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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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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近日，息县第十八届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
演讲比赛隆重举行。这项活动每年举办一次，今年的主题是“历史的选择”。来自全县的

40

多位学生选手满怀激情，表达对祖国、对党的热爱和祝福。 图为比赛现场。

时秀敏摄

弄斧就要到班门

5

月
20

日，我市在福建省大力宣传、

推介信阳红茶（见
5

月
21

日《信阳日报》）。

信阳红茶敢于到红茶故乡“叫板”，笔者不
由得想起了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一
句名言：“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 ”

1978

年华罗庚应邀到欧美各国访
问和讲学。 其间，名作家梁羽生采访华
罗庚，问他准备了多少题目，怎么个讲
法。 华罗庚说：“我准备了

10

个领域的
数学问题， 哪个大学以函数论著名，我
就讲函数论； 哪个大学以偏微分方程
著名，我就讲偏微分方程……”梁羽生
一惊：“真是艺高人胆大呀！ ” 华罗庚
说：“不是艺高人胆大， 而是我一贯主
张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 这样才能
有所进步！ ”

华罗庚把“班门弄斧”这句成语反
其意而用之，主张“弄斧到班门”。如今，

这种“弄斧到班门”的精神又在信阳红
茶上体现出来了。

“弄斧到班门” 的精神就是解放思
想、 勇于创新的精神。 小平同志说过：

“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
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
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
的事业。”有着

2000

多年绿茶生产历史
的信阳，不仅另辟蹊径，成功研发出“信
阳红”红茶，而且敢于到红茶大省去“弄
斧”，这就是闯的精神、“冒”的精神，是
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比拼的精神。 福
建铁观音传承人王文礼也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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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到班门弄斧得有一定的实力，没
有一定的实力就到“班门”去“弄斧”，那

是妄自尊大，只能贻笑大方。 福建是全
国第一产茶大省， 是世界红茶的发源
地，是红茶界的“班门”。 而脱胎于福建
红茶、诞生仅仅一年又一月的信阳红茶
何以敢到“班门”“弄斧”

?

答案是勇气来
自信心和实力。茶叶专家认为：“信阳红
茶品质优良、香气好、味道正，所有红茶
的韵和味信阳红茶都具备。”这就是说，

信阳红茶已具各“弄斧”的实力。 事实
上，信阳红茶也得到了“班门”人士的高
度认可：“信阳人来福建卖红茶有胆识、

更有实力！ ”

信阳红茶到福建“弄斧”不是去炫
耀，也不是要和福建的红茶一争高下。古
人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 ”虽然信阳
红茶在某些方面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
蓝”，但整体上和福建的红茶相比还存在
差距。 信阳红茶到福建“弄斧”是向高人
学习，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市委书记王
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在福建举办信
阳红茶宣传活动是推介、 是推广、 是推
销，更多的是学习、交流、合作。这也正是
信阳红茶到福建“弄斧”的真谛。

相信信阳红茶到福建“弄斧”一定
会取得些“真经”，其发展也必然会百
尺竿头更进一步。 对此， 我市其他领
域、 其他行业能不能从中得到一些有
益的启示？

责编：徐立明保仓照排：江晨

练好“做”功 重在为民

本报讯（信念）“加快领
导方式转变， 推进中原经济
区建设” 十八谈·信阳篇《在
“做”上下真功》及“何平感言”

《善做善成》 充分展现了信阳
人民在市委、 市政府的领导
下，坚守说了就做、做就做好
的信念， 发扬想做、 真做、会
做、做好的作风所“做”出的惊
人业绩，客观评价了信阳干部
群众干事创业的精神，这是鼓
励，也是鞭策。 罗山县委书记
郑志强这样认为。

郑志强说，近年来，罗山
县争当省农村改革发展综合
试验区建设先锋，一步一步摸
索着做，不仅真做，而且做好。

在“做”中推进了发展，促进了
和谐。 一是立足农民增收，大
力发展支柱产业、 特色产业。

在不放松粮食生产和生态环
境保护的前提下，加快农村土
地流转，创新农村社会化服务
体系，大力发展蔬菜、茶叶、养
殖、花卉、苗木等特色产业，促
进农民向二、 三产业转移，实
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2010

年，罗山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5223

元。二是招商引资，大上
工业项目。 不断扩大对外开
放， 深入开展大招商活动，逐
步完善促进发展的各项配套
政策，切实增强经济发展的活
力。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由
“十五”末的

21

家增加到现在
的

119

家， 实现增加值
20.6

亿元，年均增长
21.6%

。 三是
加快推进城镇化。罗山县统筹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城乡
建设， 不断完善城镇基础设
施，今年将着力抓好

