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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英农业”富民计划的成功实践看信阳踏踏实实真做事

“‘一年之计在于春’，今日适值
‘龙抬头’，‘华英农业’ 富民计划今
日启动，就是具有真正意义的‘龙抬
头’。 还有一句大家都熟知的画中
诗，‘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水暖鸭
先知’。 这幅流传千年的‘春江晚
景’，饱含着历朝历代人民对富庶生
活的热切期盼。那么，今天我们全市
动员实施‘华英农业’富民计划，我
完全相信，只要我们举全市之力、集
全市之智，众志成城、坚定不移地实
施好每一项工作， 就一定能够在信
阳这片土地上， 形成春江水暖的大
好局面， 创造和谐幸福的美好明
天！ ”

上述这段话，是
2010

年
3

月
17

日，市委书记王铁在信阳市“华英农
业” 富民计划动员大会上掷地有声
的一番话。它表明了市委、市政府对
发展现代农业和实施“华英农业”富
民计划的态度。一年多过去了，情况
如何呢？

根据初步统计，按照市委、市政
府总体部署，

2010

年，全市华英养殖
小区已开工

722

个，建成
678

个，已
经投产

600

个，

1

年完成了两年的任
务，

1

年走完了华英过去
20

年走过
的养殖路。 许多农民通过“华英农
业”富民计划赚了大钱。去年全市出
栏成品鸭（鸡）增加

600

多万只，每
只的纯利基本上在

1.5

元左右，养殖
户获净利

1000

万元以上。

2010

年，

华英鸭（鸡）出苗
1

亿多只，比上年
新增

2200

多万只，华英公司去年实

现产值
40

亿元，大大提升了信阳特
色产业水平。

“华英农业”富民计划一年多的
成功实践，说明了什么呢？ 《在“做”

上下真功》这样做出总结：真做，就
要踏踏实实地做。 从“华英农业”富
民计划的成功实践看， 信阳在踏踏
实实地真做事，不妄想、不虚谈。

真做， 体现在老区立足实际不
妄想

在发展现代特色农业上， 信阳
看得清、看得远。

2009

年
3

月， 市委书记王铁首
次提出“让华英富庶潢川” 这个理
念。 在去年

2

月
2

日的市委常委会
上，一致讨论通过了“华英农业”富
民计划，也就是通过做大做强“华英
农业”这个品牌，让全市广大农民受
益。

立足实际， 信阳首先立足于国
家政策这个根本点。近年来，国家高
度重视“三农”工作，乘着国家政策
的东风， 华英公司又迎来了一个新
的发展春天。

立足实际， 信阳还立足于企业
自身。 华英公司经过近

20

年的发
展，创立了“公司

+

基地
+

农户”的模
式，取得了一系列骄人的成绩。从发
展基础上看， 华英先后实现了从中
国鸭王到亚洲鸭王、 再到世界鸭王
的三大跨越， 成为国内外最大的肉
鸭一体化养殖加工企业， 成为国家
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中国
肉鸭行业领跑者和中国肉鸭出口的
一面旗帜，体现了“华英速度”和“华

英效应”，完成了资本积累、市场积
累、技术积累、人才积累，可以说，有
规模、有品牌、有市场，用

2

年至
3

年再造
1

个至
2

个华英， 是完全可
能的。

立足实际， 还要立足于信阳特
殊的市情。 作为农业大市、 人口大
市，信阳农村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农
民脱贫致富奔小康迫切需要产业支
撑。 华英公司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一头连着市场，一头连
着农户，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
收入方面意义重大。 让更多的农民
通过养鸭致富，是农民的愿望，更是
时代的呼声。

真做， 体现在老区崇实尚干不
虚谈

信阳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弱、

发展不平衡。 该办的、 应干的事很
多，矛盾、问题很多。 “华英农业”富
民计划，更是涉及百万农民，千头万
绪，任务繁重。 应该认识到：喊口号
产生不了奇迹， 光着急上火也解决
不了问题，解决之道惟有求真务实，

脚踏实地做事情。

为实现既定目标，市委书记、市
长亲自抓，县处级领导分包乡镇，及
时研究解决推进中的具体问题。 华
英集团成立了专项办公室， 由董事
长、总经理亲自挂帅。 同时，我市相
关部门积极宣传发动， 切实发挥农
民主体作用，及时编印了《信阳市华
英农业富民计划工作手册》等资料，

