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产业集聚区

□

本报记者王博张超

“减”与“增”里有辩证

———我市产业集聚区发展系列巡礼之上天梯管理区篇

上天梯总是让人仰望———

从上世纪探明拥有“亚洲第
一”的非金属矿，到

2010

年成功举
办世界珍珠岩产业暨第

22

届中国
（信阳）珍珠岩技术交流大会，已经
实现华丽转身；

从
2007

年成为首批“河南省
重点产业集群” 到

2010

年被正式
批准为河南省

180

个产业集聚区
之一，已经实现行业升级；

从信阳撤地设市后成立的第
一个管理区，到去年全区农民人均
纯收入达到

7260

元，高出全市、全
省、乃至全国平均水平，已经实现

新的跨越……

如此的仰望，得益于产业集聚
区的建设。 该区党委书记、主任李
强谈到，近

5

年来，上天梯管理区
采矿量下降产品价格却上扬，排污
量减少引进外资却增加，小企业个
数锐减生产总值却倍增， 辩证地
看， 这样的反差体现了科学发展
观。

采矿产量下降产品价格却上
扬

有人形容， 上天梯打个“喷
嚏”， 全世界的非金属材料市场都
会“感冒”，此言不虚。

这是上天的恩赐。

现在， 第一次走进上天梯的
人，不会有异样的感觉，在该区

33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地貌、植被与
“北国江南、江南北国”的信阳大地

一样美丽。

然而，奇迹就在人们不经意的
脚下。

1969

年探明，该区的珍珠岩、

膨润土、沸石、瓷石等非金属矿产
资源总储量达

8.67

亿吨， 位居亚
洲第一。那些矿石距离地面最深的
10

米，最浅层的仅两三米，也就是
说非常容易开采。

于是，便有了上天梯人记忆中
的“开山放炮炸石头”的年代：家家
有工厂、天天听炮响。 有一组特写
镜头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村民们小
心翼翼埋炸药———随着响声乱石
飞，满身灰尘只露一双明目的村民
把开采的矿石装上货车———南方
的经销商挺着啤酒肚，一边卸矿石
一边数钞票……

这组特写镜头的背后是什么

呢？上天梯的村民卖出的原矿石仅
30

元
/

吨，而运到南方后经过加工，

那是“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外
界看得明白，上天梯开矿的人几十
年间没有人发大财，而南方经营非
金属矿石的人则是多了几个亿万
富翁。

管与不管绝对不一样。

1998

年信阳撤地设市后，上天梯是全市
成立的第一个管理区。

2006

年管
理区新一届区委、 区政府成立后，

立即召开四个会，即党员会、群众
会、矿主会和干部会，大家深刻认
识到，管吧，大凡开采的矿主都有
证，不管吧，仍是吃子孙饭，断后代
粮。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该区从源头上抓起，严格控制炸药
审批，使年产原矿石由

200

万吨减
到
100

万吨。

（下转第二版）

图为上天梯管理区辖区企业生产场景。

本报记者张超王博摄

我市组团参加第七届中国（深圳）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本报讯（市宣）为强力推进我市文化
产业对外交流，拓展文化产业发展视野，集
中展示我市优秀文化产品，配合全市“大招
商”工作，近日，我市组团参加了第七届中
国
(

深圳
)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参展期
间，省长助理卢大伟参观了我市展台。

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是我国惟一一个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文
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着中国文化产业“第
一展”之称。 市文产办精心组织我市优秀文
化企业参展，大力推介信阳地方特色文化产

品，广泛进行文化招商，取得了显著成效。

展会上， 我市的南湾湖茶文化旅游项
目、 新县将军山旅游区开发建设项目等展
位，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精美的宣传彩页不
到

3

个小时就被一抢而空。 此外，我市还有
涉及文化旅游开发、 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以
及工艺美术等方面的多项重点文化产业项
目被收入《河南省文化产业项目投资指
南》，并进行统一招商。

参展期间， 省长助理卢大伟兴致勃勃
地参观了我市展台，看望了我市参展企业，

对我市的文化产业发展给予高度评价，希
望参展文化企业利用深圳文博会的平台，

积极走出去请进来， 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
好经验好做法，结合实际，加快推动文化产
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深圳文博会为我市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
了良好的平台和窗口。 我市以此为契机，着力
提升了“魅力信阳”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
力，全面展示了新的文化形象，宣传了丰富的
文化资源，集中推介了优势文化产业、优秀文
化企业、优质文化项目和优良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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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红风暴” 登陆上海滩 众媒体激情报道

周立波脱口秀逗“信阳红”

