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羚锐人的老区工业发展梦（上）

质量 ： 羚锐的金字招牌

“做药品比做食品要求会更加严格，产品

质量既是企业的生命，也是企业的金字招牌。 ”

这句话经常挂在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劳动模

范、羚锐制药董事长熊维政的嘴边。 在熊维政

看来，做药就是做良心。 羚锐制药成立

20

多年

来，在产品质量管理过程中，始终贯彻“药品质

量关系人的生命、 产品质量关系企业的生命”

这一理念。

而在羚锐人看来，质量大于一切，没有质

量，一切都无从谈起。 只要是“羚锐制造”，首先

必须保证质量， 不断给自己上质量紧箍儿，这

是羚锐人自创业之始就坚持的不二选择。

为了不断提升产品质量，羚锐制药一方面

大力培养高素质的质量管理人才队伍，一方面

不断完善产品质量管理体系。

抓人才队伍建设不遗余力

“在健全人才选拔机制方面， 我们有三个

途径。”羚锐集团副总经理吴希振告诉记者：一

是在招聘新员工时，录用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和

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二是招聘吸纳高层次专

业研发人才，从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和国内

著名高校招聘博士、 博士后和药物研究专家、

专业技术人员， 共同打造一个强大的产品研

发、质量管理团队；三是通过

与中国中医科学院、 北京化

工大学等高等院校和科研院

所建立紧密的产学研协作关

系的方式，获得人才支持。

“这样以来，企业出资金、

出课题， 科研单位出人才、出

技术，借智引才，共同研发，互

利共赢。羚锐制药主管生产质

量的管理人员均具有药学背景，精通国际制剂

的生产流程、质量控制。 ”

为了不断提高管理团队和员工综合素质，

羚锐制药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每年都要对员

工进行培训教育， 并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

院、中国人民大学、郑州大学、河南中医学院等

联合举办药学大专班和研究生课程班。

2011

年，羚锐制药完善了员工培训模版，更注重岗

前培训及班前培训，加强了对高温高湿环境微

生物限度控制等培训，保证药品法律法规的培

训实施到位。

与此同时，通过创新人才任用机制，不断

拓展产品线，改进产品质量，羚锐制药生产车

间全部采用国内外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采

用自动化提取浓缩、超声波提取、陶瓷膜过滤、

高效喷雾干燥、隧道真空干燥、超微粉碎等先

进技术工艺，对中药有效部位或有效成分进行

分离、提取、纯化。 橡胶膏剂、胶囊剂、片剂等十

余条生产线通过了

GMP

质量体系认证， 整个

生产实现了微机化、程序化、自动化控制。 近年

来，国际化的制药人才频频加盟羚锐，加速了

羚锐制药的国际化建设进程。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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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9

日，有媒体报道“信阳浉河南路雨

后现

1.5

米深坑”的新闻后，引起了信阳市市

政管理处的高度重视。

5

月

10

日一大早，媒

体记者再次来到陷坑处， 看到陷坑已被木棍

覆盖，坑旁立起“道路施工、请您绕行”的警示

牌提醒路人。看罢这一新闻，笔者不禁为市政

管理处“有坑马上填”的做法叫好。

说起办事效率高， 那就是遇到什么事马

上就去办，立说立行。 毋庸讳言，时下在我们

政府机关的个别权力部门仍然存在着比较严

重的官僚主义。 平时老百姓要想到相关 “衙

门”里去办件事或反映问题，只要稍微有点难

度，十有八九要找熟人、托关系、走后门。 而一

些“衙门”中的官员也习惯于高高在上，自觉

或不自觉地按亲疏远近来区别待人， 往往一

件简单的平常小事， 在他们那里变成了 “大

事”、“难事”，非要你一次次跑路、一次次说好

话，把你折腾得精疲力尽才给你办，或推三阻

四，干脆避而不见，弄得老百姓苦不堪言。 有

的人甚至大搞权力寻租，“不给好处不办事，

给了好处乱办事”，或“大利大干，小利小干，

无利不干”。

在一些人眼里， 群众反映的问题往往是

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老百姓又会有什

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呢？老百姓就是老百姓，鸡

毛蒜皮的小事，对老百姓个人来说，可能是天大的事，处理不

好，就会酿成恶性事故。如果处理得好，老百姓气顺了，就会真

心拥护党和政府，小事也就不小了。

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权为谁所用

的问题。 我们的个别机关干部只把“为人民服务”停留在口头

上、文件上，并没真正落

实到行动上， 遇到关系

人民群众利益的突出问

题时， 便表现出冷脸相

待、处理拖沓等现象。

“有坑马上填”，是真

正地急百姓所急、想百姓

所想， 将极大地方便百

姓。这种做法值得各有关

部门借鉴并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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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因交通、信息、资源等诸多方面

