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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向阳同志拟任职的公示
（详见今日第二版）

秋 茶 的 春 天

———河南大红堂茶业有限公司成功开发“秋老白”系列秋茶纪实

“春茶苦，夏茶涩，好喝还是秋
老白。 闻在鼻尖香香的，喝在嘴里
淡淡的，进入舌苔甜甜的，咽进肚
里爽爽的。 沁入肺部能润肺，肝部
吸收能清火， 喝进肠胃能排毒，融
在血管能降压。 它的好处说不尽，

堪称养生第一品……”

这是在大别山区广为流传的
民谣，它表达了人们对“秋老白”茶

充满了溢美之情。

可惜的是， 这首昔日令人耳熟
能详、脍炙人口的民谣，似乎被人们
遗忘了。

30

多年的秋天里，几乎听不
到一声采茶歌了，充满生机的茶山因
为人迹罕至而倍显冷清与僻静。

忽然有一天， 在秋天清冷长达
30

多年的茶山一下子沸腾起来，不
仅荡起了漫山遍野的采茶歌， 而且
还洋溢着沁人心脾的茶香。 更让人
叫绝的是， 这里的秋茶恢复了它的
本来面貌，没有别的高雅学名，就叫
“秋老白”， 而且以此为名成功注册
了商标。 仅有“注册”这些“表面文
章”是不够的。开发“秋老白”的企业
和它旗下的茶农受益匪浅， 每亩茶
园较往年增收

300

多元。

它的意义远不在于一个企业、

一群茶农的收益丰寡，而在于它以鲜
活的事实告诉人们： 秋茶也有春天！

它的启发意义在于：秋茶开发，大有
作为；它的标本作用是：引领一方茶
农重视秋茶， 带动一批茶企发展秋
茶，拉长茶叶产业链条……

谁持彩练当空舞、 把名不见经
传的“秋老白”登堂入室，打造成茗
界精品？他又有着何等的匠心慧眼、

何等的神来之笔、何等的神使天工？

让我们走进河南大红堂茶业有限公
司和固始县黄岭茶叶专业合作社，

走进黄岭巍峨叠翠的大山深处，走
进数百茶农心中，探寻“秋老白”的
前世、今生和未来……

（下转第二版）

综合实力明显增强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从十六大到十八大信阳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巡礼之一

十六大以来，在中央一系列宏观政策的
正确指引下， 在全市上下的奋力拼搏下，我
市在底子薄、发展水平低的基础上成功实现
了经济发展的新跨越，全市国民经济综合实
力明显增强，结构调整不断迈出新步伐。

经济总量实现新突破。 十六大以来，全市
国内生产总值连续突破

500

亿元、

800

亿元、

1000

亿元大关，一举跃上
1200

亿元的台阶，由
2002

年的
306.39

亿元增加到
2011

年的
1257.68

亿元，扣除价格因素，比
2002

年增长
1.8

倍， 年均增长
12.1%

， 其中连续四年保持
13%

以上的较快增速， 即使是在受国际金融危
机冲击最严重的

2009

年依然保持了
12.0%

的
增速。三次产业全面发展。

2011

年，第一、二、三
产业增加值分别完成

330.05

亿元、

523.61

亿元

和
404.03

亿元，分别比
2002

年增长
73.0%

、

2.7

倍和
2.0

倍，年均增长
6.3%

、

15.6%

和
13.0%

。

人均生产总值连创新高。 全市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从

2002

年的
4031

元， 连续突破
5000

元、

10000

元、

20000

元大关增加到
2011

年的
20603

元，扣除价格因素，比
2002

年增长
1.7

倍，年均增长
11.8%

。 按当年汇率
计算，全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

2002

年的不
足

500

美元上升至
2011

年的
3000

美元以
上，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财政实力逐步增强。 十年来，全市财政
预算收入由

2002

年的不足
10

亿元扩张到
40

亿元以上。

2011

年，信阳财政一般预算收
入达到

44.33

亿元， 比
2002

年增长
3.6

倍，

年均增长
18.3%

； 其中税收收入
34.30

亿
元，占全市一般预算收入的

77.4%

。 财政收
入的快速增长为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增强政

府调节收入分配能力等提供了有力的资金
保障。

2011

年， 全市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222.80

亿元，比
2002

年增长
6.3

倍，年均增
长

24.8%

，全市农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
保障等支出得到了明显加强。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党的十六大以来，全
市坚持以新型工业化为重要抓手， 全力打好
结构调整优化升级攻坚战， 结构调整不断迈
出新步伐，经济发展的全面性、

