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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产业集聚区

把分散土地连成片 让松散农户抱成团

罗山县专业合作社助推农村产业发展
本报讯（段发广骆中宪）罗山

县潘新薮北茶叶专业合作社以省级
茶叶产业化龙头企业申林茶业公司
为依托，连接基地、农户，对接市场，

形成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资一体
化的生产经营体系， 发展社员

638

户，带动该县潘新、彭新、山店、周党
四个乡镇

2000

多农户从事茶产业，

利用荒山、荒坡
18700

多亩，安置农
村闲置劳动力

1500

人， 社员年人均
增收

8000

余元。 薮北茶已成为当地
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

近年来，罗山县把发展农民专业
合作社作为推动农业产业发展的重
要抓手，以龙头企业为依托，着力培
养茶叶、农机、蔬菜、养殖等专业合作
社，使茶叶、蔬菜、粮食、养殖、林业等
产业的规范化、规模化经营程度显著
提升，成为致富一方的支柱产业。 目
前，该县有各种形式农民专业合作组
织

476

个，涉及种植业、畜牧业、水产
业、农机服务业、土地流转、资金互
助、农资服务等多个行业，拥有社员
3.2

万人，带动农户
9.8

万户，总注册

资金超过
4

亿元，合作社统一销售农
产品超过

10

亿元。

农民专业合作社把分散的土地
连成片，让松散的农户抱成团，把闲
散的资金打成捆，把零散的农技拼成
盘，兴起了一方产业，搞活了一方经
济，致富了一方百姓。 大量种植业合
作社的建立，促使大批农村土地流转
信用合作社的诞生， 土地流转的加
速，有效遏制了弃耕抛荒现象，提高
了农业复种指数。

2010

年，该县粮食
播种面积达到

147

万亩， 同比增加
1.3

万亩，粮食总产
15.4

亿斤，成为
国家级产粮大县； 良种应用率达
97%

， 机械化综合运用程度达到
59%

； 形成种植规模在
5000

亩以上
的茶叶基地

6

个，

10

万头生猪养殖
基地

2

个，

6000

头商品猪集中养殖
小区

10

个，

1000

亩无公害蔬菜生产
基地

2

个，特色花卉基地
2

个。

今年的
5

月
18

日， 是第
26

届国际
博物馆日，宣传主题
是“博物馆与记忆”。

结合这一主题，信阳
博物馆先后举办了
穿越时空的记
忆———鸡公山万国
别墅图片展、恒久的
记忆声音的收
藏———中国收音机
藏品展等专题展览。

图为平桥区第二小
学的学生在信阳博
物馆参观。

本报记者郝光摄

让少年儿童在歌声中快乐成长

我市“爱国歌曲大家唱、庆‘六一’儿童唱红歌
激情广场”大型文艺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著名节目主
持人鞠萍等莅临主持

本报讯（记者赵雪峰）在“六
一” 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市
委统战部、市妇联、市教育局、市工
商联、市文明办、市关工委、市广播
电视局，将于

5

月
26

日上午
8

：

00

在百花广场（百花会展中心前）联
合举行“爱国歌曲大家唱———庆
‘六一’儿童唱红歌激情广场”大型
文艺活动。届时中央电视台少儿频
道著名主持人鞠萍、黄炜、何子然
将莅临主持本次活动。

据了解，此次活动的主办是
为了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
年，抒发我市少年儿童的爱国爱

党之情，展现当代少年儿童的精
神风貌，提高我市少年儿童的综
合素质，让他们在歌声中陶冶情
操，在歌声中感受真善美，在歌
声中健康快乐成长。 为此，活动
主办方精心组织编排了拉歌、情
景剧、 才艺展示等优秀节目，题
材新颖，主题鲜明。 孩子们将用
他们稚嫩的声音、真挚的情感抒
发热爱党、 热爱祖国的情怀，歌
颂家乡信阳的美丽和近年来的
巨大变化，表达少年儿童祝福党
的生日、热爱家乡、赞美幸福生
活的美好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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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姚广义）信阳市通过开展行
政审批项目清理、办事“阳光操作”、建立
有效监管体系等措施推进“零阻碍”服
务，有效促进全市经济快速发展。 “十一
五”期间，该市国民生产总值持续保持两
位数增长， 总量由

