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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完善应急管理长效机制

本报讯（孙一博）为进一
步建立健全各种突发事件应
急机制，近期，我市健全四项
机制， 完善应急管理长效机
制，确保安全生产大局平稳。

健全县区信息互通机制。

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下发了《关于报送各县区应急
管理人员名单的通知》，要求各
县区明确专人作为应急管理联
络员。目前，全市

9

个县区应急
管理机构均已组建完毕， 应急
管理机构建设走在全省前列，

配备应急管理专职人员
23

人。

健全应急救援部门联动
机制。结合实际，起草了《关于
信阳市境内危险化学品运输
车辆道路交通事故应急处置
责任分工的通知》， 进一步明
确了各部门职责，做到统一领
导、各司其职、反应迅速、保障
有力，形成快速处置突发事件
的合力，建立齐抓共管的应急

处置长效机制。

健全应急专家参与机制。

市安委会研究决定，在全市以
公开招聘、 组织推荐等形式，

聘请从事安全生产工作且具
有较深造诣、经验丰富的应急
管理专家

50

名， 成立信阳市
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专家组，完
善应急专家库；制定完善专家
参与事故救援、 安全检查、预
案审查、 项目论证等制度，为
应急救援科学决策提供了强
大的技术支撑。

健全应急值守机制。明确
应急值守人员责任， 保持

24

小时通信畅通， 确保反应迅
速；及时妥善处理值班期间所
发生的各类问题和情况，重大
问题和情况及时向相关领导
报告，做好值班记录；加强对
值守人员信息报告和应急处
置能力的培训，确保信息及时
准确传达处理。

为深入推进创先争优活动，引导全市广大团干部深入基层，融入青年，增进与广大团员青年的密切联系，

切实转变团的领导方式，增强党性实践锻炼，

8

月
6

日，团市委机关全体干部来到中国航天
694

厂进行为期
一天的“一融三同”（融入青年，与青年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党性实践锻炼活动。图为团干部们在该厂生产
车间参观。 本报记者张泽元摄

新县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态势

本报讯（胡怡蕙）今年以来，新县
紧紧围绕年初确定的工作目标和发展
思路，强基础、重民生、扩内需、增投
资， 县域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态
势。 上半年，全县生产总值完成

30.78

亿元，同比增长
11.6%

，增速居全市第
一位。 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
别完成

6.9

亿元、

13.8

亿元、

10.1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3.4%

、

16.3%

、

10.6%

。 全
县对外贸易出口总额完成

251.3

万美
元，占全年目标

500

万美元的
60.3%

。

工业经济快速增长。 产业聚集区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2.6

亿元， 全县实

现工业增加值
10.7

亿元， 同比增长
18.5%

； 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8.6

亿元，同比增长
26.5%

，增速居全市第
一位。 工业用电量

11236

万度，同比增
长

4.3

倍， 其中福新特钢用电量达
8559

万度。

跑项争资、招商引资成效显。 全县
共争取跑项争资项目

73

个， 总投资
31.1

亿元，同比增长
116%

。 扎实开展
大招商活动， 全县达成意向项目

14

个，签约
12

个，落地项目
12

个，落地
项目总投资

35.7

亿元，到位资金
11.33

亿元。

农业经济健康发展。 夏粮总产达
423

万公斤，同比增长
20.5%

；夏油总
产

1168

万公斤， 同比减产
142

万公
斤。 “两大产业”持续发展，新发展蔬菜
大棚

450

个，规模养殖户
22

户。

“两区”建设稳步推进。 新流转土
地

3.6

万亩， 新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19

家，“四项改革”顺利推进。上半年全
县共接待游客

86.5

万人次， 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

2.32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0.4%

、

16.3%

。

涉外劳务取得重大进展。 信阳涉
外职业技术学院获得省政府批准设
置，于今年秋季开学招生。 完成新校区
征地、拆迁、规划等工作，重启韩国雇
佣制劳务派遣项目， 已向韩国派遣劳
务人员两批次， 上半年累计出国劳务
达

28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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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杨明）近日，由全国畜牧总站、河
南省畜牧局共同主办的

