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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文化新时尚百花馆里过大年
为丰富市民节日精神

文化生活，发挥公共文化设
施的应有作用，营造欢乐祥
和的节日文化氛围，由信阳
博物馆、图书馆两馆组成的
百花馆，在春节期间照常开
放，成为市民和游客春节文
化生活的首选地。

在美食和爆竹唱主角
的春节里，百花馆里一派热
闹景象， 人流量逐日攀升，

而且多数是举家前来。

在博物馆里，游客们在
珍贵文物前驻足观看，感受
淮上历史文化的恒久魅力，

举起相机争相拍照留念。

7

天假日， 参观人数达
5400

人；开馆
5

个月来，累计接
待观众

11

万人次。 观众纷
纷留言表示：博物馆是城市
文明的标杆和文化建设的
标志性成果， 展陈大气震
撼， 获得了难忘的参观体
验。

在图书馆，阅览室内座
无虚席， 读者或看书、 或看

报、或做笔记。在众多的读者
中，有学生、中老年读者、进
城务工人员等， 许多读者对
RFID

自助借还系统很感兴
趣。春节期间，图书馆共接待
读者

5300

多人次，办理借阅
证

218

个。 图书馆建成开放
以来， 累计接待读者

8.5

万
人次， 办理借阅证

5200

个。

信阳博物馆、 图书馆渐成广
大市民共有的精神家园，文
化休闲的好去处。

信阳博物馆、 图书馆
以整洁舒适的参观环境和
优质的服务， 在春节期间
为市民奉上一席精彩的文
化盛宴。 正如市民所说：节
日文化新时尚， 百花馆里
过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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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卢展工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报道（下）

“信 阳 很 有 希 望”

“信阳很有希望”———

这句话对于我们每个信阳人而言，听
起来很是中意，说起来很是带劲，想起来很
是激情。

这句话，不仅是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卢展工对信阳工作的肯定， 对信阳
成绩的赞许，更是对信阳未来的期望。

今年
1

月
21

日，正值全省“两会”召开
之际。当天上午，信阳代表团的代表认真审
议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省法、 检“两
院”工作报告，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卢展工到信阳代表团， 看望出席会议的
代表。在谈到信阳过去一年的工作时，卢展
工对信阳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
就， 对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保持的进取
精神，给予热情赞扬、充分肯定。 卢展工一
句“信阳很有希望”，既是鼓励、更是激励，

让信阳
800

多万人民倍感亲切，倍感振奋。

希望在好基础
“信阳很有希望。 ”不仅是对信阳过去

一年工作的肯定， 也是对信阳重在持续发
展的一种评定， 更是对信阳未来的一种断
定。

区位优势，是“信阳很有希望”的先天
禀赋。信阳左扼两淮、右控江汉，屏蔽中原，

自古以来就是战略要地。境内有京广、京九
铁路和

106

、

107

国道以及京珠、 大广高速
公路纵贯南北； 宁西铁路、

312

国道和沪陕
高速公路横穿东西，是全国

44

个交通枢纽
城市之一。全市

3000

多个村实现村村通公
路。

“红”“绿”相映，是“信阳很有希望”的

独特资源。信阳是著名的革命根据地，是鄂
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是红军的摇篮、将军
的故乡。 为了新中国的成立，信阳有

30

万
儿女抛头颅、洒热血。豫风楚韵在信阳相互
交融，信阳素有“江南北国，北国江南”的美
誉，是国家级生态建设示范市。人文景观和
自然风光交相辉映，名山、名水、名寺、名城
相互映衬，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之一。

文化久远，是“信阳很有希望”的丰厚
底蕴。 信阳市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闻鸡起舞”、“子路问津” 等成语典故均源
于此。 西周时期，信阳是申伯的封邑地。 在
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播放的《东方红》乐
曲，就是由信阳出土的楚国编钟演奏。

由此可见：优越区位，让信阳跨越发展
更具支撑力；独特资源，让信阳跨越发展更
具爆发力；悠久文化，让信阳跨越发展更具
持续力。

希望重在提升
然而，“信阳很有希望”，不是简单的一

句评语，而是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卢展工站在全省、 乃至全国的角度来审视
信阳、把脉信阳、定位信阳。一个“很”字，也
不是简单的加重语气， 而是表现出卢展工
对信阳发自内心的热爱、充满信心的期待。

从全国看信阳，“信阳很有希望” 在于
发力。信阳作为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鄂豫
皖三省交界的边区，是不沿海不着“边”的
经济欠发达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信阳人
用“宁肯苦干，不愿苦熬”的奋斗精神，强农
兴工，富民活商，不断摆脱贫困。 在新一轮
改革开放大潮中，信阳人勇立潮头唱大风，

