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尹晋华来我市调研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本报讯（记者关心亮）

7

月
14

日至
15

日，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尹晋华来我市
调研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并召开
座谈会。 省纪委常委、秘书长万里光和我市
领导王铁、郭瑞民、姚铁璜、宋效忠、冯鸣、

乔新江、高俊峰、张春香、方波、刘国栋、袁
玉新等分别陪同调研和出席座谈会。

尹晋华一行先后参观了新县许世友将
军故居、鄂豫皖首府纪念馆、中共中央鄂豫
皖分局旧址及红四方面军总部旧址和光山
县邓颖超祖居等，并到潢川县华英集团、平
桥区洋河陆庙村、 市行政服务中心和市博
物馆等地进行了考察。 每到一处，尹晋华都

详细了解有关情况，询问有关问题，并就相
关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

座谈会上， 市委书记王铁汇报了我市
工作情况。 他说，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四个重在”实
践要领，围绕建设魅力信阳的奋斗目标，加
快推进工业小市向工业大市跨越、 农业大
市向农业强市跨越、 中等城市向区域性中
心城市跨越， 全面推进经济建设、 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
和党的建设。 今年以来，我市致力于转变发
展方式，致力于融入中原经济区建设，致力
于推进农村改革试验， 致力于维护社会稳

定和谐，经济社会发展继续保持良好态势，

实现了“十二五”精彩开局。

王铁说，一是转变方式转出了新成效。

信阳以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全市上下在转变发展方式中拼干劲、 拼速
度、拼效益，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实现跨
越式发展。 二是改革试验试出了新天地。

2009

年
4

月
22

日， 经我们主动申请，省
委、省政府批准信阳为“河南省农村改革发
展综合试验区”。 两年来，我们紧紧围绕做
好“八篇文章”、打赢“六场硬仗”、实现“六
个放大提升”的要求，勇敢地闯、大胆地改、

努力地试， 培育了新亮点，（下转第二版）

市区解放路上， 一些广玉兰树斜着向路中
央上空生长。为将这些行道树扶正，市园林局正
对市中心城区所有的行道树进行排查， 并对歪
斜的行道树打上支撑。 图为解放路上已打好支
撑的广玉兰。

本报记者方慧玲实习生曾慧梅 摄

平桥区
五措并举引领文明新风尚

本报讯（刘国启陈思杰）

连日来，平桥区文明办以乡镇图
书馆为平台，以抓宣传、抓阵地、

抓培训、抓教育、抓评比等五措
并举，提高发展主体———市民的
文明素质，引来广大学生和市民
的广泛参与。

抓宣传，营造氛围
,

引起震
动。平桥区充分利用报纸、电视
台、广播、网络等媒体，通过交
流评论、典型宣传、舆论曝光等
形式， 在广大市民中大力宣传
新时期的《信阳市市民文明公
约》，广泛传播文明知识，评议
不文明现象， 使市民素质大为
提升。

抓阵地，更新观念，形成引

力。 该区以图书馆为平台，向农
村赠送科学“种养加”、 家电维
修、医药卫生、文化娱乐等方面
的书籍

3.5

万余册、 科技信息
6000

余条， 送科技光盘
30

张，

送科技资料
6000

余份， 送戏下
乡

200

余场（次）， 送电影下乡
3000

余场（次）。

抓培训，提高技能，搭建平
台。该区以平桥区职业教育集团
为平台，以全区绿化苗木、畜禽
养殖等

10

处培训实践基地为依
托， 邀请致富能手、“土专家”或
“田秀才”传授经验；以职业教育
集团公共实训基地和国家级重
点职业高中市六职高为依托，对
青年农民工进行工业技能培训；

定期邀请农业专家、技术人员到
区委党校、社区市民学校、文化
大院和农家书屋开展科普知识
和就业技能培训。

抓教育，增强素质，礼仪易
俗。 围绕生活礼仪、社会礼仪、

职业礼仪和校园礼仪等， 该区
文明办依托市民学校、 农村文
化大院、 社区活动中心和农家
书屋等，广泛开展社会道德、职
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 科普
教育及移风易俗等方面学习教
育活动。