2011

年农业部“送良
种、惠百姓”活动走进固始，向当地饲养农户赠
送了优质畜禽品种和科技书刊。 被农业部列为
2011

年
29

件为农民办实事之一的“送良种、惠
百姓”系列活动，这次走进固始县，是对近年来
该县畜牧产业勃勃发展、异军突起的肯定。

固始县是全国生猪调出奖励大县、 河南省
地方畜禽遗传资源核心产区之一、 全省畜牧业
发展重点县。 近年来，固始县委、县政府坚持把
畜牧业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来抓，采
取政策扶持、机制创新、龙头培育、创新养殖模
式、建设养殖基地、拉长产业链条、实施品牌战
略等措施，走出了一条特色养殖之路，实现了畜
牧业持续快速发展。

为成功开发固始鸡、 固始鹅和豫南黑猪等
优良品种，固始县委、县政府成立了工作领导小
组，制定了开发方案，坚持走“政府扶龙头、龙头
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产业开发路子，出台了
畜牧业发展奖励办法，持续加大对龙头企业、生
产场户在土地、环境塑造及水、电、路配套等方
面的扶持力度， 催生了一批具有较强带动功能
的养畜大户、繁育基地和典型企业，实现了强龙
头、壮基地、富农户的三赢局面。目前，该县共有
以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三高农牧公司为代表的
市级以上畜牧产业化龙头企业

10

家，畜牧业专
业合作社

138

家， 带动
12.78

万余户农户从事
畜牧业生产活动，从业人员

19

万余人。

“建设绿色畜产品基地、 打造特色畜牧业品
牌”， 这是固始县开发利用畜牧资源的方向和目
标。该县在开发模式上、产业发展上下工夫，探索
出了“龙头企业

+

合作组织
+

担保公司
+

金融部门
+

保险公司
+

养殖场户”的“六位一体”产业开发模
式，并大力推广固始鸡生态放养模式、固始鹅种
草养殖模式、豫南黑猪生态环保养殖模式。 截至
目前，该县建立生态养殖基地

22

个
,

规模养殖场
户

4796

个。武庙九龙、赵岗黄冲等
7

家豫南黑猪
生态养殖基地和赵岗石堰等

5

家固始鸡养殖基
地均通过无公害畜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

固始县在做大、做强、做优畜禽产业方面，

大力实施品牌带动、龙头带动战略。一是打造品牌。围绕“绿色、特
色”的要求，建设生态养殖场，建立涵盖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
生产组织体系，完善安全管理体系，与河南农大、郑州牧专、信阳农
专等高等院校合作，建立校地合作长效机制，把科研基地设在大学
试验场。 三高公司与河南农大合作成功选育的固始鸡及鸡蛋产品
先后获“绿色食品”认证、“原产地地理标识”认证、“受

WTO

原产
地标记保护”认证等，并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获准成为准许
供奥产品。二是保护品牌。固始县在河南省率先实施了畜产品市场
准入制度，加大了对固始鸡、固始鸡“笨蛋”及豫南黑猪肉的保护力
度。三是宣传品牌。该县积极开展“千城门店、万人促销”活动拓展
市场，同时利用广播、电视、网络和报刊等媒体，交流会、展销会等
载体，大力宣传畜禽产品品牌，挖掘品牌内涵，抢占市场份额。

2010

年，该县肉类产量
18.87

万吨，禽蛋产量
11.26

万吨，

实现畜禽产业达到
32.4

亿元，位居全省第三，畜牧业产值占农
业总产值的比重达

42%

，全县农民人均牧业收入
1660

元，占农
民全部现金收入的
39%

。

平桥世纪广场
荣获全国妇女健身示范站点称号

本报讯（王彩霞）日前，平桥
世纪广场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
妇女健身示范站点称号。

近年来， 平桥区高度重视妇
女健身活动， 将妇女健身活动作
为妇女参与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
管理的突破口， 从建设“坚强阵
地”和“温暖之家”的全局高度切
实加强妇女健身工作。 该区以平
桥世纪广场健身站点为载体，通
过印发小册子、 开设宣传栏等方
式，大力宣传健身知识，利用“三
八”节、劳动节、全民健身日等节
日，积极开展活动，倡导全民健身
理念， 为妇女健身活动的蓬勃开
展奠定了良好的舆论基础。 以文
化广场、健身站点为阵地，组建各

种民间体育健身队， 开展群众喜
闻乐见的健身活动，如民间舞蹈、

太极拳、交谊舞、健美操表演等，

通过举办各种赛事活动提高妇女
的锻炼热情和兴趣。同时，充分发
挥区妇联的组织优势， 将民间体
育健身队吸纳为团体会员， 带动
更多的妇女参与健身活动。

目前，在平桥世纪广场健身
站的示范引领下，该区已发展了
50

余个妇女健身站点。 开展妇
女健身活动，不仅让广大妇女增
强了体质、 丰富了业余生活，还
满足了新形势下她们求知、求
美、求健、求乐的需求，增加了她
们沟通交流的机会，助推了全区
居民幸福指数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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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赵刚韩浩）“拿着租金，