在全国两亿多农民工中， 就有
280

万闯天
下的信阳人。 信阳的劳务经济在全国叫响

品牌，信阳的城市在全国有名：去年，信阳
又被评为“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休闲城
市”、“中国最具绿色竞争力城市”等，成为
全国由中等城市向区域性中心城市跨越的
“信阳现象”。

从全省看信阳，“信阳很有希望” 在于
给力。 在全省省辖市中，信阳远离“中原城
市群”，是独一无二的稻、麦、油种植的复合
型农区。 全市常用耕地面积达

56.794

万公
顷，粮食产量连续

7

年突破
100

亿斤，去年
达到

115

亿斤，是全国
18

个粮食生产超百
亿斤城市之一。信阳成为“河南省农村改革
发展综合试验区”，在全省省辖市中独树一
帜。 “华英农业”富民计划顺利实施，去年一
年完成需要两年才能完成的养殖小区建设
任务。在农村改革中，全市已有

200

多万人
参与新农保，

20

多万农村老人得以安度晚
年，形成了全省、乃至全国都少有的“没有
围墙的敬老院”，已经形成全省由农业大市
向农业强市跨越的“信阳品牌”。

从信阳看信阳，“信阳很有希望”在于
奋力。信阳人深知“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
大”。 在全省

18

个省辖市中，信阳要想赶
上先进的兄弟市，走在“中原崛起，河南振
兴”的前列，首先需要超越自我。因为信阳
是老区，存在“小富即安”的思想；因为信
阳是农区，存在固步自封的意识；因为信
阳是尚不发达地区，依然存在着不敢越雷
池一步的畏难情绪。但是，在“建设魅力信
阳，当好中原崛起生力军”的具体实践中，

信阳不断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了新的跨
越。

作风建设上实行“五禁止”，优化环境
上实施“十不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上实
行“五个常态化”，群众信访稳定工作推行

“四家工作法”，招商引资工作坚持“三分之
一”工作法，如此等等，不仅为信阳的改革
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组织保障， 更为信
阳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助力提
速，赢得先机。

栽好梧桐树，引来金凤凰。仅
2010

年，

全市新落地项目近
400

个， 总投资
700

多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突破

1000

亿元，比“十
五” 末接近翻两番。 信阳工业城电子产业
园、淮滨的浙商纺织工业园等

15

个产业集
聚区建设如火如荼；信钢技改、同合二期、

华仪风电、羚锐芬太尼，以及河区的华祥
苑茶叶综合开发、 平桥区的青山纯电动汽
车、上天梯管理区的非金属系列加工、固始
县的热电联产等项目进展顺利， 在中原崛
起的跑道上， 已经形成了由工业小市向工
业大市跨越的“信阳速度”。

希望在高追求
无论是“信阳速度”、“信阳品牌”还是

“信阳现象”， 都是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
展方式转变的具体体现， 也体现出了信阳
儿女“平凡之中的伟大追求，平静之中的满
腔热血，平常之中的极具强烈的责任感”。

如此这般，谁不说“信阳很有希望”！

是的，“信阳很有希望。 ”在回眸“十一
五”、谋划“十二五”之际，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卢展工给信阳人以自信、 给信
阳人以鼓舞、给信阳人以力量！

持续是好的开端， 提升是好的作为。

“十二五”期间，中原经济区建设已经上升
为国家战略， 信阳的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
验区也已经纳入中原经济区建设之列。 到
“十二五”末，信阳的地区生产总值、人均生
产总值、 固定资产投资、 金融机构存款余
额、直接利用外资等主要目标，在“十一五”

的基础上翻一番， 力争在中原崛起中当好
前锋。

这样的中原崛起前锋， 既是上级领导
的期望，也是信阳自身的期求，更是全市人
民的期盼。这样的中原崛起前锋很给力、很
有魅力———“信阳很有希望”，不是吗？

□

本报记者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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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段发广黄勇熊道锋）近年来，罗
山县借创建生态示范县之机，围绕项目办基地，围
绕基地搞开发，先后推广了水渍多湿地杂交水稻、

