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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赵雪峰向炜

姚铁璜在接待来访群众时强调

始 终 把 群 众 利 益 放 在 首 位

本报讯（记者殷英）

5

月
19

日上
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姚铁璜、市人大常
委会党组成员张根太来到市信访接待中
心，热情接待来访群众，倾听群众心声，为
他们解疑释惑、排忧解难。 市中级人民法
院、市人民检察院、市信访局等单位有关
负责同志陪同接访。

信阳农行潢川支行的张建明等反映
潢川县诚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侵占农
行土地、无证施工、违法建房及扰民等问
题。 姚铁璜、张根太认真、仔细了解情况
后，立即要求潢川县政府深入调查，如果
来访人反映的违法建房等问题属实，要马
上予以制止，再协调解决，并把处理结果
告知来访人。 听到这样的答复，张建明等
人满意而去。

光山县凉亭乡大山村刚南村民组的
农民邹以方要求查处与其同村民组农民
邹某强占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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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多土地私自进行开发
建房的问题。 为切实把这件事情解决好，

姚铁璜、张根太作出批示，请光山县人大
常委会监督凉亭乡政府、光山县土地部门
尽快妥善处理。

接访中，面对每一位来访群众，姚铁
璜、张根太都仔细阅读他们递交的书面材
料，认真倾听他们反映的问题，记录下相
关信息，并不时地向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
同志询问情况，对来访群众的诉求，有的
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现场研究，当场拿

出处理意见，给予妥善解决；有的根据相
关政策及法规进行耐心细致的解答；有的
责成相关单位尽快按照程序，抓紧办理并
及时反馈情况，给来访群众一个满意的答
复。

就扎实做好信访工作，姚铁璜指出，群
众利益无小事， 做好信访工作事关群众的
根本利益。 各级各部门务必始终把群众的
利益放在首位，认真对待群众来访，把群众
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工作的着力点，

把群众反映的问题时刻放在心上， 进一步
探索和研究做好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新途
径、新方法，把信访群众当家人，把群众来
信当家书，把群众之事当家事，把群众工作
当家业， 把对群众的关心和承诺转化为群
众办实事、办好事的实际行动，以深厚的感
情、扎实的作风着力为群众解难题；要突出
工作重点，加大排查和化解矛盾的力度，对
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要热情接待，及时
受理，认真办理，按时答复，尽最大可能维
护群众合理的利益诉求，力争把矛盾化解
于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地把问题解决在基
层，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
谋真正落到实处，为信阳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对群众
的合理诉求，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合理、

合法、合情解决，不能敷衍了事，不得相互
推诿，做到真心接访、直面群众，信访案件
桩桩有人管， 件件有着落，（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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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做
”上
下
真
功

（一）人言为信，日升成阳，大别淮水育茶乡。

千百年来，信阳人与茶结缘，因茶而做，日复一
日地用心种茶、采茶、做茶，靠勤劳和执着，把毛尖
茶做成了最美最靓的城市名片。

斗转星移，春去秋来，变换的是岁月，不变的是
信念。

（二）

2009

年
12

月
27

日，省委书记卢展工在信
阳调研时指出

,

信阳应该加大夏秋茶的采摘力度，尝
试开发新的茶叶产品，增加群众收入，可以开展红
茶加工，而且可以命名为信阳红。

书记一番点题， 信阳人像做学问一样认真学
习、锐意创新、潜心实干。 经过

106

天的日夜攻坚和
无数次的反复试验，信阳红终于横空出世。

（三）信阳红的诞生，是敢做的经典，她打破了
人们思想的误区，创造了高纬度生产红茶的纪录。

信阳红的诞生，是会做的结晶，她突破了传统
的禁区，改写了河南不产红茶的历史。

信阳红的诞生，是做好的见证，她冲破了发展
的盲区，信阳茶农因加工红茶每亩增收

2000

多元。

信阳红的诞生，无可争辩地印证了：只要我们
把科学的理念转化为务实的行动， 扎扎实实地去
做，孜孜不倦地去做，满怀激情地去做，小茶叶能做
成大产业，小茶叶能做好大民生，小茶叶能做出大
文章。