每个月还能领
1200

元的工资，土地流转
好啊！ ”

8

月
4

日，和工友们忙碌在兴发
粮油制品有限公司千亩无公害优质水稻
示范园里，淮滨县马集镇郭集村村民

50

多岁的李全海一脸喜悦。

昔日，一家人围着
5

亩土地转，一年
“刨”个两三千元的收入；如今，将土地租
赁给村民能人贾奎发展无公害优质水稻
种植示范园， 老两口成为了示范园的员
工， 儿子、 媳妇外出到广州务工月工资
1500

元。 一手拿租金，一手拿工资，“两
头获利” 的李全海真切享受着土地流转
带来的增收喜悦。

随着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和服务体系
的不断完善， 淮滨县越来越多的农民尝
到了甜头。 淮滨县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
前提下，采取多种模式流转土地，转“活”

了土地，“转”出了农民的好日子，成为农
业增产、 农民增收的一大亮点。 截至目
前， 该县土地流转面积总数为

76.4896

万亩，较上年增长
3.3%

；培育土地流转
大户

641

户， 其中千亩以上的
46

家，万
亩以上的

4

家；

2/3

的农村劳动力已转移
到二、三产业，农民每年非农收入占总收
入的

70%

以上。

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该县不搞“一刀
切”，而是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坚持走
“产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之路，积极引导农村土地“向大户、向能
人、向龙头企业、向专合组织”集中流转。

目前，全县已基本形成了“大户联合、订
单农业、农业工厂、专业合作”的土地流
转模式。该县在鼓励引导农民以转包、出
租等形式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同
时， 还通过土地整理项目开发农村“四
荒”。全县分

3

批次，共平整土地
2524.75

公顷，净增耕地
253.79

公顷，为土地流
转拓宽了空间。

土地流转为农业产业发展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该县鼓励整村流转、 连片经
营， 着力打造千亩以上精品土地流转园
和万亩以上土地流转精品种植基地。 目前，全县

1000

亩无公
害水稻种植示范园、

1500

亩猫爪草种植示范园、

1100

亩优质
弱筋小麦种植示范园、

1200

亩红薯种植示范园等
4

个千亩精
品土地流转园和

10000

亩优质花生种植示范园
1

个万亩土地
流转基地已初具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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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山县上半年经济运行平稳健康有序

本报讯（吴正宇苏良博）

2011

年以来，面对
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 光山县在新一届县委、

县政府的领导下，全县上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围绕“一城二区”建设，着力推进招商
引资、重点项目建设，全县经济继续保持平稳
较快增长。

1

月至
6

月，该县生产总值完成
52.6

亿元，增长
10.2%

；重点工业增加值完成
14.5

亿元，增长
17.2%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40.1

亿
元，增长

23.5%

；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
1.39

亿元，增长
1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19.8

亿元，增长
17.5%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102.8

亿
元，增长

18.8%

；农民人均现金收入
2711

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642

元， 分别增长
22.7%

和
11.8%

。

主要经济指标有序增长。 今年上半年，该县
生产总值及二、 三产业增加值均保持在

10%

以

上的增幅，其中
GDP

增幅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0.1

个百分点；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财政收入、金融机构存款、居民生活等
主要经济指标均保持两位数增幅。夏粮在连续

