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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梅

春节期间，许多市民来到河区十三里桥乡的草莓种植大棚，乐呵呵地采摘购买新鲜的草
莓。

近年来，该乡把种植草莓作为强乡富民的支柱产业，通过政策优惠、规模种植、改良品种、合
作社引进等措施，使草莓的经济效益、品牌效应不断提升，深受广大市民的青睐。去年年底，该乡
草莓种植面积已达

500

亩，种植农户
2600

余户。叶湾村村民冯有明说：“我家建了
14

个草莓大棚，从
去年

10

月底开始采摘上市，当时市场价每斤接近
20

元，春节期间价格也卖到每斤
13

元，都是城里
人开车来买，不愁卖，一个大棚一年毛收入有

1

万多元。” 本报记者王大明摄影报道

日前，河区柳林乡红檀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举行揭牌仪式。该中心是柳林乡成立的第
一个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实行窗口化办公，分别设立了党团关系、民政社保、邮政通信、金融
保险

4

个窗口，为办事群众提供了方便。 熊伟颖摄

千万别忽视中国农业的命脉

去年春天，云南、广西、湖南、

重庆等地的旱灾令人触目惊心。近
一段时期，山东、江西、河南等地也
出现了旱灾，连续不断的旱灾不仅
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也给农业生产
带来了很大损失。

中国是一个干旱缺水严重的
国家。据资料记载，我们的淡水资
源总量为

28000

亿立方米， 占全球
水资源的

6％

，仅次于巴西、俄罗斯
和加拿大，居世界第四位，但人均
只有

2200

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
平的

1 ／ 4

、美国的
1 ／ 5

，在世界名列
121

位， 是全球
13

个人均水资源最
贫乏的国家之一。扣除难以利用的
洪水泾流和散布在偏远地区的地
下水资源后，中国可利用的淡水资

源量则更少， 仅为
11000

亿立方米
左右， 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约为
900

立方米，并且分布极不均衡。目
前，全国

600

多座城市中，已有
400

多个城市存在供水不足问题，其中
比较严重的缺水城市达

110

个，全
国城市缺水总量为

60

亿立方米。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业与水
密不可分。所以，从古至今，我们都
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的老祖
宗就知道水利对农业的重要性，历
朝历代都很重视水利工程建设。秦
国就修建了郑国渠、灵渠、江南运

河；两汉时非常重视对江河水利的
治理；隋唐有大运河，但最出名的
就是战国时李冰父子修的都江堰，

至今
2000

多年，仍然发挥着很好的
作用，哺育出旱涝无虞、富饶的川
西平原。解放后，我们不但治理了
黄河、淮河，也修了不少水利工程，

很具代表性的就是红旗渠。但近些
年，水利工程投入少了，尤其是土
地承包后，很多地方农田水利基础
设施建设基本停止了。过去打了很
多机井， 由于无人管理荒废了；有
的地方甚至在河道或防洪堤上盖

房子。

我们不禁要问，没有了水的支
撑，中国农业还能可持续发展吗？

今年，在被称为“中央一号文
件”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
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 内容中
明确指出，中国力争通过

5

年到
10

年努力， 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
明显滞后的局面，到

2020

年，基本
建成防洪抗旱减灾体系， 重点城
市和防洪保护区防洪能力明显提
高，并提出“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
10%

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决定》

要求“十二五”期间基本完成重点
中小河流重要河段治理、 全面完
成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和山洪灾害
易发区预警预报系统建设。 已经
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
提出， 财政上将着力向水利方面
倾斜， 这将对夯实中国农业发展
的基础非常有利。

在水利问题上， 我国将实施
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加强
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治理农
村水资源污染问题； 加强大江大
河及其支流、 湖泊和中小河流治
理； 解决水库的加固、 除险等问
题。更可喜的是，水资源也将纳入
红线管理。

农民期待风调雨顺，更希望旱
涝保收。重视水利，农业才有希望。

各级政府千万莫忽视农业的命脉。

办好试验区 建设新农村

乡 镇 视 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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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抓实干谋发展 锐意进取谱新篇

———金牛山办事处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纪略
本报讯（陈军委李琳）去年以来，

河区金牛山办事处全力推进试验区建设，大
胆改革、不断创新，取得了明显成效。

城乡一体化加速推进。该办事处统筹城
乡规划布局、统筹城乡基础设施、统筹城乡
产业发展、统筹城乡公共服务、统筹城乡就
业保障，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已建成
农民新区

