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在建设中的农民新村。 本报记者孟磊摄

和谐社会“六大员”

农村“六大员”试点工作进展顺利
本报讯（记者周海燕）自

去年省委、省政府把信阳市作
为河南省唯一“六大员”试点省
辖市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高
度重视和支持下，全市“六大
员”制度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市
农村改革试验办公室负责人告
诉记者，截至目前，全市第一
批、第二批试点工作进展顺利，

运行较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

也赢得了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
的积极欢迎。

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为
切实提高农村“六大员”队伍的
实际技能和整体素质，积极探
索和加强农村“六大员”管理制
度建设，并建立了有效的选聘

机制、考评机制、激励机制和动
态管理机制，不断增强农村“六
大员”队伍的整体活力。目前，

各县区按照试点方案的要求，

结合“村改居” 实际需要，在
3002

个行政村和
155

个居委会
开展了试点工作；第一批试点
1339

个行政村和
5

个居委会，共
选聘出农村“六大员”

8064

人，

占全年任务的
42.6%

； 第二批
试点

1663

个行政村和
150

个居
委会，共选聘出农村“六大员”

10742

人，占全年任务的
57.4%

，

发放津贴补助
1172

万元；选聘
出的“六大员”全部经过岗前
培训并正式上岗履职，在各自
工作岗位上已经发挥了新作
用。

创 新 致 富 笑 开 颜

特色产业持续发展
本报讯（记者孟磊）自

2009

年
3

月市
委、市政府提出实施“华英农业”富民计划以
来，“华英农业”富民计划有条不紊地保持可
持续发展，目前，全市养殖小区开工建设

722

个，建成
678

个，其中，开建华英鸭养殖小区
495

个，建成
485

个，投养
465

个；开建华英鸡
养殖小区

190

个，建成
155

个，投养
115

个。养
殖户累计投产获利近

1000

万元。在创新特色
产业发展上，全市已新发展茶园面积

30.3

万
亩，改造老茶园面积

5

万亩。截至目前，全市
茶园种植面积达到

180

万亩，从事茶叶种植、

加工、营销及相关产业的农民
90

万人，年产
茶叶

4

万吨，从事茶叶种植、加工、营销及相
关产业的农民

90

万人， 茶农人均增收
3000

元。我市先后在武汉、上海、福州、广州、北京
等大城市，成功举办“信阳红”风暴活动，进
一步提高了“信阳红”红茶知名度。

市农村改革试验办公室负责人告诉记
者，全市实施“华英农业”富民计划以来，通
过华英发展提升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
动了相关产业发展，扩大了就业，带动了农
民增收。如一个

5000

平方米的华英鸭养殖小
区建成后，年饲养量可达到

9

万只至
11

万只
,

可安排
4

人至
5

人就业
,

年纯利润
1０

万元以
上。目前，潢川县建设的近

200

个华英鸭养殖
小区，增加就业岗位

2000

多个。同时，围绕养
殖小区又带动了运输、饲料和加工等相关行
业的发展。

夯 实 基 础 保 发 展

农村组织创新夯实了农村基层基础
本报讯（记者孟磊）创新农村基层

组织建设和民主管理工作是推进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的需要， 是推进农村改革发
展综合试验区建设的需要， 是实践科学发
展观的需要。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试验区组织建设， 有力地促进了试验区
建设发展。

记者在市农村改革试验办公室采访时
获悉，目前，全市初步形成了一整套创新基
层党组织设置形式。如在合作社、协会、产业
链、“两新”组织中建立党组织，在外出务工
经商党员集中地建立外建党组织。市农村改
革试验办公室负责人告诉记者， 近年来，全
市积极加快推进党员活动阵地建设，推广运
用“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及时解决疑难问
题，化解矛盾纠纷。充分发挥村党组织第一
书记作用，在选派单位的资金、项目支持下，