的劣势，过去的新县曾被称为“工业死亡之

地”，当初很多扶贫企业都没有存活下来。

羚锐制药是个特例，创立之初是由国家

科委扶持创办的一家科技扶贫企业。 通过艰

苦创业，顽强拼搏，羚锐已发展壮大为资产

逾

12

亿元、 年创利税逾亿元的国内知名制

药企业。 经过

20

多年的市场洗礼，羚锐一路

走来，成长过程中的创业精神、发展思路、管

理机制、创新研发、质量管理、市场营销、团

队建设、 社会责任和企业文化等很多方面，

都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宝

贵经验和财富。 在全市上下“关注工业、学习

工业、研究工业、支持工业”的今天，我们更

加有必要学习羚锐、研究羚锐、借鉴羚锐。

近日， 本报记者专程赶往新县进行采

访。 得知我们的来意后，新县县委书记杨明

忠快言快语：“在革命老区艰苦创业，很多事

情相对发达地区而言，会更加不容易，羚锐

扎根于老区，崛起于老区，也回报于老区，羚

锐是革命老区新县的一面旗帜，发生在羚锐

人身上的很多事情，值得总结和推广。 ”

十多年来， 记者也一直关注着羚锐的成

长，对羚锐的发展并不陌生。 凭记者多年的观

察和连日来的深入调查、走访，觉得羚锐人在

产品质量、产品创新和社会责任这三个方面，

做得最为成功，也最令人叹服。 特以“羚锐人

的老区工业发展梦”为主题，从《质量：羚锐的

金字招牌》、《创新：羚锐的动力之源》、《责任：

羚锐的积极担当》等三个方面，分别介绍其在

发展过程中的成功做法，希望通过这组报道，

对全市工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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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是我市特色农产品， 信阳毛尖享

誉海内外。

５

月

２

日，省委副书记、省长谢

伏瞻首次到信阳， 就深入浉河区董家河镇

耙过塘村茶叶基地、 广义标准化茶叶加工

园、信阳国际茶城，将茶产业发展作为重要

调研课题。“省长没架子，很务实，告诉我们

不管是茶叶种植、生产还是销售，都要依靠

科技，走科学发展之路才能做大做强。 ”这

是

5

月

12

日记者探访谢伏瞻调研我市茶

产业发展之路时听到最多的话。

由于春茶采摘已结束， 耙过塘村优质

茶叶基地里鲜见采茶工， 有的茶园正在修

剪。指着面前的茶园，该村党支部书记谢文

武回忆起了省长调研时的情形。“当时村里

人正忙着采茶， 省长下车后和大家亲切交

流，了解茶园面积、种茶收入等情况。 省长

充分肯定我们村成立茶叶专业合作社让茶

农大大受益的做法。下一步，合作社将在茶

园规模经营、 茶叶经纪人培养和茶叶品牌

打造上下工夫。”谢文武对茶叶合作社科学

发展很有思路。

“务实、重科技”，是谢伏瞻留给广义标

准化茶叶加工园负责人李广义最深的印

象。 他说，无论是红茶生产还是绿茶炒制，

每一个流程省长都看得非常细致。 听说我

们所在村通过土地流转， 已初步实现了茶

叶的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茶叶产业成为茶农的主要收入来源

时，省长说，信阳山区结合实际，发展比较效益好的茶产业，提高了

土地利用率和茶产业的综合效益，使之成为特色产业、富民产业。

他还特别叮嘱我，只有依靠科技，企业才能发展壮大。 我们将不断

加大科技研发力度，为做大做强信阳茶产业做贡献。

茶文化节期间正式投入运营的信阳国际茶城， 已签约国内外

茶企

600

余家，约

260

家入驻。 谈到谢伏瞻前来调研时的情景，国

际茶城总经理李建军说， 当天， 谢伏瞻饶有兴致地参观了部分茶

叶、茶食品、茶器皿、茶包装、茶艺家具店，与茶企茶商交流，并听取

茶城建设和招商运营情况。听到入驻茶企对茶城的高度评价，看到

茶城内

200

多家各具特色的店面茶文化气息浓郁时， 谢伏瞻不时

点头， 对信阳国际茶城利用高科技将网络与实体相结合的先进营

销模式给予称赞，希望国际茶城加大招商力度，充分激活市场，尽

快将国际茶城打造成像义乌小商品城一样誉满中外。

“省长向我们详细了解情况，询问我们的想法，坐下来品茶，还

为我们阿里山茶签名了呢

!