2

个、在建新区
3

个、拟建新区
4

个，

通过新区建设置换土地
300

亩，用于引进建
设项目

2

个， 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同比增长
18.9%

，实现了城乡一体共繁荣。

土地流转步伐加快。该办事处共流转土
地
2270

亩，其中新增耕地流转面积
470

亩，新
增林地流转面积

500

亩， 土地流转中心采取
“跟踪问效”的方式，对金牛生态茶叶专业合
作社等流入单位进行指导，目前，该茶叶合
作社流转耕地

220

亩、林地
1200

亩。

农村资金投入成效显著。该办事处新成
立两家资金互助合作社，即合众资金互助合
作社和兴农资金互助合作社。资金互助合作
社以项目发展为带动， 吸纳农村闲散资金
1530

万元。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该办事处共
有
15

家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
610

户，通
过对金牛生态茶叶合作社和助农生态育种
合作社大力宣传和规范指导，带动农户共同
发展。金牛生态茶叶合作社的先进发展经验
被河南省《党的生活》杂志选编到《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专集，在全省推广。

创业人才踊跃投身农村。该办事处制定
《金牛山办事处鼓励支持各类人才到农村改
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创业实施办法》， 有

12

名
来自办事处机关和各村的创业人员投身试

验区建设。

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该办事处新农
合参合率达

98.1%

，新农保参保率
86.8%

。举
办两期劳动技能培训班， 培训劳动力

300

余
人。 发放农村低保金

18810

元、 城市低保金
241700

元、优抚金
23940

元、五保金
18000

元。

打造文化产业引领经济发展。 该办事
处充分挖掘辖区何景明、 冯镐等历史文化
名人资源，引进信阳师范学院华锐学院

1

期
至

6

期建设项目。围绕华锐学院项目，投资
500

余万元建成“三产”行业集中发展区，引
导
500

余人发展餐饮、批零、服务等行业，户
均年增收

3

万元， 同时带动
3000

余人就业。

整理“金牛的传说”系列民间故事，引进金
牛文化公园、 金牛国际和大别山民俗文化
村项目，建设资金投入近

2

亿元。

3

个文化产
业项目建成后连成一片， 形成一个集风光
游、茶乡游、民俗展、农家乐于一体的大型
休闲娱乐场所。

浒湾乡

深入开展大走访送温暖活动

本报讯（吴全新）春节期间，

新县浒湾乡深入开展大走访、送
温暖活动， 切实把慰问生活困难
党员、困难群众、离退休老干部、

境内企业等工作落到实处。

该乡实行领导带头负责制，

通过召开座谈会、制作专题宣传
栏、发放宣传册、慰问信等形式，

把大走访、送温暖活动不断引向
深入。截至目前，共召开座谈会

8

次，专题研究审定《浒湾乡关于
开展“五户”人员大走访活动实
施方案》、《浒湾乡关于慰问离退
老干部活动方案》、《浒湾乡关于
党员干部与中小企业“一对一”

帮扶活动实施意见》， 制作宣传

栏
5

个，发放宣传册、慰问信
200

多份。

该乡组织人员进行认真走
访，全面掌握生活困难党员、困难
群众、离退休老干部、境内企业的
基本情况， 动员社会各方力量筹
措资金和物资， 开展多种形式的
送温暖、献爱心活动。乡干部职工
与境内

39

家中小企业“一对一”结
成对子； 乡领导分别带队慰问退
休老干部、退休职工

20

余人次；组
织机关干部职工开展“五户”人员
大走访活动，“五户”人员即贫困农
户、贫困信访户、贫困学生、贫困退
休（职）乡村干部、贫困党员，共发
放大米

500

公斤、现金
2

万余元。

商城县

多措并举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本报讯（章海粟）去年以来，

商城县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作用，

采取多种措施加快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

该县充分整合财政资金、科
技资金、 以工代赈资金和帮扶资
金，积极争取农村安全饮水、沼气
池建设、村村通工程等项目资金，

采取市场化运作的方式， 通过土
地置换变钱、土地开发生钱、招商
引资筹钱、 能人捐资融钱吸纳资

金。建设完善农村农贸市场、文化
广场、街区游园、水冲式公厕和农
民新村等基础设施， 农村面貌得
到极大改善。

该县去年累计筹集各项建设
资金

6

亿多元， 硬化村组公路
303

公里，建成农村超市
114

个、标准
化村级卫生室

340

个、农村书屋
75

个， 新建村级文化广场
101

个、水
冲式公厕

46

个、 垃圾场
102

个、垃
圾池

816

个、沼气池
3800

个。

白雀园镇

“五大工程”给力“两景一带”建设
本报讯（龙斌忠）为进一步提

升白雀园镇红色文化实力， 去年
以来，光山县白雀园镇以“五大工
程”为抓手，强力推进“两景一带”

