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砥砺中崛起 在奋进中扬帆

———平桥区“十一五”跨越发展回眸

雷山之麓，水之畔，平桥就坐落于此。

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破茧化蝶、凤凰
涅的新兴城区， 全区总面积

1697

平方
公里，人口

78

万。

“十一五”期间，平桥区以改革为主
题、以发展为主线、以民生为宗旨，着力
发展经济，着力推进农村改革，着力改善
民生，着力维护社会稳定，全区各项事业
呈现出发展步伐加快、 人民群众实惠增
多的良好态势，先
后获全国生态示
范县区、经济林产
业示范县区、科技
进步考核先进县
区， 全省对外开
放、 新农村建设、

职业教育、平安建
设、信访稳定等先
进县区称号。

经济发展实
现了弯道超越

“十一五”期
间， 平桥区委、区
政府始终坚持科
学发展、又好又快
发展，在实践上创
新， 在发展上突
破， 砥砺奋进、创
新跨越，特有的热
情、协作，务实、高
效的作风，使一个
个工业项目不断
落地生根，一项项
农村改革难题得
到破解。几年来，该区的各项经济指标始
终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增长， 经济总量得
到了跨越式发展，农村变革风起云涌，社
会进步日新月异， 全区各项事业驶上了
快速发展的车道。

———综合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

2010

年，全区生产总值达到
147.8

亿元，是
“十五”末（

2005

年，下同）的
2.1

倍，年均增
长
14.5%

。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突破
3

亿元， 是“十五” 末的
2.7

倍， 年均增长
22.2%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57.8

亿
元，是“十五”末的

2.4

倍，年均增长
19.3%

。

外贸出口总额达到
1150

万美元， 是“十
五” 末的

2.5

倍。 实际利用外资
1550

万美
元，同比增长

114%

。

———粮食生产能力跃上新台阶。

2010

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
501719

吨，

是“十五”末的
1.3

倍，年均增加
23332

吨。

———城镇化发展跃上新台阶。

2010

年，全区城镇化率达到
45.4%

，比“十五”

末提高
8.31

个百分点， 年均提高近
1.7

个
百分点。

———基础设施建设跃上新台阶。

2010

年， 全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138.5

亿元，是“十五”末的
2.9

倍，年均增长
24.2%

。

5

年间，该区相继建成了一大批重
点工程项目。 做强了平桥产业集聚区，新
开辟了明港产业集聚区，新引进了深赛尔
油墨、超越服饰、巨世电源、福英纯电动汽
车等一批骨干企业和大型项目，综合改造
了中心城区，推进了河治理，促进了震
雷山开发。

2010

年， 全区公路通车里程达
1100

公里，公路密度达到每百平方公里拥
有公路

55

公里，是“十五”末的
1.7

倍。

———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跃上新台
阶。

2010

年，该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

13846

元，是“十五”末的
2

倍，年均
增长

14.1%

；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5798

元，是“十五”末的
2

倍，年均增长
13.8%

。

全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03%

，年均控制
在
3.3%

以内。 各项经济指标保持了高位
运行的良好态势。仅

2010

年，该区生产总
值、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规模企业增加
值、 实际利用外资等多项指标增幅居全

市前列，地方财政收入、税收收入的增幅
和财政收入质量位居全省前列。

农村改革创出了平桥经验
进入“十一五”以来，该区在重点工

作上着力，在改革创新上奋进，不断探索
新的机制、创新好的路子。特别是从

2009

年平桥区被确定为全省农村改革发展综
合试验区建设先行先试试点县区以来，

他们紧紧围绕做好“八篇文章” 和打好
“六场硬仗”，大胆创新，锐意进取。土地
流转、农村金融创新、城乡一体化等方面
的改革富有成效，在省、市创造了多个第
一。村级卫生室建设、留守子女工作、乡
镇公共图书馆建设等多项创新成为全国
样板，碳汇林业、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等多个做法成为全省首创。

———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在全省率
先成立首家地权交易公司，发展土地信用
合作社

