲中心项目， 逐步

形成集茶叶销售、茶艺表演、茶叶机械制造、

茶叶生产加工、旅游休闲、商务住宿一体化的
信阳毛尖产业集聚区。

切实做好文物普查保护工作。该乡认真
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和文物普查工作，

挖掘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和文物古迹，

钟玉如墓、平靖关、大庙畈老街、郭氏祠堂
4

处遗址被我市认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宋
代军事工程水下防御墙遗址及和衷寨遗址
都极具历史文物价值。 通过革命遗址的普
查，开发出骆驼岭战场旧址—蔡桥革命烈士

墓群—张裕生烈士墓—张瑞华故居—平靖
关战场旧址—钟玉如烈士墓—新五师抗大
学校旧址红色旅游线路。

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该乡认
真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在南湾社区，新建谭
家河乡综合文化站，在大桥、李畈、谭河镇、

南湾
4

个村新建农家书屋，分别配送了价值
近

2

万元的图书、阅览桌椅等。实施数字电
影下乡工程，为群众放映数字电影

200

多场
次， 完成一村每月一场的放映任务， 落实
“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

3

个集镇有线电视
网已全部与信阳有线电视联网， 大力建设
农村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8

个村镇已
全部建成农村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站
点。弘扬广场文化健身活动，结合集镇“五
化三配套”建设，建成一个带有健身器材的
休闲广场。

吴陈河镇荣膺“国家卫生镇”称号

本报讯（吴煊）日前，从全国爱卫会传
来喜讯，新县吴陈河镇被命名为国家级卫生
镇，成为全国

79

个“国家卫生镇（县城）”之
一，是我市首家获此殊荣的乡镇。

创建工作启动以来，该镇紧紧围绕“上
下齐心，全力以赴，围绕目标，争创一流”的
创建思路， 成立创建国家卫生镇指挥部，制
订工作方案，将国家卫生镇创建指标层层分
解至各职能部门和单位，明确每一阶段的任
务、标准和完成时限，做到责任到人。同时，

通过召开会议、悬挂条幅、出动宣传车、创办
简报、设立健康教育专栏、给居民写信和在

报纸、互联网上宣传等方式营造创建氛围，共
刷写悬挂固定标语、宣传布标

30

余幅，制作创
卫宣传专栏文化墙

8

块。并相继开展了演讲比
赛、健康讲座、健康教育知识问答、“小手拉大
手、文明一齐走”卫生清扫活动、组织群众上
街清扫积雪、除四害等各种实践活动，有效激
发了广大群众的创建热情， 夯实了创建工作
基础。

在创建过程中， 该镇加大城镇建设力
度， 累计投入资金

1000

余万元， 实现了
“

1234567

”重点建设目标，即建成
1

个柳林休
闲公园完成、

2

万平方米的楼房建筑、

3

个公

共设施建设、

4

条集镇道路硬化、

5

座厕所改
造、

6

里长的吴陈河镇河道综合治理、

7

万株
苗木栽种的城镇绿化美化工程。同时，投资
800

余万元对
280

户危房实施改造，对主要街
道、城乡结合部、各行政村的环境卫生进行
集中清理，清除卫生死角

210

余处，清理乱堆
物料

189

处， 拆除不规范广告牌匾
200

余块，

清除小广告
427

处， 拆除违章建筑
2000

余平
方米，整治小街小巷

4

条，从根本上改善了集
镇环境面貌。

提高公共卫生管理水平，是创建国家卫
生镇的重点，该镇将小发廊、小歌厅、小网

吧、小浴池、小旅店等“五小”公共场所作为
卫生监督的重点，建立疫病防控体系，加强
从业人员的素质培训，提高识别和预防多种
传染病的能力，从源头上保障广大群众的安
全。加大对商品生产企业的监管力度，对食
品作坊和摊点进行清查， 督促商户增设防
蝇、防尘设施，保障食品卫生安全。健全集镇
管理机制，形成卫生保洁、门前“五包”、居民
监督、综合整治、责任问效等机制，实施精细
化、人性化、专业化、长效化的“四化”管理模
式，使创建工作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广泛拥护
和赞扬。

目前， 该镇集镇面积达到
4.5

平方公里，

镇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0.8％

，

6

个村已成功创
建省级卫生村。该镇将以此次命名为契机，加
大投入，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巩固成果，全面
深入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进一步改善农村
卫生条件和人居环境， 让更多老百姓享有创
建成果。

办好试验区 建设新农村

乡 镇 视 窗

沙窝镇

全力做好六城联创工作
本报讯（蒋仑朱永春）

新县沙窝镇坚持强化管理
不放松，全力做好六城联创
工作，巩固成果确保不出现
反弹。

该镇对镇区乱停乱放车
辆、 乱占街道人行道、 在公路
“打场晒粮” 现象进行综合整
治，以执法促管理，以管理促规
范，集中治理镇区乱搭乱建、乱
堆乱放现象，规范农贸市场，加
强卫生保洁。 开展河道和排污

沟的专项治理，该镇投资近
100

万元， 完成白露河大街主街道
门面店前硬化和排水设施的修
缮。

按照六城联创标准要求，

该镇督促各中小学校按时、按
质、高标准完成升级改造任务。

同时，实行市场准入制度，对饭
店、饮食摊点制订卫生标准，定
期开展食品卫生检查活动，对
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餐饮店限期
整改，直至达标。

查山乡

文化建设发展势头强劲
本报讯（黄明清）平桥区查

山乡在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
区建设中， 始终注重以文化引
领经济社会发展，强力推进“三
大文化工程”建设，全乡文化建
设发展势头强劲。