”对省长到访仍记忆犹新的台湾善儒茶

行负责人说，“国际茶城是个很好的平台，我们很有信心！ ”谈到下

一步发展， 李建军说， 目前国际茶城的电子商务云平台已上线运

行，各入驻茶企信息正在采集中。省长的指导意见对茶城发展有很

大启发，我们将举办多种有影响力的茶事活动，进一步拓宽招商渠

道，吸引更多茶企茶商入驻，共同做大做强国际茶城，助推茶产业

发展，带动茶农增收致富。

编者按：本月初，省委副书记、省

长谢伏瞻来到我市，就信阳特色农业、

产业集聚区建设、 红色旅游等发展情

况进行调研。调研中，谢伏瞻对近年来

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 举措和成

效给予了充分肯定， 为我市加快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 实现科学发展指明了

方向和路径。近日，记者分组探访谢伏

瞻来信阳调研所到之地， 并以见闻式

新闻呈现给读者。从今日起，本报连续

刊发

4

篇文章，敬请关注。

我省进一步净化新闻采访环境

两家中央新闻单位驻豫记者站年检缓验

本报讯 （记者 卢小龙）

2012

年度中央新闻单位驻豫

记者站核验工作基本结束。经

核验，中央新闻单位驻豫记者

站中，有

83

家通过年检，中国

经营报河南记者站、消费日报

河南记者站这两家被给予缓

验处理。这是记者

5

月

9

日从

省新闻出版局获知的消息。

目前， 全省共有

86

家中

央新闻单位驻豫记者站（不含

新华社河南分社、中央电视台

河南记者站、中国新闻社河南

分社）。 除缓验的两家记者站

外， 其余

84

家记者站报送了

年度核验材料，其中《企业党

建参考报 》 驻河南记者站

2012

年新审批成立， 按规定

不需参加此次核验。

从这次核验情况看，绝大

部分中央新闻单位驻豫记者

站严格遵守新闻宣传纪律，在

宣传我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

设成果、树立河南形象、服务

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 不过，也有个别

记者站存在虚假新闻、有偿新

闻、“有偿不闻”以及利用新闻

采访活动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现象。

近年来， 根据中宣部、新

闻出版总署等有关指示精神，

我省严格加强日常管理，开展

打击新闻“四假”专项治理行

动，坚决纠正记者站的违法违

规行为，有效净化了全省的新

闻采访环境。

据了解，中央新闻单位驻

豫记者站核验情况和持记者

证人员名单将在大河网、映象

网等新闻网站长期链接。记者

站和持记者证人员的相关信

息可在河南报刊网上查询，以

便为基层单位和社会各界提

供辨别真假记者的办法和途

径。

潢川县“爱心妈妈”为孤贫儿童送温暖

本报讯（晏乾坤）

5

月

12

日是母亲

节，潢川县的“爱心妈妈”们以一个特

别的方式度过了自己的节日。 她们纷

纷来到“爱心家园”，为

10

名孤贫儿童

送上了学习和生活用品， 并陪孩子们

做游戏， 让孩子们体味到了母爱的温

暖。

孤贫儿童许合宝，爸爸去世后，妈

妈离开了家，年幼的他跟奶奶生活，“妈

妈” 一词成为小宝心中不可触碰的痛。

“爱心妈妈”李女士与小宝结对后，除了

经常给孩子物质上的帮助，还倾注了大

量的精力与孩子进行心灵上的沟通。慢

慢地，许合宝变得开朗了，脸上挂着灿

烂的笑容。 他说：“自从有了 ‘爱心妈

妈’，我感到不再那么孤单，因为，在我

身后有 ‘爱心妈妈’ 在支持鼓励着我，

‘爱心家园’ 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爱

心妈妈’给了我珍贵的母爱。 ”

“今天是母亲节，我也有自己的孩

子，我知道孩子们需要怎样的关爱，看

望这些孤贫儿童， 我们想让他们感到

妈妈的温暖。 ”“爱心妈妈”李建丽说。

据了解，潢川县 “爱心家园 ”成立

以来，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积极响应，以

一对一或多对一的方式，来帮扶“爱心

家园”的孩子。 每逢节假日、休息时间，

“爱心妈妈”都会来到“爱心家园”，送

去生活和学习用品； 与孩子们进行亲

子互动，一起做游戏，让“爱心家园”的

孩子重拾快乐童年。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一首《游子吟》道出了千百年来母爱的伟大。 昨日是温馨、情浓的母亲节，

我市各大商场、鲜花店、蛋糕房等消费场所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温馨，不少市民以不同的方式表达感恩，为妈