（四）为什么千百年来，我们守着一座座茶山，

一片片茶园，一颗颗“摇钱树”，却没有想过开发红
茶或其他品种？

信阳红收获的不仅仅是做的果实，还有深深的
反思。

曾几何时，我们热衷于以会议落实会议，用文
件贯彻文件

,

会没少开，文没少发，事没落实，说了没
做，真做的氛围不浓；

曾几何时，我们陶醉于青山绿水，丰富的旅游
资源以及便利的交通，捧着“金饭碗”讨饭吃，谈起
优势头头是道，转化优势却不见真招，说的多做的
少，想做的欲望不强；

曾几何时，我们留恋于老区、苏区的“红帽子”，

向上要资金、要政策、要项目，不善于找市场，想做
的事没做成，会做的办法不多；

曾几何时，我们习惯算小账，不会算大账、算长
远账，习惯找红头文件，不善变通，该做的没做到
位，敢做的勇气不足；

曾几何时，我们满足于过得去，工作标准不高，

农业没有催生出大的龙头企业，工业一直是一块没
能拉长的短板，中心城市带动乏力，一些主要经济
指标在全省比较靠后，人均生产总值不到全省平均
水平的

70%

，人均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只有全省平均
水平的

30%

，应做的没做好，在做上没下真功。

（五）凡此种种，无不与我们的思想观念有关，

无不与我们动手去做有关，无不与我们的发展方式
转变有关，说到底，还是做的不具体、不深入、不彻
底。

面对改革发展千帆竞发、 百舸争流的滚滚浪
潮，尤其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嘹亮号角，信阳到底
应该怎么做？

“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变，习与体成，则
自然也。 ”大史学家司马光对“做”的诠释，无疑为我
们怎么去做开启了一扇智慧之门。

作之不止，作之不变，自然之法，成事之道，君子
之风。想做不犹豫，真做不空谈，会做不盲从

,

做好不
懈怠，信阳要跨越发展、后发赶超，必须在“做”上下
真功。

（六）想做，就要认认真真地做。

想做是一种动力，认真是一种态度。 孔子倡导
“事思敬”，即做事要敬业、要严肃、要认真。信阳红的
诞生，就是因为我们想做在前、真做在后的结晶。

想做，就要敢于超越前人。 长期以来，信阳偏居

一隅，很多人不敢奢望当先进，更没想过争排头兵。

如今，面对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新机遇、新挑战，是自
甘落后，无所作为，还是沉着冷静，从容应对？信阳人
选择的是在沉默后奋起，在清醒中进取。

以新型工业化打造区域增长极， 以新型城镇化
构筑战略支撑点，以新型产业化放大改革试验区，我
们庄重地立下誓言：立足于做，认准于真，一往无前，

永不放弃。

（七）真做，就要踏踏实实地做。

真做是一种品质，踏实是一种作风。说一千遍是
个零，做一件是个一。 如果说信阳这几年有新发展、

大变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始终坚持“五禁止”、

“十不准”，说了就算，定了就干，一点一滴做出来的。

“禁酒令”不是我们的原创，但信阳做的真切，办的较
真；经营城市不是我们的发明，但真做实做，八年磨
剑，我们有了信阳新区的大气、大美、大模样。

真做，就要立足实际、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不妄
想、不虚谈、不作秀，咬定目标，坚定前行。 在今后五
年里，力争再有

2

至
3

家企业上市；实施好“华英农
业富民”计划，

2

至
3

年内再造一个“华英”。 加快发
展方式转变， 力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人均指标赶上全省平均水平。