该乡投资
160

万元新建了
信阳市第一座乡镇图书馆，投
资
70

万元兴建了群众运动休闲
广场， 全乡

40%

的行政村建设
了文化大院，查山、陈楼等行政
村建立了新农村书屋， 共藏书

5000

余册。

该乡以“文化下乡”工程为
抓手， 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群
众文化活动， 实施农村电影放
映工程， 全乡每村每月放映一
部电影， 扶持组建了旱船秧歌
队和皮影表演队等一批民间文
化组织。

该乡继续抓好群众性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 广泛开展全民
读书活动， 推动学习型社会建
设。

石佛店乡

扎实做好农村低保工作
本报讯（石宣）固始县石

佛店乡高度重视农村低保工
作，为防止虚报冒领，优亲厚友
等问题的发生，近日，对全乡低
保户和五保户进行摸底核查。

该乡抽调机关干部组成工
作组，对全乡低保户、五保户进行
排查摸底，采取“一看、二问、三
核、四访”的办法进行核查，即看
住房条件、家庭摆设、穿戴打扮是

否超出一般家庭水平，问收入状
况是否超出低保保障范围，核实
是否重新就业、是否有隐性收入，

走访左邻右舍了解其生活状况。

该乡要求各村（街）严格按
照“四议两公开一监督” 工作
法，对照相关政策，坚持标准，

常年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完善
低保的“进入”、“退出”机制，力
争做到“应保尽保”。

张门集村

推进“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建设
本报讯（赵金朋）淮滨县三

空桥乡张门集村稳步推进“一
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建设，充
分运用“

4+2

”工作法，多次召
开村干部、 党员及群众代表会
议，向干部群众宣传“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项目建设的目的、意
义，实施步骤及政策，多渠道、

多途径筹集资金，为“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 项目建设营造良好

的环境。

在“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
目建设过程中， 该村与农田水
利基本建设等项目联动实施，

克服了以前出现的“事难办，议
难决，决难行”现象。目前，该村
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群众自愿投工投劳， 社会捐资
赞助踊跃， 公益事业焕发新气
象，促进了试验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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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西村

开展双十佳评选活动
本报讯（郭婷） 近日，五

星办事处平西村在全村开展了
以家风文明促村风文明， 以家
庭和睦促社会和谐为主题的十
佳“文明户”、十佳“计生户”评
选活动。

该村双十佳评选活动以
自觉倡导文明新风、 认真遵
守卫生公约，以家庭和睦、少

生优生为评选条件， 按照注
重实效，坚持标准的原则，对
评选出的十佳“文明户”、十
佳“计生户”进行了表彰。通
过开展双十佳评选活动，进
一步营造弘扬家庭美德、学
习先进典型的浓厚氛围，引
导更多家庭树立文明意识，

提升文明素质。

殷棚乡
扎实做好公开接访工作

本报讯（段贵争）光山县殷棚乡
扎实做好接待群众来访工作，在乡群
众工作站现场听取、协调解决群众诉
求，公开接访不走形式和过场，对待
来访群众，热情接待、耐心倾听，确保
来访群众的合理诉求解决到位。

该乡要求各村、乡直各单位按照
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围绕重大信访
问题、重点信访案件、重点上访人员、

重大矛盾隐患进行排查，对排查出的

矛盾纠纷分类梳理， 明确领导包案、

化解期限。成立督查领导小组，采取
点面结合、实地察看、入户走访等方
式，深入各村督查，确保信访突出问
题及时解决。对群众反映符合法规政
策应当解决的问题， 因工作失误，处
置不当， 导致初信初访变重信重访，

重信重访变越级上访或集体上访的，

乡党委、乡政府将在上访所在村或单
位召开现场会，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相

关领导责任。

该乡重点落实源头化解矛盾、就
地稳控上访人员的机制。凡领导接访
的信访问题实行包掌握情况、包解决
困难、包教育转化、包稳定管理、包依
法处理的“五包”责任制。对反映情况
合理合法的，必须给予解决，一时难
以解决的，耐心说服，争取尽快妥善
处理， 对重大热难问题主动下访，深
入基层调查分析， 做到及时公正，切
实为民排忧解难。

该县进一步畅通群众利益诉求
表达渠道，把大量信访问题解决在基
层，不仅维护了社会稳定，而且提升
了政府在群众面前的公信力，为促进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奠定了基础。

商城县
实施五项工程改善农村面貌

本报讯（章海粟） 去年以
来，商城县大力实施安全饮水、

旱涝保收田建设、 新型农村养
老保险、农民新型社区和“华英
农业”富民计划，扎实推进新村
建设，切实改善农村面貌。

该县采取多种措施解决群
众安全饮水问题，通过集中供水
和井、 泉供水工程相结合的方
式，新建引水工程

13

处，管网延
伸
7

处，打井
10

眼，新建和改造泉
水供水设施

220

处， 铺设供水主
支管道

66

公里，全县三级示范村
农民全部实现安全饮水。

该县多方筹资修建标准农
田， 新修大塘

95

口， 整修大塘
230

口，开挖渠道
42

公里，整修
机耕路

7

公里，新增旱涝保收田
4.4

万亩。

该县全面开展新型农村养
老保险工作， 各级示范村带头
实施， 农民参保率达到

90%

以
上，全县新农保工作快速推进。

该县稳步推进农民新村建
设，开工建设农民新村

78

个，各
级示范村均新建

1

个农民新村，

建设进度不断加快。

该县认真实施“华英农业”

富民计划， 示范村全面完成华
英鸭养殖小区建设， 全县开工
建设养殖小区

39

家，建成
36

家，

开养
31

家。 各级示范村结合实
际，重点培育了茶叶、油茶等支
柱产业，新发展茶叶基地

1.2

万
亩、油茶基地

8000

亩，韩冲、东
河两个市级示范村开发的红茶
项目已投入批量生产， 完成销
售收入

700

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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