抓评比，开展活动，引领新
风。 该区通过广泛开展文明市
民、“文明户”、“好媳妇”、“好婆
婆”、“十佳孝星”、“文明示范窗
口”、“文明信用标兵” 等系列评
选奖励活动， 形成长效机制，引
领新风尚。 目前，该区已经连续
5

年举办评选“五个十佳”活动，

由区委、区政府在全区三级干部
大会上颁发奖金和证书。

农

家

书

屋

﹃

赶

﹄

大

集

农闲时，乡里人喜欢赶集。但你听说
过农家书屋赶大集的吗？最近农闲时间，

息县包信镇北街村农民张学兰就把他的
农家书屋“搬”到了集上。

一辆电动三轮车，一个三层的书架，

300

册图书，独居集镇一隅。与街上熙熙
攘攘的喧闹形成对比的是， 借书的人虽
然络绎不绝，但却有序而清静。大多是熟
面孔，也不断有生面孔出现。

今年
73

岁的张学兰在包信镇可谓
远近闻名。他

1999

年自费在家里创办了
一个文化室， 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

2002

年， 张学兰购买了
100

多本书，在
自家的客厅里办起了农家书屋， 十年如
一日。在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捐助下，他的
农家书屋现在已有各类图书

10000

多
册，每年借阅量

5000

多人次，他因此被
市委、 市政府命名为“信阳市文化中心
户”。

“俺北街村人少，离街又远，图书借
阅的人有限。”精神矍铄的张学兰告诉笔
者，“这不，今年是咱们共产党成立

90

周
年嘛，俺就想着也为党做点事儿，和俺的
农家书屋一起赶大集， 让更多的群众喜
欢上读书，能读到书。 ”

每到逢集， 张学兰就会早早地摆弄
他的图书。 读者预约的，一定要带上，借
阅频率高的， 也不能落下。 骑上电动三
轮，紧赶慢赶，半个小时以后，张学兰的
农家书屋就在镇上安营扎寨了。 当然都
是免费借阅。问起不求报酬图个啥，张学
兰笑声朗朗，“我的劳动报酬就是社会的
效益！ ”

“逢集见不到张老师的农家书屋，俺就觉得缺点啥。”

在包信镇上卖烧烤的李宁是农家书屋的常客。 他和儿子
约定，少看电视多读书。 为给孩子做榜样，他把书中精华
的地方都记下来，如今，已做了厚厚的一本读书笔记。

农家书屋赶大集，赶出了大名堂。随着借阅的队伍不
断壮大，农家书屋越来越受到了欢迎，不少读者还把自家
的书捐了出来。 日前，在得知农家书屋缺少儿童读物后，

该县教体局表示，要为书屋捐赠一批儿童图书。

责编：陈晓军张国亮照排：金霞

淮滨县
学习贯彻胡锦涛“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赵刚韩浩）

连日来，淮滨县掀起了学习
贯彻胡锦涛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与“干实事、

学先进”活动高潮。

该县各级党委中心学
习组通过各种形式认真学
习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为把学习活动
进一步引向深入，充分发挥
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头作用，

进一步营造“学先进、比先
进、争先进”的良好氛围，进
而增强全县广大干部群众
热爱家乡、支持发展、服务
大局的主人翁意识，更好地
促进淮滨县十一次党代会

既定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

该县县委求实求效抓载体，

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以
“干实事、学先进”为主题的
活动，大张旗鼓地宣传该县
各乡镇、各单位涌现出的各
类先进人物的事迹。 为此，

该县县委及时制定下发了
《关于开展“干实事、 学先
进”活动的通知》，要求切实
把活动成果放大，将干实事
的过程转化为转变领导方
式的过程，将干实事的过程
转化为树立“三种形象”的
过程，将干事实的过程转化
为夯实基层基础的过程，取
得发展新成效。

羊山新区
结合实际开展“红七月、干实事”活动

本报讯（杨山）羊山新
区在“红七月、干实事”活动
中， 结合当前创卫工作，在
背街小巷硬化、农贸市场整
治等各项工作中发扬“不怕
疲劳、敢打硬仗”的精神，抢
时间，争速度，全力以赴，各
项工作成绩斐然。