在村党组织第一书记带领下，“双薄弱村”基
层组织建设明显加强， 经济发展明显加快，

干部作风明显转变，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
认可， 全市

317

个选派第一书记的“双薄弱
村”面貌有明显变化的在

50%

以上，有
1/3

的
村跨入先进村行列，群众对村党组织第一书
记工作满意率在

95%

以上。如河区市县两
级选派的

30

名村党组织第一书记自
2010

年
以来，抓班子带队伍，发展新党员

56

名，调配
村组干部

18

名，新建村级活动场所
3

个，修缮
改造村部

12

个；抓民主管理，运用“四议两公
开”工作法

128

次，解决热点难点问题
78

个，

为群众办实事好事
89

件； 抓基建打基础，通
过跑项争资、 一事一议， 投入资金

11177

万
元，硬化道路

69.8

公里，挖大塘
32

个，实施安
全饮水项目

5

个、土地整理项目
3

个，改扩建
学校

6

所，启动农村新型社区建设
8

个；抓经
济发展， 推动成立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

40

个，新发展茶园
1200

亩，蔬菜种植
3000

亩，生
猪养殖

2000

头，引进外资
5000

万元，建设各
类企业

12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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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田 变 成 金 子 园

土地流转提高了土地经营效益
本报讯（记者周海燕）临近年底，记者

在市农村改革试验办公室采访时获悉，截至
目前，信阳市农村土地流转面积达到

1005

万
亩，其中耕地

458

万亩，占总面积的
53%

，林
地

477

万亩，占总面积的
63%

，水面
50

万亩，

其他
20

万亩。

市农村改革试验办公室负责人告诉记
者， 今年全市新增土地流转面积

87

万亩，其
中，耕地

45

万亩，林地
42

万亩，土地流转规模
已形成连片流转发展态势。目前，全市近

70

个村实现了整村流转，其中，粮食蔬菜种植
面积在

100

亩以上的大户达到
3193

个，

500

亩以上的
281

个，

1000

亩以上的
316

个，

5000

亩以上的
28

个。 如光山县孙铁铺镇朱楼绿
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新流转陈大湾、黄岗、

金大湾
3

个村土地
3800

亩，已种植油茶
1500

余亩、 石榴
500

亩、 蔬菜
100

亩、 高产粮油
1700

余亩。 全市新启动建设
52

个千亩耕地
流转示范园，并实现了“一园一品”、“一园
一业”。如固始县张广庙乡九龙村广德高科
农机农艺专业合作土地流转扩大到

4

个村
近
1.5

万亩，高标准的农业示范园粗具规模。

同时，积极开展以“空心村”治理为基础的
土地综合整治，增加了耕地面积。通过城乡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解决了城乡建设用地
难问题。

盘 活 资 金 赚 大 钱

金融创新盘活了农村金融市场
本报讯（记者周海燕）如何强化农村

金融体系建设，是试验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市农村改革试验办公室负责人告诉记
者，由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目前，全市
农村金融体制建设发展迅速，农村资金互助
合作社已发展到

511

家， 注册资金
3.5

亿元，

累计发放互助资金
4.9

亿元， 有
32

个资金合
作社开展了批发贷款试点， 批零贷款

600

多
万元。

目前， 全市村镇银行已发展到
5

家，其
中，商城县和罗山县的村镇银行已经组建并
即将投入运营； 信阳银行已在

8

个县区设立
了分支机构； 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到

14

家。在
农村金融体制创新中，大部分金融合作组织
已逐步走上正轨。如在“五权”抵押担保贷款
上，全市农村“五权”确权办证已全面推开，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累计确权面积
647.3

万
亩，确权办证率达

95%

；农村水域滩涂养殖

确权面积
57.81

万亩，确权办证率达
64%

；农
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面积

137.7

万
亩，确权办证率达

90%

；集体林改确权面积
906.8

万亩，确权办证率达
99%

；房权确权已
全面展开， 确权

66.64

万户， 确权办证率达
91%

。通过“五权”确权、办证、评估、抵押担
保和贷款发放， 实现了农民资产资本化、产
权明晰化、贷款合法化，为银行解决了担保
的瓶颈制约问题。目前，全市实现抵押担保
贷款