62

个、总
投资

46.7

亿元的城建项目
,

增
强县城的综合承载功能，使城
乡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居住环
境得到不断改善。四是发展质
量显著提升。 二、三产业增加
值占

GDP

比重持续增加，达
75.6%

。 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
重达

84%

。 经济社会发展更
加协调，人均粮食产量居全省
第

2

位，高中阶段入学率居全
省第

2

位，人均社保支出居全
省第

4

位。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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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唐耀兵通讯员张万斌
胡万明）在平桥区震雷山风景区

5

公里处，有一处
抢眼的建筑群， 这就是平桥区职业教育集团公共
实训基地。 从

2009

年
11

月
9

日该基地举行奠基
仪式， 到

2010

年
7

月
23

日引进的“航空服务学
校”揭牌，前后不到一年，基地内综合实训楼、实训
车间和公寓便拔地而起。 市委书记王铁来这里视
察时称赞：“平桥实训基地大手笔， 高起点， 大气
魄，很值得学习和推广。 ”

平桥区是人力资源大区。 该区拥有
78

万人
口，仅富余劳动力就达

23

万人，以
2008

年为例，

当年累计外出务工人员达
21.6

万人，但务工人员
普遍缺乏技术，导致工资不高。

如何突破务工人员收入低和技术缺乏的瓶
颈？该区给出了答案

:

“抓职教就是抓就业，就是抓
经济，抓民生。 ”

该区率先成立了河南省首家县区级职业教育
集团，相继出台了《全员职业教育》、《全员免费教
育》等方案，要求将城市教育附加费的

30%

、农村科
技开发及技术推广经费的

20%

用于职业教育，将
扶贫资金的

10%

用于农村劳动力培训，将职业学
校学费收入的

30%

用于职业教育攻坚建设。

该区以市六职高为龙头，联合信阳电子学校、

维雪集团等
21

家学校和企业，组建了职业教育集
团， 与省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鑫港环球航空研究
院、台湾纬创集团等学校和企业，广泛开展联合办
学。

该区成立的信阳市强人职业教育实训管理有
限公司，采取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通过联合
办学、 校企合作和城乡劳动力就业转移培训三种
形式拓展业务，到

2010

年年底，公司已与信阳航
空服务学校和信阳市工程机械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签订了长期联合办学协议，开设了航空服务、工程
机械、汽车维修等多个专业；举办了农资经营负责
人、植保机防手、复员军人等

6

期“雨露计划”和
“阳光工程”培训，培训学员

3000

余人。

在落实职业教育政策过程中， 该区由政府买单， 采取向复员军
人、零就业家庭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发放代金券的方式，实行全员免费
职业教育。

近日， 在超越服饰车间内，

270

多名学员在教师耐心辅导下，正
紧张有序地忙碌着。 据悉，这些学员来自该区及周边地区的农村，在
为期

3

个月的培训里，每个学员每月能得到
800

元的生活补贴。 “我
们在这里免费学技术，并很快在家门口就业，真是太幸运了，衷心感
谢区委、区政府！ ”学员罗金凤高兴地说。

珠江河畔设茶座 羊城万人共“叹”信阳红

5

月的广州，鲜花烂漫，浓荫滴翠，来自
五湖四海的茶人齐聚美丽的珠江河畔，在
琶洲中洲中心广场共同见证

5

月
28

日这
个在信阳红茶历史上值得铭记的日子。 继
北京、郑州、武汉、福州、上海之后，“信阳
红”在这一天挺进美丽的羊城，在广州茶人
中掀起了一场“叹”信阳红的风暴。

饮茶是广州人的一个生活习惯， 也是
“食在广州”的一大特色。 广州人聚朋会友，

洽谈生意，业余消遣，都乐于上茶楼。一壶浓
茶几样美点，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边吃边谈，

既填饱了肚子、联络了感情，又交流了信息，

实在是一件惬意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广州
人把饮茶，又称“叹茶”。 “叹”是广州的俗语，

为享受之意。这也正是广州茶楼业历百年而
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年来，广州茶叶消
费市场上，“红茶热”日益兴起，这为“信阳
红” 在广州开拓市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
遇。

2011

“信阳红风暴”广州活动周启动时，

恰逢
2011

春季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
的举办，当日上午，琶洲中洲中心广场洋溢
着喜庆的气氛，近百张茶座，座无虚席。来自
信阳、广州两地的政界、商界、茶界人士和参

