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以
来， 息县不断
加大新农村建
设力度， 着力
改善农民居住
条件， 使很多
农民住上了新
居。 图为该县
的李店新村。

本报记者
孟磊摄

近年来，

河区谭家河
乡着力推进文
化大院建设，

对加强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

改善农民群众
业余文化生活
起到积极的促
进作用。 图为
该乡西双河村
文化大院。

本报记者
孟磊摄

科 技 推 广

农村实用计算法集锦

溶液稀释计算法。 计算口诀：

“大小分子差，除以小分子，去乘溶
液量

,

便得此加水量”。如：现有
20％

的食盐溶液
30

公斤，要将它稀释成
16％

的溶液，需要加水多少？计算方
法：大分子减小分子、即：

20－16＝4

，

除以小分子、即：

4÷16＝0.25

，去乘溶
液量、即：

30×0.25＝7.5

（公斤）水。

化肥用量计算法。化肥一般都
标明各种成分的含量。化肥的施用
量，可根据其中有效成分的含量来

计算。即：需要化肥重量
＝

农作物
所需要成分量

÷

化肥中所含成分
的比重。如：根据小麦生长发育需
要， 每亩需施氮肥

5

公斤， 如施尿
素， 则每亩尿素用量：

5÷46%≈11

公斤。

地膜用量速算法。 每亩用地
膜重量与地膜厚度有关， 一般采
用

0.012

毫米厚度的地膜，每亩用
量为

7.7

公斤。公式：地膜用量
＝

每
亩地膜重量（公斤）

×

计划地膜覆
盖率

×

土地面积。如：某农户育苗
1.5

亩，计划覆盖
80%

，需要地膜

多少公斤？ 根据以上公式可得：

7.7×80%×1.5＝9.24

公斤。

亩和平方米换算法。

1

亩
＝666.6

平方米，

1

平方米
＝0.0015

亩。 另外，

还有一个更加实用的计算口决：平
方米换算为亩，计算口诀为“加半
左移三”、 如：

128

平方米等于多少
亩？计算方法：先用

128

加
128

的一
半（

128＋64＝192

），再把小数点左移
3

位，即：

0.192

亩；亩换平方米，计
算口诀为“除以三加倍右移三”、

如：

24.6

亩等于多少平方米？ 计算
方法：

24.6 ÷3 ＝8.2

，

8.2

加倍后为
16.4

， 然后再将小数点右移
3

位，

即：

16400

平方米。

河凤桥乡

全力推进蔬菜基地建设
本报讯（李峰）春节期间，

商城县河凤桥乡切实采取多项
措施，全力推进蔬菜基地建设。

该乡按照全县蔬菜基地建
设实施意见， 选定沿灌河冲积
带适宜种植蔬菜的

600

余亩土
地作为蔬菜生产基地， 拟定了
“抓点、扩面、强线”的五年发展
规划（

2010

年———

2015

年），保
证产业科学发展。

该乡利用外出务工成功人
士返乡过节的有利时机， 先后
召开座谈会

23

次， 出台宣传车
10

台次。 同时扶大育强种植示

范户，典型带动，全面推广。春
节期间， 该乡吸引外出务工人
员

21

人、投资
320

万元，新发展
大棚

346

个，涌现新桥茂源蔬菜
种植基地等一批新典型。

该乡采取“走出去、请进来”

的方式，组织种植户到山东寿光
蔬菜产业集团实地考察，学习大
棚蔬菜种植的管理技术，取得了
明显成效。同时，结合农民培训
活动， 以农业服务站为平台，邀
请该县农技人员开展蔬菜种植
技术培训

7

次， 增强了广大群众
发展蔬菜的信心。

洋河镇
扎实推进创先争优活动

本报讯（王彩霞）日前，平桥区
洋河镇按照上级部署，结合本地实
际，扎实推进创先争优活动，基层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纷纷响应，创先
争优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该镇紧密联系党的建设和基
层工作实际，围绕农村改革发展、社
会稳定、农民增收等，把开展创先争
优活动与深化“三级联创”、开展“双

强双带”、推进“三心三强”工程等有
机结合起来。积极推行“四议两公
开”工作法，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投身
试验区建设，争做改革试验先锋，勇
当农村改革发展生力军。

该镇在认真总结加强党的基
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经验
的基础上，以实现和维护好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以解决

工作中的重点、 难点问题为突破
口，与时俱进，引导党员干部在加
快产业结构调整、 保障和改善民
生、 促进社会和谐中创先争优，不
断推进工作理念创新、 思路创新、

方法创新和制度创新。

该镇坚持机关党组织与各村
（居委会）、镇直单位互动、结对联
创，形成镇村互动、整体提高的工
作格局。 落实党员学习日制度，强
化党员教育管理，增强党员干部为
民服务的责任感和自觉性，保证党
员干部在开展日常工作中创先争
优， 永葆党员干部创先争优的热
情。

新农村的希望

破解“三农”难题，实现城乡统
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国
各地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和历史
使命。在经济社会转型的重大战略
机遇期，信阳找到了一把“芝麻开
门”的金钥匙———农村改革发展综
合试验区建设。