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

全市二、 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由
2002

年的
68.7%

提高到
2011

的
73.7%

， 全市工业增加
值占

GDP

比重自
2008

年开始
全面超过一、 三产业比重，从
2002

年的
24.8%

提高到
2011

年的
33.9%

，经济发展逐步由农

业主导型向工业拉动型过渡， 工业已逐渐成
为全市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 第三产业协调
发展。 交通、运输、邮电、批发、零售、贸易、餐
饮等传统行业稳步发展，信息服务、快递等现
代物流业迅速发展， 商务服务业、 金融保险
业、旅游业、房地产业等新兴服务领域不断拓
宽，第三产业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
带动作用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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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全市新闻工作者节日快乐！

西亚和美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苏曦携全体西亚人

新县 :传统文化促进社会和谐

本报讯（虞静钱洪波冯德平）连日
来，新县高中礼堂内座无虚席，主讲人生动
宣讲，听众反响热烈，台上台下互动，气氛活
泼，生动有趣。 由该县县委宣传部和河南省
国学文化促进会联合主办的新县道德大讲
堂在这里隆重举行。

该项活动由省国学文化促进会无偿
策划和组织，并邀请知名教授、专家

7

名
组成强大的讲师队伍，以“弘扬中华美德，

构建和谐社会”为主题，围绕孝道与感恩，

专题作了《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传统
文化与饮食》、《和谐教育、和谐家庭、和谐
社会》等精彩报告，加强对中华传统文化
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 授课学者从平凡

事说起， 弘扬了真善美的社会主流价值，

用优秀的中华经典滋养了道德心灵，用知
行合一的道德实践提升道德素养，与大家
一起重新认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巨
大魅力。

此次活动为期
3

天，吸引了全县不同阶
层的听众参与，有机关干部、有教师、有企业
员工……容纲千人的礼堂每天都被挤得满
满当当。

为扩大教育范围， 营造浓厚的活动氛
围，该县对此次讲堂进行了现场录像，在县
电视台黄金时段反复播放，同时还免费为学
员和群众发放传统文化教育光盘《圣贤教育
改变命运》

1000

余盘。

新县是全国文明县城， 为进一步提高
市民素质，深化文明县城内涵，促进社会和
谐，该县将弘扬传统文化作为主要抓手，制
定了《关于开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构建文
明幸福新县教育活动的实施意见》，将传统
文化学习引向深入。从去年年底开始，该县
将国学教育纳入县委宣传部机关干部学习
日内容， 定期组织机关干部观看学习国学
教育讲座， 提高其传统文化认识与学习水
平。 同时，在全县中小学校率先推行《弟子
规》教育活动，从娃娃抓起，以圣贤教育荡
涤孩子的心灵。

该县自
7

月份始，在县电视台两个频道
同时开设了“道德之光”和“国学堂”两个专

栏，一周两次播出，以传统文化、模范人物事
迹等为内容，在全县倡树道德新风、弘扬道
德之光。在新县网等县内知名网站首页悬挂
国学教育专栏，对网民进行国学教育知识普
及。

道德的光辉折射出灿烂的光芒。 目前，

该县上下正在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首届道
德模范评选活动，一批爱岗敬业、孝老爱亲、

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的先进模范
候选人脱颖而出，全民参与评选，全民关注
评选， 道德模范成为全县人民心中的新偶
像。 与此同时，“弘扬传统美德、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万人签名”、志愿服务孤寡老人、关爱
留守儿童等活动正在火热进行。