他说，没有信阳，上海还不知有多少条马路没有名字
自己以后唱红歌、喝红茶，喝的都是信阳红

本报上海讯昨日上午，上
海东方明珠塔下，信阳市委书记
王铁和著名海派清口艺人周立
波妙语连珠，共“秀”信阳红茶。

当日，由信阳市委、市政府主办
的

2011

“信阳红风暴”上海启动

仪式在此隆重举行。

信阳和上海有着深厚的渊
源。两地一脉相承，都简称“申
城”，“战国四君子” 之一春申君
黄歇，早期封地就在古称黄国的
今天信阳潢川县， 后封上海一
带。“一申两地，一脉相承。至今
上海市内还有罗山路、 商城路、

信阳府等多个地方、街道以信阳
地名命名。” 信阳市委书记王铁
说。周立波反应神速，立即答话：

“感谢信阳，没有信阳，上海还不
知有多少条马路没有名字。”

“摆在我们面前的龙潭信阳
红， 被上海世博会

VIP

室指定为
贵宾接待礼品用茶，今年又被指

定为河南省国宾接待用茶，也是
全国两会指定用茶。”王铁端起茶
杯，向游客和来宾们热情推荐。

周立波告诉大家：不喝不知
道，一喝，才发现内里乾坤———

信阳红全是芽。王铁告诉立波和
在场嘉宾：“这一斤茶叶， 需要

8

万个芽头，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一
天也采不了一斤。”

周立波幽默地说道：“喝信
阳红是有病治病， 无病强身，实
在没病，信阳红会把病毒找出来
干掉！”他说自己以后唱红歌、喝
红茶，“从东方红唱到夕阳红，喝
的都是信阳红！”引得全场掌声。

（原载
2011

年
5

月
23

日《大河
报》）

□

新报记者姜静娴

“信阳红风暴”登陆上海

请来周立波“清口”秀红茶

市委书记着文化衫宣传“信
阳红”

昨天上午，“信阳红风暴”席
卷武汉、福州之后，登陆上海滩，

这标志着“信阳红”红茶进入华东
地区市场。

上海活动周启动仪式选择在
黄浦江畔的东方明珠塔前的广场。

昨天的上海下起了小雨，气温只有
16℃

，信阳市委书记王铁也跟工作
人员一起，穿上短袖文化衫，大红
的文化衫上印着“信阳红与众不
同”的白色汉字。

仪式开始前，一位上海市民
追着王铁问：“信阳红，怎么个与
众不同？” 王铁端起一杯龙潭信
阳红，双手递给那位市民：“河南
省委书记卢展工，对信阳红茶已
经有了很独到的总结，那就是泉
香、水香、石香，至于‘信阳红’的
与众不同，你可以静心感受一下
它的条形、汤色、味香。”

上海市茶叶学会会长周星
娣告诉东方今报记者，信阳与上
海都简称申城，两座城市一脉相
连，上海人对信阳毛尖有很多了

解，信阳毛尖已经是备受消费者
喜爱的十大名茶之一，如今又由
“绿”添“红”，这对于信阳广大茶
农是一件大喜事。

周星娣认为，随着红茶的兴
起， 信阳市开拓了红茶市场，这
次来上海宣传和推介信阳红茶，

他相信，凭着“信阳红”独特的品
质，一定能红遍上海，红遍中国。

与海派清口周立波大秀红
茶

一位是市委书记， 一位是海
派清口创始人，王铁、周立波两人
明珠塔下秀红茶，别有一番味道。

“绿清肺， 红养胃。 信阳茶叶有
‘绿’也有‘红’。”信阳市委书记王
铁， 开口就向上海市民推介信阳
茶叶：发酵茶，就是要用

100℃

的
沸水冲泡，短时间内把茶酵母、茶
黄素等激活，红茶才能喝出味道，

喝出健康。“您专业是茶农， 业余
才是领导。”听到王铁如此专业地
讲解茶知识， 周立波开始侃。“在
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我在茶区干，

就要说茶，讲茶，爱茶，不然的话，

老乡是不喜欢我的。”王铁回答得
也很干脆。

当茶艺小姐泡上几杯红茶
的时候，王铁端起杯，向周立波
发问：“你知道一斤红茶有多少
芽头吗？”

