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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瑞民做客河南电台《政府在线》节目

（上接第一版）

不只是智能手机，液晶电视、平板电脑等多个
“信阳制造”也先后从信阳产业集聚区的电子产业
园诞生。 河南天扬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
液晶显示屏的企业， 有着我省首条全自动液晶屏
模组生产线，从车间外面望去，一块块液晶面板在
高科技机器人手臂的操作下整齐下线。 公司总经
理助理许力：（出录音）“这个生产线， 只需要

3

个
人，设备自动化程度相当高，而且精确度非常高，

现在完成了三条线的投产，

24

小时工作，今年三条
线产能应该是爆满的。 ”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电子信息产业是如何实
现这“零”的突破的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信阳市产
业集聚区的“电子信息产业链”图谱。 正是按照图
谱招商，给企业拉伸了“链条”，让大多数企业的产
品在电子产业园实现“内循环”。 信阳圆创磁电科
技有限公司执行副总李建伟：（出录音）“比如说星
天空数码手机里边用的麦克风喇叭我们都可以生
产，这样对他们来讲，不需要从其他地方去找，效
率有很大提高。 对我们来讲，也不需要从很远的地
方找客户。 ”

在人才和资金上并不占优势的信阳，用什么魔
力打动了站在国际高新技术前沿的电子业界？李建
伟说，这还要得益于信阳市产业集聚区一直全面推
行的“零阻碍”服务：（出录音）“政府给我们的支持
蛮大的，特别是在生产任务比较紧的情况下，帮助
我们招聘， 在办证各个方面也是一条龙帮助我们，

项目局有专门的人跟着我们，包括其他各个方面如
税收的问题，都会有专人去帮我们处理。 ”

主持人：郭书记，我们还了解到信阳还在积极
把握承接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家居产业”转移的机
遇，开发建设“国际家居产业小镇”，它的整体规划
怎么样？ 未来有什么发展目标？

郭瑞民： 国际家居产业小镇是一个集群引进
项目，由我们和深圳市企业联合会、深圳市企业家
协会、深圳市家具行业协会共同打造。 它的规划面
积是

15

平方公里，初步考虑投资
200

亿元，建成
后可以实现

800

亿元的销售收入， 努力建成一个
宜业、宜游的现代化、生态型人文小镇。 目前我们
签约的项目主要是中国家居企业的百强企业。

主持人：我们的记者前期专门去做了采访。 听
一听河南台记者辛鹏、张晴、周文茹报道：

【记者报道
2

】

（出录音）“听众朋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
信阳国际家居产业小镇首个建设项目———新十八
大街的施工现场，这条道路向北连至沪陕高速，建

成后将成为贯穿小镇南北的主干道。 ”

去年
12

月
2

日，对于信阳老百姓来说应该是
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天国际家居产业小镇落户，不
仅为信阳带来又一张城市名片， 更带来了经济商
机。 深圳企业商关永康：（出录音）“因为中国未来
的城市化进程里面， 中原地带是整个家居产业必
须要占领的一个高地， 所以这个地方确实值得我
们关注。 ”

一直以来， 信阳市积极承接东南沿海产业转
移，凭借优越的区位优势和良好的发展环境，引来
大批企业抢滩入驻。 目前已有

6

家企业签署入驻
协议，还有

6

家企业正在商谈。 项目投资方负责人
之一谢卫平当时就是看中了信阳的区位优势：（出
录音）“我们发现了一个叫

5371

优势， 怎么解释
呢，就是说

500

公里半径，通过三种交通形式，包
括铁路、公路、高铁，我们可以连接

7

个省会城市，

这种优势如果说放大到我们中国的地图上面，是
不能够复制的。 ”

在招商的同时，小镇也在有条件进行择商，按
照生态优先的规划理念， 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项目
用地原有的绿廊、水系、山林等自然生态环境，打
造出独有的“小镇风情”。 项目负责人之一、信阳羊
山新区党委书记陈延虎：（出录音）“所有的企业入
园必须达到入园标准，

PM2.5

微小颗粒排放不达
标的，一律不准入园，同时，在企业生产过程中也
加强监管，确保生态环境和大气质量。 ”

在家居小镇的规划图下， 一座现代化生态新
城的模样让人怦然心动， 未来的小镇生活会是什
么样子？陈延虎说：（出录音）“在居住区和工业区

5

分钟以内都布局了小型的生态公园， 保证公共的
活动场所以及生活娱乐的服务。

5

分钟内完全可以
做到吃饭、休闲、娱乐、购物全具备，这就是我们的
一个美丽的小镇。 ”

主持人：郭书记，信阳在建设产业集聚区过程
中，有什么好“招”呢？

郭瑞民： 产业集聚区的发展是要需要付出艰
苦努力的。 首先要先去招商，招商的项目要落地，

还要及早投产，下一步还必须保证企业正常运转。

为了使产业集聚区能够实实在在发展， 我们最近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比如产业集聚区重点项目攻
坚督导协调例会制度，我们每两周开一次会议，市
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主要领导同志都参加，