光山县

扎实开展秋冬种工作

本报讯（苏良博李玲）自
入秋以来， 光山县早宣传、 早安
排、早行动，迅速在全县上下掀起
秋冬种农业生产工作高潮。 截至
目前， 该县已播种紫云英

7.1

万
亩，占计划面积的

118%

；播种油
菜

45

万亩， 占播种任务的
100%

；播种小麦
27.6

万亩，占计
划面积的

85%

。

示范带动。 该县坚持突出办
点示范，推进秋冬种工作，并把各
类示范点建设作为乡镇年度目标
工作任务纳入考评范围。 在紫云
英、油菜、小麦播种上，按照定地
点、定目标、定人员、定责任、定单
位、定奖惩的“六定”要求，在沪陕
高速、大广高速、

312

国道、

106

国
道、 寨新路等主要公路沿线及风
景区内， 建立

4

个千亩和
38

个
500

亩高标准紫云英种植示范
片，面积

3.2

万亩；在油菜主产乡

镇，建立油菜万亩示范片
3

个、千
亩示范方

12

个、 百亩示范方
14

个， 面积
5.2

万亩； 在小麦主产
区， 计划落实小麦万亩示范方

2

个，面积
2.5

万亩。

投入拉动。 为调动农民种植
积极性，强化政府推动作用，该县
依托省产油大县奖励资金扶持油
料种植类项目和小麦、 油菜高产
创建项目的实施， 加大秋冬种生
产投入。在资金上，全县共投入财
政资金近

1000

万元， 用于紫云
英、油菜、小麦种植示范和技术推
广，实行统一供种、统一播种、统
一配方施肥、统一病虫草害防治。

在技术上， 该县认真实施基层农
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
目，按照“技术指导员

+

科技示范
户

+

示范基地”的技术推广模式，

组织农技人员
100

余人， 广泛开
展技术指导服务，深入农户、田间

地头巡回指导， 解决农户生产中
遇到的技术难题， 并在县电视台
开播秋冬种农作物种植技术讲座
4

期， 举办现场培训班
23

场，培
训农户

1.2

万人次， 印发了技术
明白纸

2.6

万份。

督导推动。 围绕今年秋冬种
目标任务， 该县领导干部按所联
系乡镇， 深入生产一线督导秋冬
种工作，带头办好高标准示范田，

并树立示范标牌，接受干群监督。

及时成立了工作督导组， 定期对
全县秋冬种生产情况进行督导检
查，并及时通报情况。对工作做得
好的进行表彰， 对工作不力的提
出通报批评，督促其改正。对示范
办点、面积落实、播种质量、生产
效果等情况进行分类考核， 综合
评比， 把最终评比结果与年度目
标任务挂钩、干部工作业绩挂钩，

兑现奖惩。

□

本报记者唐耀兵
本报特约记者林大爻

编者按： 茶叶是我市农业
主导产业之一，关系到百万茶农
的生存大计。 谁说“秋不如春”？

河南大红堂茶业有限公司敢为
人先，开发出一系列高品质的秋
茶，并成功注册“秋老白”茶叶商
标，实现了秋茶资源利用的品牌
化， 也实现了茶农受益的最大
化。在日前举办的大别山绿色农
产品产销会上，“秋老白”犹如一
匹黑马， 在林林总总的名茶中
脱颖而出， 以独特的魅力夺得
金奖！ 河南大红堂茶业有限公
司的实践告诉我们， 深度开发
利用好秋茶资源， 拉长茶叶产
业链，是一条茶农增收、茶产业
增效的捷径。推进茶产业又好又
快发展，进一步提高效益，就必
须把夏秋茶资源利用好。

信
阳
工
业
城
工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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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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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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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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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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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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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一

从

招

商

引

资

到

择

商

选

资

金色的阳光洒在信阳工业城激蓝
OLED

项目施工现场内，好一片壮观夺目的财源沃土！

“以后我就是信阳人，信阳的事就是我自
己的事”，世界著名光电专家、激蓝

OLED

项
目总经理孙润光教授激情满怀地说。前不久，

他被信阳工业城管委会聘为经济顾问和招商
大使。

经过认真选择， 信阳工业城已聘请经济
顾问

9

人、招商大使
37

人，涵盖全国主要资
本、项目输出地。 截至目前，信阳工业城已通
过他们收集各类投资信息

100

多条， 接洽客
商

40

多人，签约项目
10

多个。

经济要发展，工业是关键；工业要发展，

招商是重点。面对产业转移战略机遇，信阳工
业城创新思维，以新举措、超常规办法，全力
以赴扩大招商引资。 随着电子信息产业这一
主导产业的确立，工业城逐步摒弃“剜到篮里
就是菜”的思想，完善入园机制，招科技含量
高、发展后劲足、环境污染少的项目，促进信
阳工业城从“引资”向“选资”迈进，实现跨越
式发展。目前，全区共引进各类工商项目