分发到广大养殖农户手中， 开通了
热线咨询电话，开办了《富民计划在

行动》电视专题栏目，统一制作了醒
目的华英养殖小区标示牌； 在工作
中，大力实施典型带动，在全市探索
出示范村引导型、干部带动型、能人
带动型、老户带动型、返乡创业型等
多种养殖小区建设模式， 有效调动
了广大养殖户投身养殖小区建设的
积极性。

在推进“华英农业”富民计划的
过程中，信阳的宗旨始终定位在“服
务”二字上，为广大养殖户服务，为
企业的健康发展服务， 为富民计划
的顺利实施服务。市委、市政府主要
领导多次召开会议， 定期听取富民
工程实施情况汇报，提出明确要求。

在潢川县， 该县领导经常下乡现场
办公，解决养殖业主反映的问题。针
对养殖业主贷款难题， 该县县委书
记、 县长直接为素未谋面养殖户作
信用担保。

在推进“华英农业”富民计划过
程中，信阳把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
的手”和政府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
的手”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是在养殖
小区建设资金筹措模式上，实行“三
个一点”，即个人筹一点，银行贷一
点，政府补一点，确保养殖小区的顺
利建设； 二是在固定资产贷款模式
上， 在全省率先推出了利用鸭棚抵
押，由房管部门办理鸭棚产权证，由
农村信用联社为养殖户办理固定资
产贷款，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户
建设养殖小区的资金困难。三是在养
殖小区的保险方式上，保险公司积极
为新建养殖小区办理保险。四是创新
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下转

A4

版）

■“在‘做’上下真功”系列解读之三

创新体制机制 发展农村经济

———来自河南省信阳市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的调查

河南省在信阳市设立了河南省农村改革发
展综合试验区，据了解这是全国第一个关于农村
改革发展的试验区。 信阳市委书记王铁告诉记
者，信阳市着力破除影响和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
展的体制机制，初步探索出了一条传统农业区加
快农村改革发展的新路子。

明确改革方向
信阳市委、 市政府立足于创新体制机制、破

解“三农”难题，把试验区建设作为信阳经济社会
发展的“一号工程”全力推进。

2009

年，信阳市提
出着力做好创新土地流转、资金投入、社会化服
务、 社会保障、 城乡一体发展体制机制等文章。

2010

年，信阳市提出打好金融创新升级、新型农
保扩面、城乡一体提速、农机合作深化、特色产业
发展、新农村建设示范等“六场硬仗”。今年，信阳
市再次提出抓好“放大规模流转效应，提升土地
经营水平；放大资产确权效应，提升盘活资金水
平；放大农保扩面效应，提升民生保障水平；放大
专业合作效应，提升社会服务水平；放大华英富民
效应，提升特色产业水平；放大新村示范效应，提
升城乡一体水平”的“六个放大提升”，并出台配套
政策文件，确保农村改革工作健康有序开展。

抓准改革重点
创新土地流转，发展现代农业。 信阳市建立

了县、乡土地流转服务平台，规范流转秩序。土地
流转也加快了现代农业发展，全市现已建成千亩
以上特色农业示范基地

280

多个、农业标准化生
产示范区

1200

多个，粮食生产实现七连增。

发展专业合作，提升社会服务。 全市已发展
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

4211

个。 加快发展农机专
业合作社，农机装备总动力

461

万千瓦，配套建

设了
25

座水稻育秧工厂。

深化金融改革，破解融资难题。 积极探索建
立“政府

+

银行
+

农户”的农村贷款抵押担保新模
式，搭建金融机构和农民之间的桥梁。 创新财政
支农资金使用方式。 整合各类涉农资金，集中力
量办大事，提升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夯实社会保障，切实改善民生。 全市有
5

个
县区全部实施了新农村养老保险，全市参保总人
口达到

220

多万人。

建设新型社区，促进城乡统筹。以城中村、城
郊村、城边村和

15

个产业集聚区为重点，启动新
型农民社区建设，着力推进基础设施、产业就业、

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四配套”， 探索城镇带动
型、生态田园型、产业支撑型、能人引领型等新型
社区建设模式。

激活人才创业，强化发展保障。目前，全市有
近万名创业人才领办、 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农业产业化企业、高效农业园区
3700

多个，带动
农户

21

万户。

凝聚改革合力
从创新工作推进机制入手，充分调动各级各

部门和干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信阳市专门成立了市农村改革试验领导小组
和八个专项改革指导小组， 组建了市农村改革试
验办公室。信阳市委、市政府还先后召开了