21

家，土地流转总面积达
82

万亩。

———办学条件逐步提高。市二高、市
四高成功创建省级示范性高中， 六职高
晋级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 区幼儿
园、区一小、区二小、区三小得到了重点
改造。

———加强村级卫生室建设。 建成并
使用了

205

个村级卫生室，实施了村医培
训工程，轮训了全区

800

多名村医，初步
达到了“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大
病不出区”的目标，缓解了群众“看病远、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卫生事业大步迈进。 改造了平
桥、甘岸、长台等

19

所乡镇卫生院，新建
了区人民医院门诊医技楼和区妇幼保健
院门诊病房综合楼，扩建了区中医院。

———启动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新
农合参合率达到

95%

以上。

———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 率先
在全市自筹资金推行国家标准化新型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让“养老”实现国家养。

全区参保群众达到
31

万人， 征缴养老保
险费

7020

万元，

5.7

万名符合条件的群众
率先领取到养老金

2413

万元。

———专业合作不断深化。 以马氏生
态茶叶、 世忠薯业等为代表的农民专业
合作组织发展到

320

家，带动
10

多万农户
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金融创新全面升级。 在全市率
先开展农村“五权”确权办证工作，创新

了抵押担保贷款新模式， 有
1.6

万农户通
过物权证抵押得到贷款

3

亿元。 恒丰村镇
银行、银诚小额贷款公司以及豫南投资担
保公司等

5

家社会性担保公司挂牌营业，

拓宽了服务“三农”平台，

75

家资金互助社
遍布乡村。

招商引资叫响了金字招牌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 该区沉着应对，

出招有力，采取贷款担保、融资贴息、电费
补贴、运费报销等举措，积极为企业发展
保驾护航。

———率先实施黄淮四市的优惠政
策，给予企业

20%

的电价补贴，仅
2010

年，

该区为外来企业实施电费补贴
380

万元。

———率先在全市成立了担保额度最
大的担保中心，

10.2

亿元的担保基金成为
企业生产的保险杠。

———区财政每年预算
500

万元的贴
息基金， 专用于工业项目和农业产业化
项目建设过程中贷款、融资的贴息，以缓
解新上企业的融资压力。

———充分发挥“平桥招商引资”的号
召力和影响力，提出了招商引资是“第一
动力、第一资源”的口号，每年派出

100

名
科级干部作为招商引资大使、 组成招商
引资先锋队到招商前沿引资引项。 通过
亲商、便商、惠商，使一大批知名企业落
户平桥。福建超越服饰集团、浙江宁波瑞
孚集团、凯恩家具物流园、无锡一撒得福
复合肥等项目投资均在亿元以上。

2010

年， 成功引进大项目
145

个， 总投资达
68.79

亿元。

———争资跑项力度大， 效果好。以
2010

年为例， 该区把争资跑项作为重点
工程来抓，共向上级争取政策性项目

184

个，资金达
7.6

亿元，同比增加
21%

。

改善民生提升了幸福指数
近年来，平桥区委、区政府把做好民

生工程作为党执政兴国的基础工程来
抓。仅

2010

年，区财政投入
5

亿元资金用
于改善民生、职业教育实训基地、乡镇公
共图书馆、农村治安哨亭、农村中小学改
造、农村公路改造、农村安全饮水等与群
众息息相关的实事好事。

———大力实施敬
老院“一乡一院一保”

工程， 全面推进一塘
（养鱼）一地（种菜）一圈
（养猪）一沼（沼气池）一
场（小型运动场）一室
（文化室）“六个一”孝心
工程，使全区

2600

名五
保老人安享晚年。

———建立困难职
工帮扶、困难群众帮扶
和党员服务帮扶三大
帮扶窗口，实现了“一
站式”帮扶服务；通过
免费培训、专场招聘、

鼓励创业，帮助返乡农
民工就业创业。

———建成一批规
范配套的乡镇司法
所， 市委政法委召开
现场会向全市推广。

———开创性地在
农村建设标准化治安
哨亭，开通“平安互助
网”。

———扎实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活动，坚决落实“五禁止”、“十不准”，有力
促进了干部作风建设，执行力明显提高。