一年多来的成功试验，农村面
貌焕然一新，在“八篇文章”的创新
发展过程中，人们看到了新农村的
希望。

据《信阳日报》“新农村”专栏
报道，金牛山办事处农村改革发展
综合试验区建设取得了可喜成绩：

城乡一体化加速推进，农民人均年
纯收入同比增长

18.9%

， 已建成农
民新区

2

个、在建新区
3

个、拟建新
区
4

个，实现了城乡一体共繁荣；土
地流转步伐加快，共流转土地

2270

亩；农村资金投入成效显著，新成
立两家资金互助合作社，吸纳农村
闲散资金

1530

万元；农民专业合作
社发展迅速，共有

15

家各类农民专
业合作社、社员

610

户；社会保障体
系日趋完善，办事处新农合参合率
达
98.1%

， 新农保参保率达
86.8%

，

发放农村低保金
1.8

万元、 城市低
保金

24

万元、优抚金
2.4

万元、五保
金
1.8

万元……

一年多来，我市试验区建设推
动城乡一体化进程，城乡一体化进
程推动新农村建设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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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小田变大田， 让死钱变活钱，让
农民领上“退休钱”，让农民看病在
门前，让村庄变乐园……“人人有
个好身体、家家有个好生活、处处
有个好环境、 天天有个好心情”的
理想变为现实。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
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既是
党中央对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也是
总体目标。我市深刻领会和把握中
央有关文件精神， 根据当地实际，

开创性地实施农村改革发展综合
试验区建设。生产发展了，农业加
大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实现了增
长方式的转变，各种类型的新经济
组织快速发展，提升了农民的组织
化程度，非农产业为农村经济的发
展提供了空间、 拉长了产业链；生
活宽裕了， 通过开辟各种增收渠
道，增加了农民收入，小钱变了大
钱；乡风文明了，在文化、风俗、社
会治安等方面，提高了农民的整体
素质；村容整洁了，“露天厕、泥水
街、压水井、鸡鸭院”现象越来越少
了，改善了农民的生存状态；管理
民主了，基层民主建设与市场经济
有机地结合起来，健全了村民自治
制度。

在罗山县尤店乡钓鱼台村，

66

岁的村民郑传兵领到第一笔养老
金时高兴地说：“党和政府帮助我们
建了一个没有围墙的养老院”。我们
看到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农村发展
新希望，看到了民生改善、社会和谐
的新局面，看到了信阳新农村建设
的美好蓝图。

□

李春富

金牛山办事处

“十二五”规划开局良好

本报讯（记者孟磊通讯员张俊峰）

春节过后，记者来到河区金牛山办事处采
访，看到项目建设工地马达轰鸣，企业生产
车间机声隆隆，呈现一片繁忙景象。

在国道
107

线东侧产业集聚区，沿发展区
内“一纵四横”

5.4

公里道路，投资
3500

万元的
银光机械扩产项目正在进行厂房安装和办公
楼主体施工；投资

1

亿元的核信恒达工业园项

目厂房即将完成安装；投资
1.5

亿元的亿隆全
盛印刷工业园项目厂房桩基已经硬化完毕，

正在进行厂房、办公楼主体和厂区道路施工；

投资
5000

万元的红房子食品加工基地项目正
在进行办公楼主体和厂房主体建设。

据了解，该办事处
14

个在建项目已完成
投资超过

10

亿元。 沿国道
312

线的和孝营村
与河南长安置业有限公司合作，正在建设一

个占地
30

亩的农民新村，一期可集中安置
60

多户村民；在大金牛山
5

平方公里区域，该办
事处引进建设占地

250

余亩的公共游乐项
目、 金牛文化公园已完成投资

4000

余万元；

另有计划总投资
8

亿元的金牛国际项目、投
资

1.2

亿元的现代生态及观光农业示范园、

投资
2

亿元的森林体育公园和游乐园等正在
规划建设中。

金牛山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张清波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办事处将在沿中环线和凤凰
山
8

平方公里区域， 大力开发文化、 旅游项
目， 用

5

年时间强力推动金牛山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为了在

2011

年实现“十二五”规划的
良好开局，该办事处计划开工建设

10

项重点
工程，总投资

29

亿元、分期实施，当年完成建
设投资

8

亿元，并安排计划总投资
1.1

亿元的
10

件惠民实事， 通过建设项目投入资金
3.6

亿元。 同时， 千方百计确保财政收入增长
20%

，达到
2400

万元。

张清波最后告诉记者：“新的一年，金牛
山办事处将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强力推进
‘三线两片’规划实施，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建
设、招商引资工作，积极打造有利于投资发
展的新环境，凝心聚力，再创辉煌！”

苏河镇
招商引资工作成绩斐然

本报讯（蒋仑石春辉）去年
以来，新县苏河镇立足镇情、民情，

坚持经济工作抓项目的宗旨，以全
县大招商为契机，整合资源、优化
环境，招商引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
效。