高产小麦、“双低” 油菜、 蔬菜瓜果等高产种植模
式，不仅提高了复种指数和土地利用率，而且促进
了农业集约化经营。目前，全县涌现出上百个生态
农业村。

调优生态粮经作物。 该县优质稻、油板栗、蔬
菜、烟叶、“双低”油菜、信阳毛尖茶等主要农产品
呈基地化生产格局和产业化发展态势， 优质粮经
作物面积占总种植面积的

36%

以上。 目前全县已
形成以朱堂、涩港、青山、潘新等乡镇为中心，面积
7

万亩的茶叶生产基地；以定远、山店、铁铺、彭新
等乡镇为中心， 年产

10

万公斤的食用菌生产基
地；以南部山区和北部沿河地区为中心，面积

35

万亩油板栗生产基地；以尤店、高店、城关等乡镇
为中心的蔬菜种植区，面积扩大到

4.5

万亩；以楠
杆、庙仙等乡镇为中心的

2.5

万亩烟叶种植区。全
县千亩以上规模的生产基地已发展到

300

多个。

发展生态水产养殖。 全县现有水域
18.9

万
亩，鱼类

50

多种，还有两栖类、爬行类、甲壳类、贝
类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水生动物资源，龟、鳖生产
在全市乃至全省皆享有盛名， 水生植物种植面积
达到

3.5

万亩，

2010

年全县水产品产量为
17600

吨，年产值
24500

多万元。

扩大生态林业种植。 该县启动“县抓万亩连
片，乡建千亩基地，村办百亩林场，组户营造十亩
新林”的造林工程，重点实施了退耕还林、世行贷
款造林、淮防林、农田林网和绿色通道等工程，累
计造林

30

万亩，全县林地覆盖面积达到
100.6

万
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37.8％

，活立木蓄积量
156

万
立方米。林业已成为全县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成
为群众致富的“绿色银行”，被国家授予“全国林业
绿化达标县”荣誉称号。

加强生态农田保护。 该县坚持兴利与除害并
举的方针，每年实施几项重点工程：一是小流域治
理。全县已完成治理面积

380

平方公里，累计改造
中低产田

14.5

万亩，修建各类水利、水保工程
120

多处， 使山丘区面貌有了较大改观。 二是节水灌
溉。 积极争取国家投资，对南湾、石山口两大灌区
干、支渠进行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大力推广了水
稻浅湿灌溉技术，使全县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68

万
亩，其中旱涝保收田达到

56

万亩，节水灌溉面积
达到

4.4

万亩。三是小潢河治理。自
1996

年起，采
取裁弯取直、疏浚、清障、护砌等措施，对流经县城

的小潢河进行综合治理，目前已实施了六期工程，累计投资
2700

万元，治理
老河道

11.85

公里。

推广生态种植品种。 为了改善生态环境， 各乡村大胆尝试“水稻—小
麦—油菜—瓜果”等立体结构种植，加强抗灾功能，提高土地利用率，减轻农
药污染和保持水土不流失的理想效果。高店乡高道村地处淮河南岸，为了达
到用地和养地相结合的目的，

2006

年率先在全县实行稻、麦交替，油菜、烟
叶、 花生、 西瓜轮茬套种， 并大搞农田沟渠林网基本建设， 改善灌溉面积
7000

多亩，建成旱涝保收田
5000

余亩，从而增强了农业生态系统的自我调
节功能，大部分田块出现土壤有机含量持平上升，粮食、经济作物稳定高产，

平均每亩农田增收
50

多元。

2

月
10

日
下午， 市委书记
王铁、 市政府副
市长张明春一行
先后深入信阳工
业城电子产业园
和青山纯电动汽
车有限公司检查
项目建设情况。

王铁强调要争分
夺秒， 加快生产
建设速度。 图为
王铁一行检查了
解纯电动汽车生
产时的情景。

本报记者
吴菲摄

郭瑞民在全市粮食生产电视电话会上强调

提高认识 狠抓落实 争取主动 确保夏粮丰收

本报讯（记者胡瑜珊）

2

月
10

日下午， 在信阳分会场共同收
看收听了全国、 全省粮食生产电
视电话会议后， 我市立即召开会
议， 部署粮食生产及当前抗旱保
丰收工作。 市长郭瑞民强调，各级
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
省粮食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以及即将召开的全省抗旱保丰收
专题会议精神， 切实把思想统一
到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
的重大决策上来， 统一到温家宝
总理和郭庚茂省长的重要讲话精
神上来，结合信阳实际，全力打好
抗旱保丰收这场硬仗， 为夺取夏

季粮食丰收、 完成全年粮食生产
任务作出应有的贡献。

就贯彻落实全国、 全省会议
精神， 做好我市当前抗旱保丰收
工作， 郭瑞民指出， 一要提高认
识。 稳定发展粮食和农业生产，是
管理好通胀预期、 稳定消费价格
总水平的基础， 也是实现经济平
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基
础， 是事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和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大事， 是重
中之重的工作。 这不仅是经济问
题，更是政治问题。 各级各部门一
定要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
任意识， 充分认识目前旱情的严