观茶博会的各地宾朋络绎不绝。 “信阳红”刚
刚被摆上展位，就受到了各界嘉宾的高度关
注。 悠扬的乐曲声中，茶艺师烫杯、投茶、持
壶高冲……杯中的“信阳红”上下翻滚，香甜
的茶香氤氲开来。身穿大红旗袍的茶艺师来
回穿梭， 为在座的宾朋满上一杯杯浓浓的
“信阳红”。 那高超精湛的技艺、那难以忘怀
的香气仿佛是一幅流动的画，就这样凝固在
了成千上万茶人的心中。 端起茶杯轻贴嘴
唇，稍呷茶汤，慢慢品味“信阳红”，待闻到其
持久的甜香、 品到其醇厚甘爽的滋味时，大
家已是欲罢不能，频频发出赞叹。

（下转第二版）

“信阳红”走进羊城

2011“信阳红风暴”广州活动周启动

本报讯（记者吴菲胡瑜珊）

5

月
28

日上午，

2011

春
季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会展中心广场上，信阳向世界
各地的茶人奉献了精彩的“信阳红”专场秀。 由信阳市委、市
政府主办，信阳市茶产业办公室和河区委、区政府及信阳

市文新茶叶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
2011

“信阳红风暴”广州活
动周在这里启动，“信阳红”走进羊城。 这也是继郑州、北京、

武汉、福州、上海之后，“信阳红风暴”席卷全国的重要一站。

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李春洪，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赵松峰、张爱军，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吴峰，广
州农村商业银行行长王继康，河南省人民政府驻广州办事处
主任张保贞，广州市茶文化促进会会长邬梦兆，广州市政府
参事周树坚，广东省茶叶行业协会秘书长张黎明，广州南方
茶叶商会会长、南方茶叶市场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国昌，广州
益武国际展览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卫红及我市领导郭瑞民、尹
保斌、张继敬、任宏业，市长助理王勇等出席启动仪式。

市长郭瑞民宣布
2011

“信阳红风暴”广州活动周启动，

嘉宾共同开启启动球，预祝“信阳红，一鸣天下”。

市政府副市长张继敬在致辞中说， 信阳和广州联系密
切。历史上，信阳茶在广州驰名，大量外销；无独有偶，广州每
年的

4

月
18

日为“全民饮茶日”，信阳在每年的
4

月
28

日举
办“茶文化节”。 信阳红茶走进广州，必将进一步巩固两地人
民的友谊，促进茶文化交流，推动茶资源共享。信阳红茶也必
将以其卓越的品质，受到广州人民的青睐。 张继敬祝愿大家
喝了信阳红，一生走鸿运。 他诚挚地邀请各界朋友到信阳参
观考察，更加广泛地开展合作。

邬梦兆对信阳红茶进入广州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广东
人以前只知毛尖好，今日方知河南有红茶。生产红茶把土地、

产业、资源、劳动力等优势全部利用起来，信阳红茶的诞生是
信阳市委、市政府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成果，是茶行业、茶
产业实行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增加茶农收入的重要渠道。 为
表达高兴之情，邬老现场赋诗一首：信阳茶改展奇观，红绿共
荣大道宽，资源优势全利用，成倍增收万民欢。

信阳文新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文新也在仪式上致辞。

仪式上，河南信阳国际茶城董事长陈世强与陈国昌签署
在南方茶叶市场成立信阳国际茶城华南运营服务中心战略
合作协议，市长郭瑞民向陈国昌授牌。

“信阳红风暴”在广州的强势掀起吸引了众多媒体。 新
华社广东分社、南方日报、广东卫视、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广
州日报、羊城晚报、广州电视台、南方都市报、广州人民广播
电台、 香港商报等和河南省内的媒体竞相对这一活动进行
了报道。

2011

“信阳红风暴”广州活动周启动，嘉宾共同开启启动球。 本报记者吴菲胡瑜珊摄

真功夫就在便民利商的细微之处

本服讯（记者王博）学
习“加快领导方式转变，推进
中原经济区建设” 十八谈·信
阳篇《在“做”上下真功》及“何
平感言”《善做善成》后，市行
政服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周
强认为， 该中心作为市委、市
政府的重要窗口和平台，要保
持全省行政许可项目最少，效
率最高、 服务最优的好趋势，