该镇在去年年初签订的目标
责任书中，把招商引资工作作为镇
村干部的重要考核内容。在优化经
济发展环境、落实优惠政策，搞好
服务的基础上，因势利导，鼓励投
资，每个招商项目都要由镇领导干
部跟踪服务，对建设项目实施“零
干扰”， 切实把外商引进来、 保护
好、发展好。充分利用外出务工人
员、同学、亲属等人力资源，以友
情、亲情为纽带，广泛联系客商，吸
引投资。

去年， 该镇引进项目资金
117

万元，在张堂村建设镇中心敬老院
及残疾人供养中心，目前已完成土

地平整，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解决
五保户及无生活能力人员的集中
供养问题。以上海高企投资有限公
司为依托， 引进甘肃

2

家农业开发
公司，投资

500

万元、流转土地
2

万
亩种植牧草，上海高企投资公司投
资

1000

万元开发九女潭旅游风景
区， 目前已完成

2

条旅游公路的建
设，项目建成后，该镇生态旅游业
将步入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

同时，该镇把吸引外资与本地
融资相结合建设农民新村。通过旧
村改造、异地新建等方式，该镇投资
2889

万元，新建
8

个农民新村，建筑
面积

4.3

万平方米， 可容纳居民
361

户。投资
1140

万元，新建新光、红柳、

庙墩
3

个示范村，示范村基础设施条
件明显改善，人居环境、村容村貌明
显改观，农民收入、文明素质和科技
水平不断提高，每个示范村都形成
了
１

个至
２

个具有特色的优势产业。

查山乡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成效显著
本报讯（黄明清） 去冬今

春， 平桥区查山乡紧紧抓住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有利时机，

采取政府投资、 单位对口帮扶
和社会融资等措施， 全乡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成效显著。

该乡建立领导包村、 包塘
的联动制度，形成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的工作局面， 将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纳入年终
目标考核，严格奖惩。该乡积极
利用单位对口帮扶乡村整修万
方大塘， 同时大力吸纳社会资
金投入大塘整修， 搞水产综合
开发， 确保了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有序开展。在工程建设中，该
区水利局技术人员长期深入大
塘和灌渠整修一线， 加大检查
力度，严格按照工程设计施工，

确保工程建设质量， 全力打造
“精品工程”、“放心工程”和“民
心工程”。

截至目前， 全乡新挖和改
造整修标准万方大塘

24

口，整
修清淤老鸦河灌渠

4

公里，打配
机井

5

眼，新增和改善有效灌溉
面积

5000

亩， 增加水产养殖水
面
140

亩，整修水利设施周边道
路
6

公里，为全乡农业灌溉和蓄
水养殖打下了良好基础。

胡族铺镇

积极做好富士康招工工作
本报讯（王显海）日前，固

始县胡族铺镇采取有效措施，做
好富士康招工工作，加快发展劳
务经济，力争取得今年工作的开
门红。

宣传发动，营造氛围。该镇
及时召开富士康招工动员大
会， 镇主要领导对此项工作进
行专门部署， 要求各村做好招
工的宣传工作， 重点是春节期
间返乡人员和即将外出务工人
员，并印发宣传单。成立组织，

加强领导。 该镇成立了富士康

招工工作领导小组， 加强对此
项工作的组织、 协调、 督察力
度，下设办公室，由镇劳保所工
作人员具体抓落实。分解任务，

强力推进。 该镇将招工任务分
解到各村， 并纳入年终村级目
标考核，实行层层干部责任制，

形成合力。同时，要求各村在
2

月底前完成招工任务。

截至目前，全镇设立
30

个
招工报名点，印发宣传单

2000

份，报名应聘工作正在紧张有
序地进行。

仙居乡

全力抗旱保春耕
本报讯（贤举）去冬今春，

光山县仙居乡一直干旱少雨，

造成大面积旱灾， 春耕生产遭
到严重影响。面对旱情，该乡高
度重视，采取多项措施，全力抗
旱保春耕。

该乡组建抗旱服务分队
7

个， 出动抗旱劳力
117

人，其
中乡村干部

66

人， 出动抗旱

柴油机
2

台、 小型水泵
63

台
套，组织人力打深井开采地下
水源

12

处。同时，该乡加强油
菜、小麦的田间管理，重点保
障居民生活用水和农村人畜
饮水，动员群众用水泵机械抽
取塘堰、 水库等剩余水源，增
加抗旱水源，目前灾情得到一
定缓解。

乡 镇 视 窗

新农村·试验区

专版编辑部

每周五出版

主任：孟磊
电话：

18937686698 13903763839

邮箱：

xyrbxnc@126.com

办好试验区 建设新农村

□

张崇明

策划：孟磊责编：吴涛审读：段黎明照排：邱夏
ＸＩＮＹＡＮＧＲＩＢＡＯ

２０11

年
2

月
18

日星期五新农村
A

3

谭家河乡
荣获“中州名镇”称号

本报讯（彭延斌）近年来，河
区谭家河乡以六城联创为“抓手”，

强化全面综合整治工作力度，加大
配套基础设施投入，增强街镇承载
能力，“绿化、硬化、亮化、净化、美
化”工作实现了新突破，城乡一体

化品位得到快速提升，环境友好型
的生态宜居魅力茶乡特色进一步
彰显。

日前，该乡被河南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命名为

2010

年度“中州名
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