该区积极宣传发动，增
强创卫意识。各办事处向辖
区居民发放健康教育宣传
单

20000

份；各居委会均设
有健康教育宣传栏，内容按
计划每季度更换一次；制作
小型宣传板面

78

块， 大型
宣传板面

6

块，创卫宣传长
廊

1400

米； 进一步强化全
区干部、 群众的创卫意识，

让广大群众真正了解创卫、

支持创卫、参与创卫。

农贸市场改造提升快
速推进。 该区切实做好市
场改造规范工作， 增加市
场内的垃圾容器， 确保垃
圾入桶；加强卫生保洁，实
行划行归市； 从严规范活
禽、 水产品的销售和宰杀
工作。 农贸市场内实行门
前卫生包干制度。 所有经
营业户配备清扫工具和垃
圾桶， 随时清理自己的垃
圾， 保持自身摊位内外的
整洁。 现在辖区内街道整
洁了、道路平坦了，辖区环
境得到了极大改善，受到领
导及群众普遍好评。

上天梯管理区
迅速开展“红七月、干实事”活动

本报讯（张开强）日前，

上天梯管理区党委召开全
体机关党员大会，安排“红
七月、干实事”活动。

该区以党委文件和创
先争优领导小组文件连续
下发了两个开展“红七月、

干实事”活动的通知，对本
次活动的开展作了详细安
排。 要求全区每个单位、每
名领导干部和每一位共产
党员都要承办一件群众看
得见、摸得着的实事，承办
实事采取党员申报、部门认
定的方式收集。

为保证该项活动扎实开
展，该区明确要求，所有党员

都要围绕重点工业项目、
河治理等基础设施项目、创
业孵化园建设、安置区建设、

珍珠城建设、 创卫、 创先争
优、企业党建、信访稳定及社
会管理、 社会保障等全区重
点工作，结合自身实际，申报
承办事项，明确办理进度。各
单位负责人是该项活动的第
一责任人， 既要抓好本单位
和本人承办的实事， 又要抓
好本单位党员承办的实事。

把本次活动作为创先争优的
重要载体， 在单位内部和单
位之间开展干实事竞赛，并
将办理情况列入重点工作督
查范围，每周通报进度。

让 农 民 笑 得 更 欢 畅

———河南省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信阳市的实践与探索

组建全省第一家土地信用合作
社、成立全省第一家农民专业合作总
社、 在全省第一批建立农村商业银
行、试行全省第一家新型农村合作养
老保险……大别山革命老区河南省
信阳市农村改革发展的综合试验渐
入佳境。

信阳市委书记王铁说，

2009

年
4

月，河南省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
在信阳成立。 两年多来，信阳市从农
村的具体实际出发，大胆地改，大胆
地闯，大胆地试。

改革的成果是粮食产量的提升，

是农村的欣欣向荣，是农民欢畅的笑
声：

2010

年信阳市粮食产量达到
115.4

亿斤，占全省粮食总产的
1/10

，

今年夏粮又获大丰收；

2010

年， 信阳
市生产总值尽管在河南排位

12

名，

但城乡居民存款近
800

亿元，名列全
省第四位。 今年上半年增长势头不
减。

创办“土地银行”，让耕地“转”起来
河南省第一家“土地银行”———江

湾村土地信用合作社诞生在光山县。

“‘土地银行’与以前的‘反租倒包’有
很大不同。 合作社不仅是一个信息中
介平台，还投入大量资金整治土地、强
化基础设施配套。 ”土地信用合作社监
事长江世学介绍，“土地银行”成立后，

首批就“存”地
1600

多亩，目前全村
94.7%

的土地实现了流转。

“地存上后，啥都不用管，每亩每
年还能拿

500

元钱， 农业综合直补还
是自己的，家里人要在合作社干活，还
可获得劳务收入。 ”村民褚礼营是江湾
村“土地银行”揭牌成立后第一个申请
“存”地的。他兴奋地说：“这样一来，我
可以腾出时间专心在外搞建筑。 ”

“土地银行”的成立有其特殊的背
景。 信阳全市农村人口

540

万，人均耕
地仅

1.2

亩，部分山区县人均耕地不足
0.3

亩。据统计，信阳市常年在外务工农
民达

240

万人。 王铁表示：“只有引导

土地有序流转， 实行规模经营和集约
经营，让种田者专心种田、务工者放心
务工，才能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

据介绍，截至目前，信阳市已创
办“土地银行”