5

年前的
５０８

亿元增
加到

１０９２

亿元， 人均收入也由
６４７３

元
增加到

１５０００

元实现翻番目标。

“零阻碍”服务，是指各类企业在到
信阳落户、建厂、生产、经营和发展的过
程中， 地方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要按
照依法、简便、高效、廉洁的要求为企业
服务，做到涉企服务“零阻碍”，严格防止
各类影响企业发展的吃、拿、卡、要及行
政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等阻碍企业发
展的问题发生， 为企业发展创造宽松高
效、风清气正的好环境。

为使工作落到实处， 该市去年由纪
检监察机关牵头，政府法制办、编办、财
政、 物价和行政服务中心等职能部门密
切配合， 利用

5

个月的时间再次对现行
行政审批服务项目进行清理， 取消、合
并、下放了一批项目。全市清理后保留各
类行政审批服务项目

４６２

项， 比清理前
减少

１６８

项。 其中取消项目
４６

项，下放
县区项目

２７

项。

让行政审批“阳光”操作是信阳市推
进“零阻碍”服务的又一有效途径。 该市
市委市政府专门发出公告， 要求市属各
部门所有行政审批服务项目必须全部进
驻市行政服务中心办理，不设任何门槛。

针对在推进项目进中心办理过程中，一
些部门不愿放权、不愿进驻的问题，市纪

委监察局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审核，一个单位一个单位过关，现场督
办，对行动迟缓、工作不力的

１７

个部门进行通报批评。 该市还要
求，所有有关职能单位进驻中心后，要将审批事项、审批条件、审批
程序、审批期限全部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使办理环节更阳光。

在工作中， 该市纪检监察机关也不断加大对行政审批工作
的督查力度。他们一方面建立部门业务即时监控、窗口电脑动态
监控、远程监控、视频监控、音频监控等多位一体的立体式监控
网络，加大对行政审批工作的日常监督。 另一方面，成立驻市行
政服务中心督查室， 协调处理行政服务事项办结过程中需要解
决的问题，实时跟踪落实，坚持每季度对该中心办件情况进行督
查，对违反行政审批服务规定的所有问题进行督办。

据了解，去年以来，该市共查处影响干部作风建设和优化经
济发展环境问题

２５７

起，处理违规人员
４６６

人，其中涉及科级干
部

７２

人、处级干部
６

人。

（原载
2011

年
4

月
27

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潢川经济开发区

重点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本报讯（秦喜梅）潢川经济
开发区招商引资引进的重点项
目———广州科博生物制剂和彩
印厂两大项目， 自今年春节期
间破土动工以来进展顺利。

两个项目均位于潢川经
济开发区工业园区内，前一个
项目由广州科博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投资兴建，总投资

1

亿

元，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各
类消毒制剂

500

万支，年产值
可达

2.6

亿元，创利税
3000

万
元。 后一个项目由广州腾飞彩
印有限公司投资兴建，总投资
1

亿元，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实
现年产值

2.8

亿元， 年创利税
3200

万元，创造就业岗位
300

人以上。

公 告
息县2011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220名，其中，高中教师

44名，职业教育教师6名，学前教育教师20名，小学教师150名。

详情请登陆：息县人民政府网（http://www.xixian.gov.cn）

息县教育信息网（http://www.xxjy.cn）

息县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1

年
5

月
20

日

山区小县 集聚大区

———我市产业集聚区发展系列巡礼之新县篇

“我们新县产业集聚区总体规划
面积

9

平方公里，分为羚锐、康畈、九

龙岭三个不同主导产业园区， 主导产
业分别是医药制造业、 农特产品加工
业和机械制造及矿产品精深加工业。 ”

新县县长杨明忠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谈到产业集聚区发展情况，笑意写
在脸上：“别看新县个头小， 但产业集
聚区的建设健康有序、发展势头良好，

探索出了一条山区小县建好产业集聚
区的新路子。 ”

六个坚持促集聚大区健康发展
据了解， 新县产业集聚区羚锐

园区规划为医药制造及配套产业
区，控制性规划面积

2

平方公里，建
成区面积

1.5

平方公里，形成了以羚
锐制药为龙头的医药制造和相关配
套企业组成的产业集聚区。 康畈园

区规划控制面积
1.5

平方公里，初步
形成了以农特产品加工为主的产业
园区。 九龙岭园区是今后该县重点
建设的产业区，控制性规划面积

5.5

平方公里。

2010

年，新县产业集聚区
建设成效显著， 招商引进工业项目
11

个，引进投资
7.6

亿元，建成投产
工业项目

3

个， 新增就业
1200

人。

2010

年集聚区内规模以上企业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

23.3

亿元， 用工总数
4500

人； 实现税收
6302

万元，较
2009

年增加
700

多万元， 集聚区税
收收入占全县的

70%

。

在推进产业集聚区建设中， 新县
始终坚持科学发展理念，做到“六个坚
持”，不断满足落户企业不同的要求。

坚持高标准规划。 该县以高标
准规划统领集聚区的发展， 一张蓝
图绘到底。 统筹把握好产业集聚区
的总体规划、项目单体规划、配套设
施规划，项目单体规划都是由香港、