妈献上特别的礼物。 图为市民正在为母亲选购鲜花。 本报记者 马保群 摄

□

本报记者 向 炜 见习记者 何海荣 邹 乐

郭瑞民做客河南电台《政府在线》节目

畅谈信阳产业集聚区发展经验和前景

主持人：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河南电台

新闻广播《政府在线》节目。

从今天（

5

月

10

日）开始，《政府在线》推

出“产业集聚、河南经济发展引擎”系列访谈，

邀请各地市负责同志做客节目， 介绍各地产

业集聚区发展情况。 今天来到直播室的嘉宾

是信阳市委书记郭瑞民。 在此，我们欢迎郭书

记做客《政府在线》节目。

郭瑞民：听众朋友们、网友们，早上好。

主持人：郭书记，目前，信阳市产业集聚

区的整体情况怎么样？ 主导产业有哪些？

郭瑞民： 信阳经省政府批复的产业集聚

区共

15

个，涉及电子信息、现代家居、纺织服

装、新型建材、机械制造、绿色食品、商贸物流

等主导产业。 我们一直把产业集聚区作为工

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综合载体，坚持

“三规合一”、“四集一转”、产城互动，全面推

进产业集聚区建设。 这几年，我们产业集聚区

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接近

1400

亿元，占全市

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已经超过了

50%

。

主持人： 关于这几年信阳产业集聚区总

体发展情况， 我们的编辑也准备了一段背景

资料，一起来回顾一下。

【背景资料】

3

年来，信阳产业集聚区共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

1395.3

亿元， 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超过

50%

。建成区面积达

114.83

平方公里，建

设标准化厂房

664.1

万平方米 ， 建成道路

1025

千米， 自来水供水管道

929

千米。

2012

年，全市

15

个产业集聚区内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

348

家，投资亿元以上项目

85

个，总投资

290.8

亿元，占全市比重

90%

；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超过

900

亿元， 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

65%

；从业人员

14.8

万人。 电子信息、绿色食

品、 纺织服装和新型建材等产业集群已初具

规模。 产业集聚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

到强，从重点突破到全面发展，正日益成为信

阳加快发展、科学发展、转型发展的综合载体

和突出亮点。

主持人：建设产业集聚区，招商引资很关

键。 郭书记，信阳招商引资是怎么做的？

郭瑞民：信阳作为一个欠发达地区，很重

要是要借力发展，要突出开放招商。 这几年，

我们一直在开展以“明确一个方向、选准一个

地方、持续一个时期、兴起一个产业”为总体

要求的“四一”招商行动。

主持人：“四一”招商行动具体怎么理解？

郭瑞民：“明确一个方向”，就是围绕着产

业集聚区去招商；“选准一个地方”，就是到有

商可招的地方招商、 到能够招来商的地方招

商、到最有可能招来商的地方招商。 比如招电

子信息产业，广东、北京、天津、福建都有电子

产业。 我们经过认真比选，决定把目标盯在广

东、盯在珠三角，集中精力在深圳、东莞一带

招电子产业；“持续一个时期，兴起一个产业”

好理解，就是锲而不舍，反复对接，真招商、大

招商，最终培育形成一个产业集群。

主持人：现在来看这种“四一”的招商行

动效果怎么样？

郭瑞民：应该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电子

信息产业已经形成了初步集聚的态势。 信阳原

来是没有电子信息产业基础，后来省委郭书记

到信阳考察， 看到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情况，说

信阳是“无中生有”。 现在，我们的电子信息产

业已经从电子基础材料、电子零部件生产逐步

向液晶电视、智能手机整机延伸，目前还在向

上游显示面板和芯片生产领域拓展，价值链也

在向高端攀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在不

断提高。 这些都是靠招商引资实现的。

主持人：可以说，现在信阳有我们本土生

产的智能手机、液晶电视、平板电脑等，这些

都是建设和发展产业集聚区过程中实现的

“信阳制造”。 近年来， 信阳抢抓产业转移机

遇，着力培育壮大电子信息产业。 前期，我们

河南台记者辛鹏、张晴、周文茹专门进行了采

访，来听听他们的报道。

【记者报道

1

】

（出录音）“这个就是我们信阳市第一款

本土品牌手机， 你看它这个用的是我们目前

的一个电容屏，在滑动触感上非常灵敏。 ”

时尚精美的外观，炫彩高清的屏幕，可别误

会，这并非什么国际大牌，而是由信阳本土制造

的搜神

1

号手机。 在星天空数码（信阳）科技园，

工作人员付强向我们展示着这款即将上市的自

主品牌手机：（出录音）“这款手机从屏幕和处理

器都可以和目前市场主流的产品相媲美， 在

5

月底大家都可以购买到这款手机了。 ”

（下转第三版）

简 明 新 闻

河南省打造智能终端（手机）产业基地工作调研组来我市调研

本报讯（记者 秦 旭 见习记者 高晶晶）

5

月

10

日至

12

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士后站主任王宪磊等专家

组成的河南省打造智能终端（手机）产业基地工作调研组一行莅临信阳，对我市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专题调研，并召

开座谈会。 市委书记郭瑞民、市政协副主席王勇出席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