周立波认为，这一定是上等
的红茶，肯定有几万个。

于是王铁告诉他至少有八
万个，而一斤茶的芽头，一位茶
农采一天也采不到。王铁认真地
告诉大家： 这一杯红茶很珍贵，

请大家把面前的茶喝掉，不喝很
可惜。“信阳红，条形好，口感好，

汤色好。养胃，吃得香；养神，睡
得香；养身，吃好睡好，身体自然
好。”王铁抓住一切机会，推介信
阳红茶。“从东方红唱到夕阳红，

喝的都是信阳红。”周立波一副广
告语状态， 惹得在场的人捧腹大
笑。

（原载
2011

年
5

月
23

日《东方
今报》）

为茶农增收奔波华夏四方

信阳市委书记与周立波沪上秀茶

昨天上午，由河南信阳市委、市政府主办的
2011

“信阳
红风暴”上海启动仪式在地处浦东新区的上海东方明珠塔
隆重举行，这标志着红茶“新军”———“信阳红”正式登陆上
海滩。

三句不离茶农和茶叶
昨天上午，“资深茶客”周立波在东方明珠塔广场上与

信阳市委书记王铁“神侃”红茶。王铁书记的风趣幽默丝毫
不输给不时“插科打诨”的波波，引来阵阵笑声。

“我就是个专业茶农。”王铁说，信阳现有茶农
95

万人，

从业人员超过
110

万人。去年信阳研制开发“信阳红”红茶
后，一亩茶园可以收入

5000

元至
6000

元，好的甚至可以达
到
7000

元至
8000

元。

2009

年，茶农人均种茶收入近
2500

元，

占全市农民人均收入的
53%

； 在一些茶叶生产专业村，种
茶收入占农民收入的

90%

以上。茶叶已成为信阳山区农民
脱贫的重要收入来源。一说到家乡的茶农和茶叶，这位自
称“专业茶农”的市委书记激动不已。

“‘信阳红’口感好、营养好，养颜又养生，大家多来尝
一尝。信阳和上海有着深厚的渊源，两地一脉相承，相信
‘信阳红’会在上海大受欢迎。”在与波波对话间隙，王铁还
不忘为“信阳红”打广告。

王铁说，信阳和上海历史上都简称“申城”，这一共同
的历史文脉和文化传承， 为两地构建了天然的合作纽带。

“相信信阳携蜚声海内外的毛尖及红茶新品‘信阳红’再一
次为两地搭起交流平台。”

要让“信阳红”红遍世界
昨天上午，来自信阳、上海的各界人士近

200

人参加了
启动仪式。据了解，这是“信阳红”继挺进郑州、北京、武汉、

福州后进军华东地区的又一重要行动，也是“信阳红风暴”

宣传活动席卷全国的重要一站。

王铁书记还在现场秀起了茶艺———在摆好的茶台前
现场表演了“信阳红”的冲泡。在婉转的古筝声中，他手握

悬壶、唤醒茶香，动作娴熟大方，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
足观赏。完成一套“信阳红”的冲泡动作之后，他笑容满面
地走向观众，奉上香茗一杯。

他满怀自信地表示，不久的将来，信阳毛尖、信阳红这
对“红绿”组合，必将成为国内外茶叶品牌的奇葩；“信阳
红”以其无与伦比的生命力，必将红遍中国，红遍世界。

展示中国最北端茶区魅力
据了解，河南信阳地处北纬

32

度，是中国最北的产茶
区，也是暖温带向亚热带过渡的地带，特殊的地理气候条
件造就了茶叶的优异品质，这里孕育了中国十大名茶之一
的信阳毛尖。龙潭牌信阳毛尖是中国驰名商标，享誉海内
外，

1915

年就同茅台酒一起荣获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
奖，去年还成为上海世博会指定用茶。

信阳具有丰富的茶叶资源，由于地处中国茶叶基地的
最北端，一度被认为不适宜出产红茶。

2010

年
2

月，河南省
委书记卢展工为信阳茶产业发展点题，希望信阳尝试生产
红茶。

2010

年
10

月，信阳精心研发生产出红茶新品，省委书
记卢展工还亲自为这一新品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信
阳红”。

“信阳红”一经问世便好评如潮，其独特的品质受到了
广大消费者青睐，不仅让众多的饮茶爱好者领略了中国最
北方茶区红茶的魅力， 也使信阳红茶迅速发展和崛起。据
信阳有关部门测算，信阳红茶今年产量将达到

1

万吨，产值
将达到

25

亿元。

顶级信阳茶有望下半年来沪
“近年来，红茶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喜爱。相比于绿茶，

红茶更温和，对肠胃不刺激。”上海市茶叶学会秘书长周星
娣告诉记者，“信阳红”进入上海市场将丰富上海红茶品种。

据了解，目前“信阳红”茶叶已经进驻上海第一食品公
司， 今后还将有更多的信阳红茶种类陆续与上海市民见
面，而信阳的顶级茶叶———龙潭信阳毛尖“大器”系列也有
望在今年下半年登陆上海。

（原载
2011

年
5

月
23

日《天天新报》）

连日来，由信阳市委、市政
府主办的“信阳红风暴”越刮越
猛，昨天，“信阳红风暴”由福州
刮到上海。当天上午，黄浦江畔
的东方明珠塔广场也分外热闹，

信阳市委书记王铁与海派清口
艺人周立波， 以脱口秀的形式
“秀” 了一场长达半个多小时的
“信阳红”，王铁对茶文化的精辟
讲解、 周立波现场的机智幽默，

引来众多游人的关注。

□

东方今报特派上海记者余超

□

首席记者何正权

编者按：

5

月
22

日，

2011

“信阳红风暴”上海启动仪式在浦东区东方明珠塔隆重举行，红茶“新军”———“信阳红”