重性、抓好抗旱的重要性和确保丰
收的艰巨性，切实把稳定粮食生产
和农业生产摆在重要位置，努力克
服诸多不利因素，认真做好当前抗
旱保丰收和春耕备播工作。

二要狠抓落实。 重点落实全
国、全省粮食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
神和温家宝总理、郭庚茂省长的重
要讲话精神，落实今年中央一号文
件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稳定粮食
和农业生产以及抗旱保丰收的各
项政策措施。 具体来讲，一是提供
指导。 根据中央和省、市的抗旱保
丰收方案， 针对不同的苗情和墒

情，采取不同措施，在工作和技术
上提供相应指导， 确保科学抗旱。

二是提供保障。 立足于抗大旱、抗
大灾， 从人财物上提供全方位保
障，确保有足够的力量抓抗旱保丰
收工作，有足够的投入用于抗旱保
丰收工作，有足够的物资保障抗旱
保丰收工作， 做到既确保夏粮丰
收， 又为秋粮生产打下良好基础。

三是提供服务。 在对农资供应、良
种供应等方面提供强有力服务的
同时， 不折不扣按照上级要求，落
实好强农、 惠农的各项政策措施，

通过调动农民群众发展粮食和农
业生产的积极性，促抗旱保丰收。

三要争取主动。 不等不靠，能
早则早，积极争取抗旱保苗工作的
主动权。一是及时报告。针对越冬
期和返青期小麦需水量的不同，运
用科学的监测结果来指导抗旱工
作。 二是及时安排。 根据旱情、苗
情、墒情变化，及时作出反应，及时
采取措施。三是及时行动。按照抗
旱保丰收方案，需要采取什么措施
就立即采取什么措施，确保组织领
导落实到位、 抗旱措施落实到位、

科技支撑落实到位、物资保障落实
到位、资金投入落实到位，不误农
时，不失时机地做好抗旱保丰收的
各项工作。

两博一硕 投身现代化农业

2010

年
6

月的一天， 光山县寨
河镇杜岗村迎来了两个博士，一个硕
士。

两个博士中， 一个叫张贵磊，北
京科技大学管理学博士，是建龙集团
的总裁助理；一个叫徐涛，北京科技
大学工商管理学博士，是建龙集团新
宝泰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硕士叫兰
恩龙， 是武汉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是
日立（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部
门经理。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建龙集团”）是中国第二大民
营钢铁集团，是一家集资源、钢铁、船
运、 机电于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名
列中国制造业企业排名第

74

位，中
国企业效益

200

佳第
103

位，中国企
业

500

强第
153

位。

中国企业
500

强的高管们来小
村干啥？ 原来他们是来搞农业的，是
来光山投资建设大别山生态科技有
限公司杜岗村现代农业示范园的。他
们可以说是豫南最高学历的农业企
业老板和总经理了。而这个示范园项
目曾被列入第六届中国河南国际贸
易投资洽谈会重点项目。

高学历人才到来的同时还带来
了大量的、持续的资金投入。 现代农
业示范园项目计划总投资

6000

万
元，流转土地

4000

亩；一期已投资近

2000

万元，流转土地
1200

亩，建造
了包括

200

亩蔬菜大棚、

100

亩有机
蔬菜生产基地、

300

亩无公害蔬菜基
地、

300

亩花卉大棚基地、

200

亩园林
果树基地、

100

亩水产养殖基地以及
1200

立方米沼气池和
1

万平方米温
室育苗基地、种子培育基地、教学试
验基地； 如今第一批种植的韭菜、莴
笋、 秋土豆已获丰收， 销往山东、武
汉、郑州等地；菠菜、生菜长势喜人，

整个示范园呈现一片生机盎然景象，

杜岗村“现代农业”、“科技农业”、“设
施农业”、“循环农业” 示范园已初显
示范效应，成为光山县农业发展的一
大亮点。

示范园蓬勃发展的同时，更给当
地村民带来了切身实惠。农民除得到
每亩

460

元流转费外，

16

位村民又
作为长期固定工被示范园雇用，月收
入在

1000

元以上，临时用工的村民，

每天工资为
40

元至
60

元，年收入可
在

6000

元以上。

高学历人才带来的还有社会的
认可。伴随着示范园秋土豆种植的成
功， 镀锌管钢结构大棚的成功引入，

已有光山县北向店乡等地的土地流
转大户前来购买秋土豆种子和钢结
构大棚，公司已提前开始执行“豫南
最大蔬菜合作社”建设规划，按照合
作社模式向他们提供良种和大棚，带
动农民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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