就要在细微之处下真功夫，即
巧做、敢做、实做、真做。

在工作上“巧做”。 就是以
科学的工作方法促进行政服务
真正实现便民利商。

打造电子政务平台，

将一流的物理实体
大厅与便捷的网上
大厅相合，利用网上
申报、 网上查询、网
上投诉、网上咨询等

功能， 将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
便捷处处体现在服务之中。

在创新上“敢做”。 所有
窗口单位主要负责人与窗口
首席代表签订《行政服务职
责权限授权书》等，推动窗口
权力的规范运行。 创新公共
资源交易机制， 建立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整合国土资源交
易、建设工程招投标、水利工
程招投标、产权交易招投标等
各类公共资源交易进驻市行
政服务中心，营造公平、阳光的
交易环境。同时，（下转第二版）

河区多措并举促就业
本报讯（董勇张益铭）今

年以来， 河区多措并举促就
业，成果斐然。

积极推进创业带就业。该区
确立了“五五”创业行动计划，即
工作思路落实“五项新举措”，创
业带就业、城乡一体化、项目责
任制、服务零距离、宣传上水平；

工作目标实现“五个新突破”，创
业扶持有新突破、创业基地有新
突破、创业社区有新突破、创业
培训有新突破、创业服务有新突
破。

积极开展培训促就业。针对
全年工作任务，该区科学制定培
训计划， 强化培训机构管理，制
定了具体考核办法，规范培训机
构的认证、绩效考核以及监督。

积极落实政策稳就业。该区
以落实新一轮促进就业创业的
税收优惠政策为契机，积极促进
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群体及高
校毕业生充分就业。

积极搭建平台保就业。该区
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市场和网上
市场两个平台的作用，加强供求

信息的收集整理，深入挖掘就业
岗位， 精心组织开展“春风行
动”、“就业援助月”等活动。该区
在每月

10

日、

25

日定期举办招
聘洽谈会，实现就业招聘集中活
动常态化、规范化。

截至目前，该区新增城镇就
业人员

7067

人， 新增农村劳动
力就业

3692

人， 城镇失业率控
制在

3.6%

以内； 培训农民工
1100

人， 开展创业培训
30

人，

培养高技能人才
50

人； 成功举
办“

2011

年春风行动暨春季招
聘洽谈会”、“送岗位到乡镇进社
区”、“招聘求职进市场， 促进就
业共发展” 等就业招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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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场，提供岗位
3420

个，达成就
业意向

1280

个。

□

卢小龙

□

本报记者吴菲胡瑜珊

□

彰德

用好文化软实力

（一）“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
前是帝都”。

翻开华夏史册， 处处可见安阳
源头文明的踪迹。 甲骨文在安阳发
现、颛顼帝喾二帝生活并葬于安阳、

《周易》诞生于安阳，安阳被誉为中
华民族的文字之根、人祖之根、文化
之根。

自殷商始，七朝在安阳建都，政
治、文化、经济大融合，使安阳文化
具有开放兼收、 雍容大气、 融会贯
通、与时俱进的独特魅力。

“铁骨铸胆色，劈裂太行山”。上
世纪

60

年代诞生于安阳的红旗渠
精神，为安阳文化增添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自

强不息、开拓创新、团结实干、无私
奉献等更加丰富的时代内涵。

厚重的历史文化、 宝贵的精神
财富，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涌动着无
穷的文化力量， 构成安阳独特的文
化软实力。

（二）中原经济区建设靠的是大
智慧，写的是大文章。安阳明确提出
了自身定位：

———中原崛起示范城市； 中原
经济区综合实力领先城市； 豫北区
域性中心强市。

围绕上述定位， 我们还要努力
打造“两个支点”、“两个区”：

———“两个支点”： 中原经济区
北部重要的战略支撑点； 晋冀鲁豫
周边地区辐射、合作、交流、开放的
制高点。

———“两个区”：中原经济区“三
化”协调发展示范区；中原经济区及
全国“低空经济”发展试验区。

实现目标，不辱使命，安阳必须
传承优秀文化， 用文化软实力打造
经济发展硬实力，做到主动融入、乘

势而上、创新有为！

（三）安阳以文化而名，却未因
文化而盛。

回眸改革开放
30

多年，安阳经
济社会有了长足发展， 人民群众生
活有了很大改善，但总的来看，经济
硬实力与文化软
实力不优不强，

在竞争中时有落
后， 在发展中不
乏忧患———

安阳是中国

八大古都、中国文化旅游名城，可文
化产业发展却相对滞后。 安阳旅游
收入仅占全市

GDP

的
5.03%

， 比全
省平均水平低

3.95

个百分点。 坐拥
丰富的文化资源， 却没有产生应有
的综合效益。

安阳有安钢集团这样的大型企
业， 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
撑，但与此同时，“安钢一咳嗽，安阳
就感冒”，经济结构存在不容忽视的
问题。

（下转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