11.9

亿元。在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试点上，全市共有
2881

个村开展了
“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总额

4.8

亿元，获得省
级财政奖补资金

1.68

亿元。如平桥区平桥办
事处龙江、华豫小区和平西办事处滨湖小区
已争取金融机构支持农民建房按揭贷款

60

万元； 息县在
6

个乡镇
20

个村开展了征信体
系建设试点，

1.1

万信用户获得金融机构授
信
3.3

亿元，累计发放信用贷款
8900

多万元。

农村社区百花园

城乡统筹加快了城乡一体化步伐
本报讯（记者孟磊）目

前，我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如
火如荼。今年，全市新开工新
型农村社区

253

个， 在建总数
达到

693

个，基本建成的有
267

个。 社区规模在
500

人以下的
548

个，

500

人至
1000

人的
214

个，

1000

人以上的
135

个。如光
山县共规划新型农村社区

136

个，其中
12

个在
200

户以上，总
建筑面积

380

万平方米， 总投
资约

30

亿元；息县通过迁村并
村，整治土地

7.8

万亩，新增耕
地
2

万亩。

今年，全市上下集中时间、

集中人力， 大打了一场加快城
乡一体化的“四项改革”硬仗。

通过“四项改革”，完成“乡改
办”

13

个，审批完成
5

个，颁证挂
牌
1

个；“村改居”

130

个，完成审
批
122

个，颁证挂牌
122

个；户籍
改革共涉及农业人口

7.7

万户、

27.5

万人， 已经审批发证
6.1

万
户、

22

万人。 按常住人口计算，

可拉动全市城镇化率提高
4.4

个百分点。以“农保转城保”为
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以
社区服务平台、 配套公共设施
建设为重点的生活改革正在有
序进行中。

合 作 经 济 农 民 闲

农村专业合作增强了社会服务能力
本报讯（记者周海燕）这是令人

欣慰的数字、令人刮目的成果、令人振
奋的跨越：

3

年间， 信阳市农机专业合
作社迅速发展到

488

家，入社农机具
1.7

万台（套），耕、种（插）、收机械化率达
67%

，在技术、机制等方面进行了
20

多
项创新。

记者在市农村改革试验办公室采
访时，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对信阳
的农机专业合作社来说，外界有这样
一种评价叫“模式”，“信阳的农机专

业合作社在全省各地不同模式的农
机专业合作社中居最高水平。” 这可
能与信阳的独特区位有关。信阳市是
全省的水稻主产区，年水稻种植面积
达

680

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80%

；同
时，信阳又有种植小麦、油菜的传统，

每年种植面积近
400

万亩。那么，能够
满足种植水稻和小麦、油菜等一水一
旱农作物需要的农机合作社，水平应
当居高。数字表明，

2008

年以前，全省
农业耕、种、收主要粮食作物生产的

机械化水平达
70%

，信阳仅占
33%

，低
于全国

48%

的平均水平。 到今年，信
阳的耕、种（插）、收综合机械化水平
达

67%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接近全
省平均水平。

3

年增长
1

倍的水平从何而来？市
农机局局长高立介绍， 来自农村改革
发展综合试验区的实践， 突破了水稻
全程机械化的瓶颈制约。目前，全市农
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到

4787

家， 其中种
植类

1509

家， 养殖类
1321

家， 茶叶类

418

家，林业类
253

家，农机类
543

家，其
他
743

家，今年新发展合作社
576

家，入
社农户总数达到

40.2

万户， 占农户总
数的

42%

。 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断向专
业集团化、 合作规范化和农业机械化
提升，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平桥马氏生态茶叶专业合作社等
5

家
农民专业合作社被省政府授予“河南
省农民专业合作社优秀社”称号，占全
省表彰总数

49

家的
1/10

强。目前，全市
共有省级以上示范社

38

家， 市级示范
社
222

家。

居 家 养 老 好 丰 年

新农保扩面提升了民生保障水平
本报讯（记者周海燕）记者在市农村

改革试验办公室采访时获悉，目前，信阳市
10

个县区和
6

个市管管理区， 已经全面实施
了新农保，继罗山县、潢川县、新县进入第一
批、第二批国家试点后，今年平桥、固始、光
山、淮滨、商城

5

县区又进入国家第三批新农
保试点县，

6

个市管管理区挂靠对接相关县
区、消除政策盲区工作进展顺利。

市农村改革试验办公室负责人告诉记
者，今年以来，各县区按照早覆盖、快覆盖
的思路，不等不靠，扎实工作，在推进中创
新，在创新中推进，真正把新农保这个农

民养老问题的好事办好、办实。截至目前，

60

岁以上的农村老人全部领上了养老金，

全市参加新农保人数达到
478.5

万人，适龄
人员参保率达

92.4%

， 其中
60

岁以上老人
85.5

万人，占应参保老人的
98%

。累计缴纳
保险费

9.4

亿元，发放养老金
5.1

亿元。获得
中央财政补贴

2.9

亿元，省财政补贴
5394

万
元，市财政补贴

325

万元，县财政补贴
1.12

亿元， 专项工作经费累计到位
3272

万元。

同时，为方便养老金的领取，固始县、淮滨
县、河区、息县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了工
作效率。