广州、深圳、武汉等高资质专业机构
完成，配套规划服从整体规划、满足
项目要求。 同时坚持产业集聚区各
个层面的规划与县城、 与周边环境
相融合，相互衬托，相得益彰。

（下转第二版）

摆擂台煮茶论英雄 “信阳红”榕城竞风流

“信阳红———”

“来了！ ”

5

月
20

日上午， 福建名茶文
化城内， 在市委书记王铁的提议
下， 千人同和他的前半句“信阳
红”， 大家共同宣布和见证信阳红
开辟了新的市场。

是的，“信阳红”来了，勇于创
新、敢于比拼的信阳人，在红茶的
发源地福建摆起擂台， 红茶新
秀———“信阳红” 凭借优良的品质
和对实力的自信与福建各路红茶
精英展开了“茗战”，强大的“信阳
红”红茶风暴刮向了中国东南部。

“信阳红”挺进福建，令各界瞩
目，同时人们又略感惊诧，毕竟，福
建是红茶之乡， 红茶生产历史悠
久，而且拥有坦洋工夫、中闽魏氏、

八马茶业、华祥苑、安溪铁观音、品
品香等众多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
叫得响的红茶“大鳄”。而“信阳红”

诞生不过一年又一月，叫板福建红
茶底气何来？

当日上午的茶文化城内茶香
氤氲，各级领导、茶界名流汇聚一
堂，数百个特色茶位上，坦洋工夫、

政和工夫、华祥苑、品品香、八马茶
业、 日春茶叶和信阳的九拓信阳
红、龙潭信阳红、文新信阳红、光州
茶业、灵山茶业、佛灵山茶业等多
种红茶轮番上阵，谈笑风生中一品
高低。煮茶论英雄，经过品鉴，权威
人士、茶商、普通市民对“信阳红”

都给予了高度认可，对信阳的宣传
活动大加赞赏。 “信阳福建卖红茶
有胆识、更有实力！”人们达成了这
样的共识。

茶叶专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海峡茶业交流协会会长张家

坤是业界内公认的大家，认真地品
过信阳红茶后，他品评九拓信阳红
茶“近似坦洋工夫”，品评龙潭信阳
红茶“类似金俊眉”。张会长不无感
慨地说，信阳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做
出如此高端的红茶，令人吃惊。 信
阳红茶香气好、味道正，虽脱胎于
福建红茶， 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信阳红茶前景灿烂。

福建省轻工业联合会会长王
学鼎茶学知识渊博，对茶怀有特殊

的感情。当问及他对“信阳红”的感
觉时，老先生激动地说：“茶的品质
是人从内心升华出的一种感情的
体现。 我是第一次喝信阳红茶，毫
不夸张地说，所有红茶的韵和味信
阳红茶都具备！ 中原有着光辉的文
化历史，出好茶、好酒，“信阳红”让
我们见识了河南的茶叶，让我们看
到了河南创一流茶叶品牌的前景。

商界人士：信阳会把“信阳红”

风暴刮到全世界
从北向南，由东向西，有步骤、

大规模地掀起“信阳红风暴”，市
委、市政府的这种举措得到了各界
的高度赞誉，同时他们也表达了对
信阳红这个新生品牌的爱护和支
持之情。

福建省商业联合会茶馆业分
会会长赖朝良说，举办这种活动的
最大意义在于茶叶、茶文化的交流
突破了地域界限，走向了全国。 看
到信阳力推红茶的行动和决心，他
说，信阳人有热情、有激情，做完全
国范围内的宣传，信阳会把信阳红
风暴刮到全世界。 赖朝良坦率地
说，福建和信阳很有缘分，不仅是
因为卢展工书记从这里到了河南，

也不仅是根亲上的联系，更重要的
是茶的缘分。 他表示，商业联合会
将把信阳红作为品牌来推。

福建茶人：“信阳红”有特点
信阳红茶作为一种新生品牌，

一面市就好评如潮。除了茶叶品质
优良外，来自福建八马茶业的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铁观音传承
人王文礼给出另一种评价：信阳红
茶有特点。 他说，信阳红茶在短时
间内风靡全国，不仅体现了理念上
的创新，更体现了科技的创新。 同
时，他坦承，“信阳红”的进入，让福
建茶人感到了一种紧迫感。