7

年增产的基础上， 今年在面临严重自然灾害的
情况下仍实现

0.1%

的增长。

工业生产逐步回升。

1

月至
6

月，该县重点
工业增加值增长

17.2%

， 较第一季度回升了
2.4

个百分点； 实现利润
3.17

亿元， 增长
15.1%

。 规模以下及个体工业完成总产值
21.2

亿元，同比增长
4.1%

；完成增加值
6.1

亿元，同
比增长

4.3%

。

农业生产形势稳定。去冬今春该县虽然遭
遇大旱，但夏季粮油仍喜获丰收，粮食总产达
到

7.9

万吨；畜牧业产值
4.42

亿元，同比增长
7%

，累计出栏猪、家禽分别达到
14

万头、

493

万只，同比分别增长
8.1%

、

11.2%

；肉类、禽蛋
产量分别为

2.04

万吨、

1.38

万吨， 同比分别增
长

7%

、

7.5%

。 造林
8.87

万亩，圆满完成林业生
态县建设任务；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投入资金
1.39

亿元，争取到
4.46

万人的农村安全饮水项
目，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招商引资成效显著。

1

月至
6

月，该县共引
进各类项目

204

个， 合同投资总额
87.3

亿元，

实际到位资金
35.68

亿元，占全年目标任务
50

亿元的
71.4%

；引进亿元以上项目
8

个，合同
投资额

21.9

亿元， 招商引资的质量进一步提
升。

试验区建设迅速推进。 该县坚持以“六个放
大提升” 为切入点，

16

项重点改革试验项目进展
良好；培育千亩以上土地流转示范园

20

多个；

10

个“空心村”治理进展顺利；农村金融体制机制创

新步伐加快，在去年完成
75

个村的基础上，新农
保扩面提升已完成了非试点村信息采集等前期
准备工作；孙铁铺镇、泼陂河镇、斛山乡、砖桥镇、

十里镇
5

个乡镇农业综合服务站正在建设；城乡
一体化“四项改革”如期完成。

民生得到持续改善。 民生投入显著加大。

今年上半年，该县财政在足额保障全县机关事
业单位人员工资、津贴兑现的基础上，对官渡
河供水工程等民生工程给予了大量资金支持；

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继续加强，城镇新增就业
人数

3563

人， 新增劳动力转移就业
6000

人，

同时争取到国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试点县项
目。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该县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较上年提高

3.2

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幅度较上年
提高

11.9

个百分点。

同 舟 共 济

“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

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团结一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调动一切可
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形成浩浩荡
荡的大军，和衷共济，共创伟业，这
是统一战线的真谛。

闹革命，搞建设，谋开放，促
统一，统一战线是法宝；因党生，

伴党行，助党进，随党兴，统一战
线是旗帜；增团结，聚人心，汇力
量，襄盛举，统一战线是纽带。

观世情国情，察党心民意，我
们清醒而自警：政权在手，未必人
心在握； 众志成城， 方能无往不
胜。 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
式转变，统一战线重任在肩，使命
光荣。

统一战线是一项修河疏道工
程，汇聚方方面面的力量，变涓涓
细流为滔滔大河， 堆星星细壤成
巍峨高山。 善用合力，同心协力，

无尽似江海，不竭如日月。

同舟共济， 当融合先进之观
念。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拘一
格，兼容并蓄。 建设中原经济区，

就要立意高远，求同存异，民主协
商，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和谐共
赢，让智慧的源泉充分涌流。

同舟共济， 当聚合四海之英
才。 力在亿众，智在群贤，治国经
邦，人才为急。 中原崛起、河南振
兴的宏图伟业， 呼唤着千千万万
有识之士，参政议政，献计出力，

让人才的潜能淋漓发挥。

同舟共济， 当汇合八方之活
力。 拆除藩篱，吸纳要素，给力中
原，建设河南，使河南成为资本聚
集的洼地、投资兴业的宝地、人才
荟萃的高地， 让创造的动力汹涌
澎湃、发展的潮流势不可挡。

“同舟” 的《同心同力建中
原》，让人读后有“不识统战真面
目，只缘身在统战中”之感，文章
结合统战工作，立足河南实际，深
刻阐明一个道理：聚众心而能兴，

合众力而能为，集众智而能胜。

□

同舟

同心同力建中原

（一）众人同心，其利断金。

人心是最根本的执政资源。人
心向背，决定力量的对比，关系事
业的成败。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
历史的经验；政权在手，未必人心
在握，实为深刻的警醒。

统一战线的永恒主题是大团
结、大联合，根本任务是凝聚人心、

汇聚力量， 基本理念是求同存异、

民主协商、和谐共赢，实质上就是
做人的工作， 把拥护我们的人搞
得多多的， 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

少少的。

（二）统一战线，党的法宝。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
欢送一批即将赴抗日前线的青年
时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
赠予他“杏黄旗”、“打神鞭”、“方天
印”三样法宝。 现在我也赠予你们
三件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
的建设。

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
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以贯
之高度重视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
作用。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昭示：统
一战线不仅是我们党夺取革命、建
设、 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

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也是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重要法宝。 今天，它还必
将是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重要法
宝。

（三）同心思想，鲜明特质。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
党成立以来

90

年波澜壮阔的历史
和实践充分证明， 思想上同心同
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
同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最鲜明的特质，

是我们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
事业胜利的有力保证。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