文 化 搭 台 唱 大 戏

文化体制创新增添了文化发展活力
本报讯（记者孟磊）文化体制创新是

增强试验区建设发展的动力。近年来，在试
验区文化体制创新工作中，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把文化体制创新工作当做一件大事
来抓，全市文化体制创新工作出现前所未有
的良好发展局面。

市农村改革试验办公室负责人告诉记
者，目前，各县区主题文化在开发和发展
中，逐渐向品牌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尤其
是培育了根亲文化品牌。固始、潢川、淮滨
等县打响了根亲文化品牌，历史、人文资
源得到进一步开发和保护， 并以此为平
台，带动海内外客商投资创业，文化软实
力转换成为现实的生产力。日前，固始县
成功举办第三届中原（固始）根亲文化节，

吸引了来自
13

个国家，港、澳、台及社会知
名人士

1000

多人参加， 文化节期间， 与客
商签约项目

17

个，涉及农业、工业、社会事
业、城建和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合同总金
额达

25.27

亿元。创新群众公共文化活动阵
地建设，平桥区以“让书香洋溢平桥、用文
化引领发展”的理念打造

18

座乡镇公共图
书馆。 肖王乡公共图书馆占地面积

2023.5

平方米， 建筑面积
821

平方米， 总投资
190

万元，配备图书
2

万册，报纸杂志
50

余种，

内设成人借阅室、少儿借阅室、报刊室、采
编室、电子阅览室，由

3

名经过专业培训的
大学生村干部管理， 免费向公众开放，实
现资源共享、网络互通，借阅证件全区“一
卡通”。

广 阔 天 地 任 驰 骋

人才投入强化了发展带动引力
本报讯（记者周海燕）建立服务农村

改革发展制度，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定期到农
村一线服务， 是试验区建设发展的前提。今
年以来， 我市先后组织

130

多个涉农专家服
务团，选派

200

多名科技特派员，

4000

多名教
育、文化、卫生专业人员到农村开展专业技
术服务。

市农村改革试验办公室负责人告诉记
者，为积极推进试验区建设，探索建立分类
培训机制，全市充分发挥职业学校、党校和
人才示范基地的作用，大力开展农村人力资
源和农村人才培训，为试验区建设发展提供
条件。今年，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举办各类

培训班
2200

多次，开发培训农村劳动力和农
村实用人才

60

多万人次；引进
39

名博士、

103

名硕士、

73

名重点院校本科生到信阳工作；

全市选招“三支一扶”大学毕业生
110

名，省
选调生

30

名（其中硕士
7

名）充实到乡镇机关
和事业单位工作。实施“科技特派员行动计
划”，举办农民实用技术培训

214

期，培训农
民
3.1

万多人次
,

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新成果
223

项。机关、事业、企业、科研院所等单位各
类创业人才持续投身农村改革试验。 目前，

全市参与土地流转，领办创办农民专业合作
组织、农业产业化企业、高效农业示范园等
各类人才达到

11739

人。

领到养老金的农民。 本报记者秦旭摄

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农民培训基地。 本报记者秦旭摄

编者按：一年来，在信阳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
市人民借助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这一平台，大胆改
革，勇于探索，围绕“六个提升、六个放大”，好戏连台，高潮迭
起。在这岁末年初之际，本部特辟

2011

年信阳市农村改革发
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回眸专题报道， 并通过《小田变成金子
园》、《夯实基础保发展》、《盘活资金赚大钱》等文章，让全市
人民对试验区建设成果有一个比较详实的了解，进一步激发
全市人民积极投身于试验区建设中来，为加快魅力信阳建设
再立新功。

统筹：市农村改革试验办公室
组稿：新农村新闻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