真做，就要该出手时就出手，敢趟改革的“深水
区”，敢闯发展的“无人区”，敢破经验的“权威区”。继
续无怨无悔地深化农村改革试验， 力争早日扛回国
家级牌子，为农村改革发展趟出更多的路子。

（八）会做，就要持之以恒地做。

会做是一种本领，坚持是一种境界。有了这种本
领和境界，就能为“做好”破题。 “六城联创”之初，部
分干群存在畏难情绪，市级领导带头干，当“路长”、

当“园长”、当“场长”，以自身行动感动大家、引领大
家，攻下了一城又一城。 开发羊山新区没有钱，我们
向市场要钱，靠点子生金，做活了要素市场，做来了
建设资金。 经过市场运作，新增城区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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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平方
公里，相当于再造了一座信阳城。

会做，就要善于发现优势、利用优势，放大优势。

我们将化信阳的生态优势为经济发展强势， 让特色
更特、优势更优。 探索打造新型工业经济谷、绿色农
业生产谷、宜居宜业健康谷、休闲度假旅游谷、民生
和谐幸福谷， 把信阳建设成为鄂豫皖区域生态经济
谷。

人贵有恒，恒则事成。我们要继续实施干部选拔
任用“五个常态化”，变“伯乐相马”为“赛场选马”，变
“闭门选官”为“开门纳贤”，激活干部一池春水。选派
优秀干部担任“双薄弱村”第一书记，让干部沉下去
抓民生抓发展。更加坚定地推行信访“四家工作法”，

把来访群众当家人，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把群众之事
当家事， 把群众工作当家业， 倾情打造群众信访之
家。

（九）做好，就要求实求效地做。

做好是一种信念，求效是一种追求，也是做的真
谛和灵魂。我们靠落实“三个三分之一”工作法，建设
工业城电子工业园，先栽梧桐树，再引金凤凰，引来
了一大批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少的企
业入驻，把招商引资做出了实效。我们积极推行新农
保，建起了一座座没有“围墙的养老院”。全市已有

4

个县、

1

个市辖区、

6

个市管管理区、开发区推行了新
农保，覆盖农村人口

200

多万。 今年要实现全覆盖，

力争让全市人民都能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做好靠环境。我们将继续开展“六城联创”，实施
河治理，持之以恒地落实“五禁止”、“十不准”、“一
周办结制”，把环境做美、做优，扫净庭院迎宾朋。 通
过彻底地做，坚决地做，营造一个靓丽的信阳、好客
的信阳、开放的信阳，充分汇聚人流、物流、信息流、

资金流，让信阳成为投资的热土，创业的福地，宜居
的天堂。

做好要看标准。高标准是最大的节约，低标准是
最大的浪费。鸡公山文化旅游试验区建设，我们定位
为高端开发，大手笔谋划，高标准运作，围绕港中旅
项目打造国际山地旅游休闲度假目的地， 围绕上海
文广项目打造鸡公山国际影视文化基地， 围绕志高
集团项目建设中部动漫产业园， 把鸡公山做成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文化旅游精品， 抢占现代旅游市场的
制高点。

（十）“为者常成，行者常至”。 坚守说了就做、做
就做好的信念，

830

万信阳人一定能够梦想成真。

编者按建设中原经济区怎么做？ 用领导
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怎么转？ 从

4

月
21

日起， 河南日报在一版重要位置开始陆续刊发
全省

18

个省辖市的文章，统称“加快领导方式
转变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十八谈”。

本报今日同步转发河南日报“十八谈”之信
阳篇《在“做”上下真功》，并转发河南日报短评
《善做善成》，敬请关注。希望我市广大干部群众
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深刻理解、准确
把握。 同时，期待广大读者踊跃参与讨论，发表
真知灼见。 信件可寄：郑州市农业路东段

28

号
河南日报评论部，邮政编码

:450008

；电子邮箱：

hnrbplb@sina.com

。 或寄信阳市中山南路
47

号
信阳日报总编办，邮政编码：

464000

；电子邮箱：

xyrbszbs@163.com

。

加快领导方式转变

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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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平