240

家，带动流转耕地
402

万亩， 占耕地总面积的
46%

，催
生了一大批规模经营大户，其中流转
面积千亩以上的

808

个，建成农业标
准化生产示范村

120

个。更为可喜的
是，流转的土地通过整治，小田变大
田，耕种面积增加了

10%

—

13%

。

发展社会化服务，让产业“强”起来
“这是意大利生产的撒肥机，这

是韩国生产的油菜播种机，这是日本
生产的水稻机插秧机，这是我们自己
研制的平土机……”在商城县高科农
机农艺合作社，理事长余家华如数家
珍地介绍各种机械的用途和特点。

余家华原来是在苏州创业的农
民工“老板”。 试验区成立后，他下决
心回到老家当“新型农民”。 目前这
个农机农艺合作社，拥有各类大型机

械
200

多台套，建成了全国最大的高
智能钢构温室育秧工厂，带动

2

万多
户农民发展超级杂交水稻。

2010

年
该县杂交水稻最高亩产达到

836.4

公斤，位居全国前列。

通过典型示范和扶持，目前信阳
市已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4211

家，辐射带动农户
69

万户，农民打一
个电话，合作社就能服务到田间地
头。 潢川县来龙乡兴豫农机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刘兴豫说：“有了合作社
这个‘田保姆’，现在农民是‘育苗插
秧不下田，收割稻麦不动镰。 农忙时
节成农闲，腾出时间来挣钱’。 ”

信阳市市长郭瑞民说，实践充分
证明，只要服务体系完善了，家庭经
营也能创造高效益，也能“长”出现代
农业。

推行“五权”抵押，让资产“活”起来
“我们这儿只要手续上没问题，到

担保中心办完担保不多久就能拿到
钱。 ”河区吴家店镇聂寨村农民郭

勇流转承包了
2000

亩经济林，一直想
扩大经营规模，但资金不足成了“绊脚
石”。 试验区获批后，郭勇尝试着用自
家的林木所有权作抵押贷款，没想到
很快贷到

300

万元。

信阳多措并举为农村发展“造
血”，出台农村物权抵押担保办法，开
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林地承
包经营权、水域滩涂养殖权、集体建设
用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等农村“五
权”确权办证，把林权、农机具等纳入
抵押担保范畴，搭建金融机构与农民
之间的桥梁，让农民的不动产“动”起
来，实现了小钱变大钱，死钱变活钱。

平桥区委书记王继军介绍，要让
农民和银行都无后顾无忧，他们由政
府组建了区财政担保公司和乡镇担
保中心，农民的物权证经评估和担保
后，就能够到银行贷款，区里还成立
了物权交易中心。 目前该区仅办理
“五权”抵押担保贷款就有

3

亿多元，

盘活了农村沉睡资产。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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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5

日，《人民日
报》在一版显著位置刊发长篇通讯
《让农民笑得更欢畅》， 用五大部
分，以独特的视角、生动的事例，全
景式地展示了我市建设河南省农
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的实践与
探索，展现了全市各级干部和广大
人民群众先行先试的改革激情、敢
想敢试的决心勇气和干事创业的
良好精神状态，充分反映了农村改
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全面推进好的
态势、好的趋势和好的气势。

长篇通讯《让农民笑得更欢
畅》在《人民日报》的刊发，必将为
全国农村改革发展积累经验提供
借鉴，同时也必将激励全市广大干
部群众以更加饱满的热情，进一步
解放思想，锐意创新，大胆实践，在
试验区建设的标准上再拉升、在体
制上再创新、 在路径上再拓展、在
措施上再强化，持续开创农村改革
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的新局面，以
新的探索、新的作为、新的成效，为
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加快中原崛
起河南振兴作出新的贡献。

今天， 本报特全文转载这篇
通讯报道，以飨读者。

图为《人民日报》

7

月
15

日在一版显著位置刊发长篇通讯《让农民笑得更欢畅》，全面介绍我市建设河南省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的实践与探索。

近日， 信阳师
范学院生命科学学
院大学生暑期社会
实践服务队来到平
桥区五里镇甘元村
的栝楼种植基地，

为农民提供种植栝
楼高产栽培、 病虫
害防治等方面的技
术帮助， 受到当地
群众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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