福建市民王茂华对信阳的宣
传活动感到震撼。“有声有色、热热
闹闹、大获成功”，他这样评价当天
的启动仪式和斗茶活动。 “只知道
信阳绿茶好，想不到红茶做得也这
么好。”王茂华说。当被问道信阳红
茶如何能在福建站稳脚跟时，王茂
华回答非常有见地———创自己的
品牌，体现差异化。

（下转第二版）

“信阳红”正式挺进福建

2011年“信阳红风暴”活动周福州站启动仪式举行

本报讯（记者吴菲胡瑜珊）

地分南北物华天宝有奇葩，谊联豫
闽情浓于水信阳红。

5

月
20

日，由
中共信阳市委、信阳市人民政府主

办，海峡茶业交流协会支持，信阳
市茶产业办公室、 中共河区委、

河区人民政府、河南省信阳红茶
业有限公司承办的

2011

年“信阳

红风暴”活动周福州站启动仪式在
美丽的榕城———福建省福州市隆
重举行，这标志着“信阳红”正式挺
进有“红茶故乡”之称的福建省。 继

去年北京、郑州盛刮“信阳红风暴”

之后，“信阳红风暴”将在南国大地
再次掀起。

当日上午，位于福州市鼓楼区
的福建名茶文化城

2000

平方米的
茶文化多功能演艺中庭茶香四溢，

数百个特色茶位座无虚席。福建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锡太，海峡茶
业交流协会会长张家坤、常务副会
长陈光普，福建省轻工业联合会会
长王学鼎、 执行副会长吴经奋，福
建省茶叶学会会长冯廷 ，福建省
商业联合会茶馆业分会会长赖朝
良等和我市领导王铁、张继敬及市
茶办、河区、平桥区、罗山县、潢
川县的负责同志等共同参加启动
仪式，共品醇香的“信阳红”。

市政府副市长张继敬致辞。他
充满激情地说， 福建河南根连根，

同宗同祖一家人。 今天，我们满怀
喜悦的心情， 和福建的亲人们，欢
聚在“信阳红风暴”活动周福州站
启动仪式上，共同见证“信阳红”走
进榕城福州，推向福州市场。 这是
中国茶界的一件盛事，更是闽豫茶
界的一件大事。

张继敬说，闽豫两省茶历史光
辉厚重， 茶文化源远流长。 早在
1915

年，“坦洋工夫”和“信阳毛尖”

双双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一红一绿，相互辉映，争光华夏，扬

名全球。 福建是茶之乡、茶之祖、茶
之源、茶之韵，是全国第一产茶大
省，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是功夫
茶的故乡。 信阳有

2300

多年的产
茶历史。 目前，全市茶园面积发展
到

180

万亩，位于全国地级市第二
位。

2010

年，在河南人民的领路人、

福建人民的老书记卢展工同志的
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下，我市借鉴
福建等地红茶的生产工艺，研发了
“信阳红”红茶，开创了我国纬度最
北端生产红茶的先河，丰富了中国
红茶新品类，书写了茶界的一段红
色经典。 今天，我们隆重向福建的
各界朋友展示“信阳红”，推介“信
阳红”，促进两地茶文化交流，推动
两地茶资源共享。 我们也诚挚地邀
请各位朋友到信阳走一走、 看一
看，更深入地了解信阳，更广泛地开
展合作，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明天。

海峡茶业交流协会常务副会
长陈光普在致辞中说， 信阳第十
九届国际茶文化节暨

2011

中国
（信阳） 国际茶业博览会期间，我
们举办了“闽茶中国行”信阳站活
动，闽豫两省茶界精英，以茶会友，

欢聚一堂，以“优势互补，合作共
赢”为主题，品茗论道，共同探讨茶
业的合作大计，并围绕茶产业发展
开展系列合作， 携手开拓闽豫茶
产业发展的新格局，（下转第二版）

□

本报记者吴菲胡瑜珊

5

月
20

日，

2011

年“信阳红风暴”活动周福州站启动仪式举行。 启动仪式上，河区政府与福建八马茶业
有限公司签订了茶产业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记者吴菲胡瑜珊摄

图为在新县产业集聚区河南宾利皮业公司务工的女工。

本报记者赵雪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