走红大江南北，香醉四海宾朋，“信阳红”的成功
告诉我们———立言立行，善做善成。

天地生人，有一人当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
一日当尽一日之勤。做人，做事，做文章，做生意……

“做”， 现实中无处不在；“做”， 与我们如影随形。

“做”，方可彰显生命意义；“做”，才能造就人间奇迹。

做同样的事情，运作有高下，效果大不同。 浮光
掠影之人，浅尝辄止，效果平平，可能贻误良机；不得

要领之人，方法不对，劳而无功，乃至南辕北辙；善做
敢干之人，举一反三，事半功倍，势必推动全局。

建设中原经济区，关键在做。 只有扎扎实实做，

勤勤恳恳做，遵循规律做，开拓创新做，求实求效做，

才能做细、做深、做透、做大、做强、做优。

善做善成，就要科学谋划做。 志存高远，深思熟
虑，谋定而动，把目标定准，把规划落实。

善做善成，就要尽心尽责做。 心随责走，责随职

走，权高责重，不放松要求，不马虎行事。

善做善成，就要持之以恒做。 坚定方向，坚持不
懈，坚守待成，有耐心做实，有决心做成。

只说不做，嘴上功夫；只有说到做到，说好做
好，才是实功夫、硬功夫、真功夫。 “信念”的《在“做”

上下真功》，以生动的实践，印证了一个常谈常新的
道理：成功不凭想象，只能靠我们的聪慧、毅力、勤
劳去实现。

□

信
念

聚焦产业集聚区

■今日导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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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时事新闻版
关于实行煤矿非法违法生产行为举报奖励制度的通告

政府创造环境 企业创造财富

———我市产业集聚区发展系列巡礼之商城篇

曾经， 这里是商城县灌河东岸最有名
的“五荒”之地：荒山、荒滩、荒坡、荒坟、再加
上几个零星分散的荒破的小村庄，提到这里
的荒芜，了解的人们都禁不住唏嘘叹息。

而今， 这里成了商城县的产业集聚
区：道路“六纵三横”、框架扩大到

6

平方
公里，累计入驻企业

35

家，初步形成“一
粮二钢三服装”产业格局，以产带城，加快
产城融合进程，构建现代城乡体系，促进
产业集聚区快速发展。 目前，集聚区内各
类企业销售收入已突破

30

亿元。

商城县用了近
4

年的时间， 在一个

“五荒”之地上，成功探索出一个政府创造
环境、企业创造财富的可喜模式。

政府创造环境
商城县产业集聚区自创办那一天开

始，首先想到的就是筑巢引凤，努力把客
商最关心的软硬环境问题做实做细。

（下转
A2

版）

我市部分省、市政协委员视察农村公路工作

本报讯（记者关心亮）

5

月
19

日，

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王道云，市政协
副主席赵主明、任宏业、曹茂明、周慧超、

陈伟琳、熊静香、李正军和秘书长张传友
带领我市部分省、 市政协委员深入光山
县、罗山县对我市农村公路建设及养护情
况进行视察，市政府副市长张明春陪同视
察。

视察活动结束后召开了座谈会，我市
部分省、市政协委员听取了市交通运输局
局长郑先明关于全市农村公路建设与养
护工作情况汇报，就全市农村公路建设与
养护工作提出了建议。

“十一五”期间，全市交通系统积极实
施以“村村通”以及县乡道路和危桥改造
为重点的农村公路建设， 共完成总投资
32.8

亿元； 新建农村公路
11096

公里，县
乡道改造完成投资

15.1

亿元， 完成里程
1975

公里；“村村通” 工程完成投资
16.1

亿元，完成建设里程
6750

公里；危桥改造
完成投资

1.6

亿元。截至
2010

年年底，全
市农村公路通车总里程

2.2

万公里。

王道云指出，“十一五” 期间我市交通
事业特别是农村公路工作取得了显著成
效，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提
高了通达能力，提高了管理水平和标准，提
高了服务水平； 实现了由部门主导向政府
主导的转变， 由群众为主向以公共财政为
主的转变，以建设为主向建设管理、养护协
调发展、全面提高服务水平的转变。