建设。

该镇以重建白雀园殉难烈士
纪念碑为重点， 强力推进沿白露
河西岸、滨河路绿化景观带、人行
道及滨河大道、东门休闲广场、拦
河坝和排污工程建设。 打造连接

明清街和香炉山殉难烈士纪念碑
两个红色景点的滨河旅游景观
带。硬化明清街仿古街道，修缮红
四军司令部、 苏维埃经济公社旧
址。

目前， 白雀园殉难烈士纪念
碑主体工程已经完成， 白露河北
段护坡土方工程已经接近尾声，

排污管道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正
全面展开。

甘岸办事处

创新机制助推试验区建设
本报讯（张厚彬）近年来，平

桥区甘岸办事处把人才作为试验
区建设的第一要素， 推进创新机
制， 积极引导创业人才投身试验
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该办事处鼓励大学生村干部
创业， 建立一个大学生村干部创
业园，开展返乡农民工创业教育，

引导更多的农民工回乡投资兴
业。 王庄村刘启军流转土地兴建

了“淮河翠”蔬菜基地，二郎村张
德志投资

300

万元兴办育秧工厂
并流转土地

1600

多亩。

该办事处多次邀请种植、

养殖方面的专家， 开展农村劳
动力转移培训、 农村实用技术
培训共计

500

余人次。对创业遇
到困难的群众， 指定办事处工
作人员重点帮扶， 解决创业中
的实际问题。

采 莓 乐

楠杆镇

全力以赴抗旱保丰收

本报讯（赵秉政刘俊）为
有效缓解去冬今春的严重旱情，

确保今年夏粮丰收，近期，罗山县
楠杆镇积极筹措资金， 动员所有
力量，通过打挖机井、灌溉浇麦等
方式，全力以赴开展抗旱工作。

成立组织，加强领导。为应对
当前的严重旱情，该镇成立了抗旱
保苗工作领导小组， 由镇党委书
记、镇长亲自担任组长、副组长。制
定了《楠杆镇抗旱保苗实施方案》，

印发各村统一组织实施，确保全镇
抗旱工作有序、有效进行。

多措并举，全面抗旱。针对

旱情，该镇积极组织人力、物力，

采取各种措施，全面推动抗旱工
作开展。通过打挖机井、整修灌
溉渠道、引用水库水源、免费为
农户提供抽水机等多种手段，全
方位地实施抗旱浇麦保苗工作，

全力以赴促生产。

截至目前， 该镇共投资
80

余
万元， 累积出动劳动力

5000

余人
次，打挖机井

40

余口，组织整修灌
溉渠道

50

余公里， 购买抽水机
16

部，灌溉浇麦
3000

亩，有效地缓解
了小麦旱情， 为夏粮丰收打下了
坚实基础。

新县

新增10家市级农民专业合作社

本报讯（夏宗明钱洪波
虞静）日前，新县三龙野生动物
驯养繁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丰田
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新能源农
民专业合作社等

10

家农民专业合
作社被信阳市人民政府确定为
“信阳市第二批农民专业合作社
示范社”。

截至目前， 该县农民专业合
作社已发展到

206

家，较上年增加
33

家，其中省级示范社
3

家、市级

示范社
29

家，入社社员达
4295

人。

同时，该县通过整合资源，创
新模式， 发挥优势， 采取农超对
接、特色产业、专业联合、综合开
发、 全面服务等形式分别成立了
蔬菜、茶叶、养猪、油茶、农机等

5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会）和
1

家联合总社，提升了农民专业合
作社的联合水平， 提高了农民的
组织化程度， 共带动

2.76

万农户
增收。

平桥办事处

开展文明执法活动
本报讯（黄瑞云）为给辖区市

民营造一个整洁有序的生活、居
住环境，近日，平桥区平桥办事处
执法队走上街头， 开展文明执法
活动。

该办事处执法队把市场周
边、主次干道及重点部位的出店
经营、占道经营、店外店等作为
重点整治对象，解决“脏、乱、差”

现象，全力改善城市环境。对沿

路乱扔、乱倒垃圾，乱贴小广告
等不文明行为进行规范， 认真
做好违规商户的思想教育工
作。对拒不整改和屡教不改者，

进行反复集中整治行动， 确保
重点部位管控到位、 重点问题
解决到位。同时，执法人员还对
商户及过往行人发放文明礼仪
宣传单， 号召市民增强文明意
识，争做文明市民。

子路镇

实现城乡交通一体化快速发展
本报讯（董家志黄倩）为

加快发展子路镇经济， 实现以城
带乡，以工促农，去年以来，罗山
县子路镇大力投资公路建设，采
取政府引导、财政补贴、吸纳民营
资本等方式， 共投入资金

240

万
元。新添置公交车

16

辆，开通了县
城至子路、子路至丰店、子路至石

山口城乡公共交通线路， 淘汰落
后小型面包车

30

余辆， 实现了城
乡交通一体化快速发展。

该镇公交车投入运营以来，

效果很好，大大方便了群众出行，

大幅度降低了群众出行成本，获
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