320

余个，总投资
400

余亿元。

最显著的特点是“无中生有”。 建区最初
几年间，信阳工业城相继引进同合车轮、航天特种车辆、万华生态
科技等大项目，为辖区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如此，主导产
业不明晰、产业集聚度不够制约着信阳工业城的发展。

2008

年，

市委在信阳工业城又加一块牌子： 信阳市产业集聚区。 自那时
起，信阳工业城便将目标瞄准电子信息产业。 在市委、市政府的
正确决策和领导下，信阳工业城科学规划建设了电子产业园，在
两个月内完成了

2000

多亩土地征地拆迁场平工作， 泛蓝科技、

激蓝
OLED

项目、天扬光电、博仕达通信、星天空数码、台商电声
科技园等

60

多个电子项目相继开工建设。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

信阳工业城已经建立了较广泛的招商网络， 打通了资本对接通
道，新的投资信息源
源不断，投资热潮已
经兴起。 多个“信阳
制造” 从电子产业园
诞生，（下转第二版）

编者按：党的十七大以来，在科学发
展的激荡下， 信阳工业城各项事业高歌
猛进，成就辉煌。 五年来，信阳工业城全
面实施工业产业化、城市生态化、惠民常
态化战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
各个领域不断取得新成就。近日，笔者深
入该区，采写了“信阳工业城工业经济发
展的追赶之路”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自从市博物馆开放以来，每天都有大批群众进馆参观。馆内丰富多彩的展品和不时
举办的各种文化展览既让市民得到休闲放松，又增加了各方面知识。图为几名大学生在
市博物馆内参观画展。

本报记者曹新俊摄

《新闻联播》等报道黄久生事迹

本报讯（晏乾坤）

10

月
27

日
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道
德模范事迹感动各地群众》为题播
报了党的十八大代表黄久生参与
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
流活动的消息，黄久生成为重点关
注的道德模范之一出现在央视的
荧屏上。 也就在同一天，《光明日
报》以《涌泉报恩的农民工———记
“

700

名老人共同的儿子”黄久生》

为题报道了他的感人事迹。一个人

的事迹同一天被全国两大主流媒
体报道，在全国很少见，再次在社
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目前，黄久生每天工作之余都十
分留意电视、报纸上的新闻，及时了
解当前的时事热点， 重点是关注民
生，特别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维护和
农民工待遇方面的情况。他希望通过
他的了解和调研，掌握农民工群体中
最关心的问题，把“提高农民工待遇”

这个问题带到十八大大会上。

用领导方式转变

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三十二谈

·清丰篇
（详见今日第八版）

河区
加强职业技能鉴定工作

本报讯（张益铭）近年来，河
区紧紧围绕人才强区战略和就业培
训需要， 把强化职业技能培训作为
促进就业、 加强企业技能人才建设
的总抓手，采取多项措施，扎实做好
职业技能鉴定工作。

抓制度，建体系。该区制定完善
《河区职业技能鉴定工作规则》、

《河区职业技能鉴定质量督导工
作规则》、《河区职业资格证书发
放规定》等工作流程和规章制度，形
成了较为完善的职业技能鉴定工作
体系， 有力促进了职业技能鉴定工
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搭平台，强基础。该区充分利用
现有资源， 以区劳动技能培训中心
为平台， 各民办职业培训学校为依
托， 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及鉴定
工作。 专门聘请高级技师对学员进
行实用技能培训， 着力提升鉴定合
格率。

理思路，重实效。该区在推行职
业资格证书制度过程中， 坚持以就
业准入制度引导培训， 以培训强化
鉴定，以鉴定促进就业。 同时，聘用
多名有专业技能基础的监督员对培
训效果进行专门评估， 确保培训鉴
定工作取得实效。

以人为本善做善成
从木工之乡到家具之都

·固始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