———全面落实“一村一名大学生”计
划，公开录用了三批

360

多名大学生村干部。

———突出抓好职业教育， 组建了全
省首家县区级职业教育集团，投资

1.56

亿
元建成震雷山职业教育实训基地， 推出
了“职业教育代金券”，在全省率先实行

全员免费职业教育，累计培训
10

万人次。

———加快发展社会事业， 新建乡镇
标准化图书馆

18

座，农家书屋
150

家。

———狠抓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新建
沼气池

1500

座，新解决农村
4

万人安全饮
水问题，完成尖山水库等

9

座中小型水库

除险加固工程， 农田水利建设实现全省
“红旗渠精神杯”六连冠。

六城联创擦亮了城市窗口
———持之以恒抓好六城联创。对

17

条
主次干道、

64

条背街小巷以及城中村和城
乡结合部进行了集中整治，全面新修了包
括平中大街在内的“三纵四横”道路。通过
大力开展城区文明社区竞赛、名吃城亮化
净化上档升级、 百店百巷达标竞赛等活
动，吸引了

300

多家高档酒店进驻城区。

———大打旅游牌。 随着震雷山风景
区省级森林公园的设立， 景区内的两河
口

700

公顷湿地被列为全省首家湿地公
园， 开创了震雷山城际公园发展的崭新
局面，先后对震雷山登山步道、雷峰寺旧
址翻新，湿地公园开园迎客，平桥园、平
山塔、河洲榭先后建成开放。

———河治理惠及民生。

2007

年
6

月
25

日， 该区投资
1.7

亿元对河治理项
目———“三路一桥”工程启动，

2008

年
5

月
17

日，投资
5000

万元，长
450

米的安桥、长
200

多米的会桥， 和
2010

年投资
1800

万
元，长

633

米的平中大街南立交桥横空出
世，河南北、东西两岸天堑变通途。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以新建成
的平桥国际会展中心为品牌， 大力发展
会展经济，会展中心占地

32.35

亩，总建筑
面积

9112

平方米，总投资近
6000

万元，可
容纳观众

1479

人。在第
17

届茶文化节上，

会展中心迎来了孙悦、 大兵等多位全国
著名演员和世界环球小姐泳装大赛。

———广场文化独具特色。被评为“全
国特色文化广场” 的世纪广场成为了广
大市民的精神乐园， 每年参与广场文化

活动的市民近
100

万人次， 一年一度
的元宵节灯展还吸
引着本区和周边城
区的数十万市民前
来观赏。

展望“十二
五”， 平桥区委、区
政府一班人决心更
大，信心更足。该区
区委书记王继军、

区长柳自强表示：

未来
5

年，平桥区将
继续抓住发展不放
松，通过持续发展，

进一步增强实力，

改善民生， 赢得地
位， 惠及更多的平
桥人民！

可以预见，“十
二五”期间，平桥区
人将会用思想的解
放寻找经济发展的
内在动力， 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

借助国家进一步加
大对中西部地区基础建设的投资机遇和
东西部产业转移的机遇， 抢抓信阳城市
东移的好契机，以大手笔书写华章，以大
气魄展示魅力。平桥人将以超前的眼光、

超凡的毅力、超越的精神去追梦远行，全
面迎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动车时代”！

市长郭瑞民（前中）在区委书记王继军（左二）陪同下，深入信阳市平桥职教实训基地检查指导工作。

乡镇公共图书馆 经典名篇朗诵会平桥职教集团公共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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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长柳自强（右二）深入肉牛产业示范园检查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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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长郭庚茂前排（右三）在市委书记王铁（右一）、平桥区委书记王继军（左一）的陪同下，在平桥区检查指导工作。

市委书记王铁（左二）在副市长张明春（左一）、区委书记王继军（右一）陪同下，深入平桥工业园检查指导工作。

省委书记卢展工（左二）在市委书记王铁前排（右二）、副市长张明春（右一）、平桥区委书记王继军（左
一）等的陪同下，深入平桥陆庙核心区检查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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