7

次市
县乡三级干部大会、

14

次现场观摩推进会以及各
种类型的座谈会、交流会、研讨会，不断深化改革。

同时，信阳市专门选派了
317

名机关干部到
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组织建设相对薄弱的村担任
为期三年的村党组织书记，制定了试验区建设目
标管理考评及督导奖惩体系，出台了干部能上能
下暂行办法，将农村改革试验纳入县区、乡镇干
部实绩考核。

（原载
2011

年
6

月
1

日《经济日报》）

石武高铁信阳站前区域建设目前进展到了哪一步？ 市委书记王铁一直高度关注。

６

月
２

日上
午，他再次来到项目建设工地，现场查看高铁站前区域、周边配套设施，跨新七、新五大道高架桥规
划设计等，并就相关项目建设提出指导意见。他要求有关单位快速推进前期各项工作，争取尽早开
工建设。 本报记者方慧玲摄

百花之声等工程喜获省级荣誉

本报讯（记者曹新俊） 日前，在
省住建厅举办的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十一五建设成就”评选活动中，我市获
得总共

12

个奖项中的
6

项， 其中百花
之声新建工程荣获“十佳建筑” 称号，

“百花之窗”雕塑荣获“十佳城市雕塑”

称号， 百花园荣获“十佳城市公园”称
号。

2010

年年底，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在全系统组织开展了“十一五建设成
就”评选活动。 此次评选共设置十佳建
筑、十佳城市公园、十佳居住小区等

12

个奖项。 活动开展以来，受到全省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通过基层推荐、网上
投票、实地察看、专家审核、组委会评定
等程序，于今年

5

月底向社会公布。

“十一五”期间，我市在住房和城乡
建设方面取得重大成就， 在城市建筑、

城市道路、城市公园、新农村建设等方
面都有代表作。 本次评选活动中，我市
共收获了

12

个奖项中的
6

项， 包括十

佳建筑（百花之声新建工程）、十佳城市
公园（百花园）、十佳城市雕塑（百花之
窗）、十佳城市道路（鸡公山大街）、双十
佳镇（平桥区明港镇和光山县马畈镇）

和双十佳村（光山县上官岗村和罗山县
何家冲村）。

值得注意的是，我市百花园区域建
筑群在本次评选活动中不负众望，得到
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收获了“十佳
建筑”、“十佳城市雕塑”、“十佳城市公
园”

3

个奖项。 百花园区域位于羊山新
区核心区内，总面积

180

公顷，总建筑
面积

47

万平方米。 百花园区域共包括
9

大建筑，以百花园为核心，四周是百
花中心、百花馆、百花城、百花之窗、百
花之声、百花会展、百花酒店，

9

大建筑
有序布置，围合规整，简洁大方，充满活
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休闲旅游和公
共活动在这里实现统一。超前的规划理
念，在百花园区域得到体现，使这里成
为信阳市的新地标。

全市各乡镇（办事处）建立村务监督服务中心

本报讯（谭立武）去年以来，

信阳市
3344

个行政村（居委会、

社区） 都选举产生了村务监督委
员会， 监委会在对村级各项事务
实施监督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在工作运行中也存在着不尽人
意的地方，如何更好地发挥监督委
员会的作用？经过信阳市纪委多次
调研和论证， 全市各乡镇（办事
处）在不增加编制、人员经费的前
提下，建立了村务监督服务中心。

村务监督服务中心主任由乡
镇纪委书记担任， 副主任由乡镇
纪委副书记担任，负责日常工作。

村务监督服务中心牌子挂在乡镇
纪委，与乡镇纪委合署办公。

村务监督服务中心有六项职
能： 一是管理职能。 二是服务职
能。向村务监督委员会提供政策、

法律咨询服务等。三是培训职能。

负责对村务监督委员会进行工作

指导和业务培训。四是监督职能。

受理对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的投
诉， 防止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不
作为、乱作为等。 五是保护职能。

保证村务监督委员会依法、依纪、

依规正确行使监督权力， 保护其
不受陷害、打击报复。六是完成上
级安排的其它任务。

目前，信阳市
217

个乡镇（办
事处） 已全部建立村务监督服务
中心。所有中心均达到“六有”，即
有人员、有地点、有牌子、有印章、

有工作职责、有工作台账。

信阳市在各乡镇（办事处）

建立村务监督服务中心，不仅创
新了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管理机
制和服务机制，同时也完善了村
级民主自治制度，确保了民主决
策、民主管理健康运行。 有力推
动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深入开展。