王道云要求，全市交通系统要创新理
念，从创新机制和体制上寻求突破，抢抓
机遇，建立新的管理体系和稳固有效的资

金筹措机制，加快农村公路发展。 统筹谋
划，在提升服务能力上寻求突破，在全面
推进县、乡、村道路、桥梁和联网道路建设
的同时， 积极做好道路的排水、 防护、安
保、绿化等工作，在路面结构、建设标准上
要更贴近实际需求，并遵循环保、节约的
要求，加强旅游路、资源路的建设和养护
工作，全面提高农村公共交通覆盖面和综
合服务水平。 要深化改革，在提升管理水
平上寻求突破， 尽快落实农村公路建设、

养护配套资金， 有效解决资金不足的问
题， 探索出农村公路管理养护的有效模
式，实现“建、管、养”的协调统一，实现农
村公路的可持续发展。 省、市政协委员要
深入调查，要提出有份量的议案，为我市
农村公路建设及养护工作作出贡献。

张明春在讲话中首先向省、市政协委
员对我市农村公路工作进行视察表示感
谢。 他说，全市农村公路建设及养护工作
是市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几年的努
力，我市农村公路网建设越来越好，质量
越来越高，改革越来越好，体系不断完善，

对全市农村公路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各
级政府积极主动、 谋化农村公路建设工
作，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确保全市农村
公路建设及养护工作顺利开展。队伍越来
越好，素质不断提高，全市交通系统拥有
一批专业人才，保证了全市农村公路的建
设质量，经得起历史检验。下一步，全市交
通运输部门将认真研究和全面吸收省、市
政协委员提出的建议，把全市农村公路工
作做好，真正使农村公路成为群众的放心
路和满意路。

郭瑞民深入平桥区检查督导水稻抗旱插秧工作时强调

紧急动员 全力支持 科学指导 营造氛围

本报讯（记者方慧玲）

５

月
１９

日下
午，带着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粮食
怎么保、农民怎么办、抗旱怎么抓等重大问
题， 市长郭瑞民再次深入到农村田间地头，

检查督导水稻抗旱插秧工作。 郭瑞民强调，

当前正是水稻插秧和抗旱的关键时期，各级
各部门要切实把抗旱作为当前头等大事，突
出抓水源、抓抢插、抓调整、抓服务、保面积，

紧急动员，全力支持，科学指导，营造氛围，

科学抗旱，统筹抗旱
,

坚决打赢抗旱攻坚战
,

为推进全市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提供坚强保

障。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尹保斌，平桥区及
市农业、水利、气象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陪
同。

在平桥区五里镇， 郭瑞民深入到顾店
村和大堰村田间地头， 实地查看当地旱情
发展和水稻插秧情况，并与群众沟通交流，

详细了解目前旱情影响、 库塘堰坝水源调
度和各级抗旱组织情况。 农民李停干是种
粮大户， 此时他正忙着从新打的机井中抽
水灌溉。“去年以来天干少雨，塘浅水少，大
面积插秧只能靠打机井抽水， 而打一口深

井就得
２

万多元。 ”面对郭瑞民的关切，李
停干无奈地说。 看到沿路许多快要见底的
“碟子塘”， 郭瑞民忧心地对随行的相关部
门负责人说：“当前要坚持两手抓， 既要科
学调度水源， 又要抓紧组织清理已经干涸
的沟塘堰坝，深挖塘、挖大塘，一旦降雨，增
加蓄水量，提高灌溉能力。”同时，他要求各
级财政部门要尽快出台相关奖补措施，激
励和支持群众投入挖大塘、 打机井等小型
水利设施建设。

（下转
A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