正式抢滩登陆上海滩。信阳市委书记王铁和海派清口创始人周立波一起，在东方明珠广场侃茶、冲茶、品茶、赏茶，大
秀“信阳红”，成为众多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 国内知名网络媒体新华网还重点推出“专业茶农业余书记”———

王铁、周立波秀“信阳红”专题，对此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报道。 本报今日予以部分转载，以飨读者。

近日，谭乾颖（中）

在潢川县付店镇黄淮大
丰收农贸科技公司的果
园内向当地村民传授果
树栽培和管理技术。 谭
乾颖是河南省“三支一
扶”大学生，在开展志愿
服务工作期间， 利用在
校学到的理论知识，热
情向当地农民群众提供
帮助和指导，深受广大村
民的欢迎。

陈柏松邢建国摄

市农行

给力试验区建设

本报讯（潘焕平施业造）今年以来，

市农行根据国家宏观政策变化， 及时调整
工作重心，加大服务试验区建设力度，信贷
投放实现了新突破。截至目前，已累计投放
各类贷款

11

亿元，净投放
3.7

亿元，两项
指标均走在我市金融机构前列。

市农行提出了“四个不代表”：信贷规
模从紧，不代表无所作为；规模一时紧张，

不代表全年紧张；规模局部紧张，不代表全
部紧张；银行信贷服务，不代表所有金融服
务。今年以来，该行先后争取“三农”贷款

5

亿元以上。从实际投放情况看，法人客户占
31%

，主要投放到与新农村试验区、产业聚
集区、粮食核心区相关的企业；自然人客户
占

69%

， 主要来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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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关心亮）

5

月
24

日下午，市长
郭瑞民、 副市长李水带领市政府办公室、 市发改
委、市财政局、市规划局等单位负责同志，到平桥
产业集聚区现场办公， 督导产业集聚区发展和重
点项目建设情况， 研究解决产业集聚区发展中存
在的困难和问题。郭瑞民强调，各级各部门必须聚
焦产业集聚区发展， 认真研究产业集聚区的发展
规律， 学习借鉴产业集聚区发展的好经验和好做
法，坚持集聚发展、坚持探索创新、坚持贴心服务，

努力促进产业集聚区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平桥产业集聚区规划面积
11.6

平方公里
,

目
前建成区面积

4.6

平方公里
,

进驻各类企业
140

家
,

其中建成投产企业
(

项目
)27

个。

2008

年以来，

累计完成投资
29.7

亿元， 其中基础设施投资
8.4

亿元，工业项目投资
21.3

亿元。截至去年年底，集
聚区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实现

36.17

亿元、

从业人员达到
3548

人、实现税收
8000

多万元。

现场办公会上， 郭瑞民认真听取了平桥区主
要负责同志的汇报。他指出，平桥产业集聚区的发
展总体上是顺利的、健康的、富有成效的，较好地
体现了准确定位，体现了合理布局，体现了积极融
合，让我们感到欣慰，也很受鼓舞、很受启发。取得
这样的成绩来自不易， 平桥区的同志们做了大量
的、艰辛的工作。 市直各部门要站在全局高度，切
实把平桥区作为中心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好
地围绕产业集聚区发展、服务产业集聚区发展、支
持产业集聚区发展、推动产业集聚区发展、促进产
业集聚区发展。

就加快平桥产业集聚区发展， 郭瑞民强调，

一要坚持集聚发展。 按照“四集一转”要求，在招
商引资、项目审核、要素配置等方面，形成集聚发
展机制，促进上下游关联企业集聚发展、有机结
合、形成链接，增强集聚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
力。要抓主导产业，紧紧围绕集聚区产业定位，着
力从项目谋划、项目招商、项目引进、项目落地抓
起， 真正将产业集聚细化和落实到具体项目，实
现集聚区项目的相互关联、相互带动、相互促进、

相互依存。要培育龙头企业，着力围绕主导产业，

抓好龙头带动，通过引龙头、建基地、育集群，促
进产业配套，延伸产业链条，打造产业集聚区核心
增长极。要乘势促创业，紧紧围绕“四个一”招商行
动，引进各类投资创业主体，力争有更多关联项
目落户产业集聚区，持续保持产业集聚区发展好
的趋势、好的态势和好的气势。 二要坚持探索创
新。 要围绕顺应变化下功夫、 围绕破解难题下功
夫、围绕加快发展下功夫，根据时间推移、发展要
求和形势变化，不断与时俱进。 尤其是针对企业
用工、土地、资金、手续办理等制约发展的困难和
矛盾，要敢于从原来的思想框框中解放出来，善于
用创新的理念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