潢川经济开发区

为企业提供“零阻碍”服务

本报讯（秦喜梅）今年以来，潢
川经济开发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

市政府《关于对产业集聚区企业发
展实行“零阻碍” 服务的实施办
法》， 强化服务措施， 为企业提供
“零阻碍”服务，为产业集聚区发展
保驾护航。

建立项目审批长效机制。该区
制定、完善了政务公开制、首问负
责制、全程代办制、一周办结制、一
次收费制、检查审批制和便民联系
卡等制度，形成了“便民、廉洁、高
效”的项目立项审批流程。

落实项目办理服务承诺。该区
积极主动为项目单位提供优质服
务， 做到了办理立项无任何收费、

无偿提供便利、无间隔办理。 如为

华英
30

万吨饲料项目全程跟踪上
门服务， 减轻了办事人员压力，加
快了项目立项进度。

建立项目建设“绿色通道”。

该区对粤港台（潢川） 产业园、

凤凰物流城、金扇商贸地产等重
点引进的投资过亿元的项目，按
照特事特办、 急事急办的原则，

做好协调服务。该区主要负责人
亲自抓，确保项目引得进，留得
下。

该区还设立企业投诉电话，对
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
时协调解决， 切实为企业提供优
质、高效、快捷服务。

□

本报记者冯举高

责编：段黎明徐立明照排：江梦

勇 攀 高 峰 览 奇 景

———新县财政系统系列报道之二

踏浪碧海豪情在，又见东风卷
潮来。

战争年代，英雄的新县人民在
大别山上竖起了不朽的红色丰碑；

新时期，老区人民不甘落后，勇立
潮头，好戏连台。

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建设
滞后、县域经济总量小，一个个瓶
颈曾严重制约着新县的发展。特别

是近年来随着国家税收政策的调
整和减免，原本薄弱的新县财政收
入更是捉襟见肘。

服务发展、加快发展、科学发
展、和谐发展，钱从哪里来？

知耻后勇争跨越，于无声处听
惊雷。 对新县而言，解决“四难”之
一的“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仅靠本
级财政收入，无疑力不从心，以项
目建设为抓手，借船出海，借梯上
楼，借鸡生蛋，跑项目、争资金、借

外力、求扶持，才是破解之道。

项目源于政策， 机遇稍纵即
逝，成功在于积累。 新县财政局组
织专门人员，组建政策研究和跑项
目争资金智囊团，潜心钻研国家政
策，准确把握投资导向，精心筛选
申报项目，科学建立项目库。

国家扩大内需投资、省产业集聚
区税收优惠政策、 财政转移支付政
策、 省政府加快黄淮四市发展意见、

中原经济区建设、“两区”建设……捕
捉信息及时准确，分析问题客观透
彻，产生效益立竿见影。

抓项目之中抓经济，跑资金之
中练队伍。 发扬先辈敢想敢闯、敢
打敢拼的精神，新县财政局上下一
心，明确分工，责任到人，跟踪问
效，一包到底。无数个日日夜夜，无

数次风尘仆仆， 一趟趟跑部进京，

一次次极力争取， 不达目的不罢
休。

困惑中求索， 砥砺中前行，实
践中提升，新县跑项目争资金捷报
频传，令人振奋。

争取到省第二批新农保试点县；

争取到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补助县；

争取到“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试点县；

争取到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
博物馆、 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
园、 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旧址、许
世友故居纪念馆免费开放政策和
资金；

争取红色旅游项目实施县；

……

公共服务均等化转移支付项
目，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项目等，一
个个惠民项目花落新县，迅即化为
一个个“民心工程”。

经历一番寒彻骨，终得梅花扑
鼻香。 “十一五”期间，新县跑项目
争资金工作硕果累累。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新
县财政系统多方筹措资金， 羚锐、

宾利皮业、福新特钢等一个个项目
在集聚区铿锵落地，为县域经济插
上腾飞的翅膀。

大项目带来大发展。截至
2010

年，新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展到
62

家，实现增加值
12.5

亿元。

居安必须思危， 有备方能无
患。 申报一批、建成一批；投产一
批、储备一批，新县不断调整充实
项目库，提高项目储备的深度和成
熟度，确保储备项目质量，增强发
展后劲。

骏马奋蹄行云天，驰骋千里扬
达成。 沐浴着科学发展的明媚春
光，新县财政人用智慧和汗水谱写
了加快发展，科学发展的新诗篇。

□

宗明虞静洪波启祥

图为新县康畈产业集聚区宾利皮业有限公司。 焦汉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