各县区参加一个主要领导同志。 每次到一个产业
集聚区，看项目推进情况，对它的项目建设进行点
评，同时听取其他县区产业集聚区推进情况汇报，

有什么问题，就现场解决什么问题。

主持人：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了解到，各地建设
产业集聚区都遇到用地、 融资、 用工等方面的问
题。信阳应该也不例外。咱们怎么办？比如说土地
的事儿，怎么破解呢？

郭瑞民：土地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建设肯
定要用地，用地是有指标限制的，出路在于提高土
地的利用效率。 我们一方面是做好土地利用规划。

按照省政府的要求，我们坚持“三规合一”，实现了
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
总体规划有机衔接和精准对接， 为解决好产业集
聚区建设用地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我们始终注
意提高土地投入的强度。 按照标准去推进建设，新
上项目必须达到投资和产出的要求。 最近我们提
出，市区建设的标准化厂房要

5

层以上，县级的标
准化厂房要

3

层以上， 能够入驻标准化厂房的项
目不单独供地，最大限度的利用好有限的土地。

主持人：那么，融资方面的问题呢？ 怎么解决？

郭瑞民：在融资上采取了很多措施。 我们组建
了一个担保集团， 现在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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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的注册资金，

100

亿元的融资能力。同时，还采取了其他措施，在
引进金融机构和投资机构做了不少工作， 效果比
较显著。

主持人：刚才我们说了怎么解决土地、融资的
问题。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人的问题怎么
解决？ 信阳有当地的一个特色，出外打工的人比较
多，怎样把人留在信阳？

郭瑞民：信阳外出务工比较早，群体也比较大，

常年有
200

多万人在外地务工。一开始我们产业集
聚区内的有些企业按照原来

25

岁以下的招工标准
去招工，确实遇到一些困难。 我们调研以后发现有
很多的

40

岁左右的人在家里， 是很大的人力资源
潜力，于是建议企业放宽招工年龄。 招工年龄放宽
到

35

岁之后，招工问题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通过
一段时间的实践， 企业觉得

35

岁左右的员工最为
稳定，最为成熟，在一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主持人：这些可以说都是“信阳特色”。 关于解
决企业人才缺乏的问题， 信阳市也做了不少其他
方面的工作。 我们来听听河南台记者辛鹏、 周文
茹、张晴采访：

【记者报道
3

】

（车间压混）“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来到了信阳
市平桥职业教育公共实训基地的一个培训车间，

在这个车间里，学员们正在进行服装加工培训。 ”

（出录音）“记者：你这做的是什么？

学员：棉坎。

记者：你们每天要做多少件？

学员：跟的上的话可以做一二百件。

记者：培训期多长时间？

学员：培训期三个月
,

女孩子嘛学一个手艺。 ”

实训基地模拟真实的企业环境和流程， 学员
免费参加培训后可以直接到企业工作。 家住信阳
市平桥区的冷厚华，一直在沿海城市打工，听说家
乡有了这种专业技术培训， 便毅然辞掉工作回到
家乡。 （出录音）“我可以拿到这个证，职业技术培
训证，你拿了这个证

,

人家一看是干服装的，有这个
技术

,

达到几级了
,

人家就会录取你。 ”

职业技能培训不仅让很多学员掌握了一技之
长，也吸引了全球

500

强企业之一的
CCC

国际统
一承包公司、 舜宇光学等十多家上市企业相继把
生产流水线搬进了实训基地， 边培训边用工的方
式实现了劳动力和用人单位的无缝对接。 浙江宁
波舜宇光学总务专员夏从利：（出录音）“不管是在
职的学生还是在家务农的农民通过免费的教育培
训，有了一定的技术能力，到了企业我们也缩短了
培训周期， 在入职之前接受这个培训对我们企业
的发展是很好的，解决了我们用工困难的问题。 ”

2012

年， 平桥公共实训基地完成各类培训
16456

人，为信阳产业集聚区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
力保障。

主持人：熟悉信阳的朋友，第一反应会想到那
里宜商宜居的环境、还有茶叶等等。 在招商的过程
中，信阳也是发挥交通和区位优势，培育壮大物流
及加工配送等产业集群。 这方面，我们再来听一听
河南台记者辛鹏、周文茹、张晴做的采访：

【记者报道
4

】

（车间压混）“听众朋友， 我是记者周文茹，现
在在信阳云龙茶用品有限公司的一个生产车间。

平常我们所熟悉的龙潭茶叶、 文新茶叶等产品
60%

左右的外包装都来自我身后的这条生产线。 ”

公司副总经理宋中南：（出录音）“我们主要生产的
就是茶叶盒，它是流水作业，一二十道的工序才能
制作一个盒子。 ”

宋中南说， 公司规划未来要形成辐射全国的
销售网络。 这个发展思路在企业

2012

年入驻金牛
物流产业集聚区后，越发明确。 （出录音）“这个地
方地理位置比较好，作为信阳来说是北大门，进驻
到这里，主要是物流产业往外疏散比较快，比较方
便。 ”

跟宋中南一样， 深圳亿隆全盛文化公司董事
长曾幼全也看好这里的区位优势， 整合了信阳当
地一些印刷企业、出版公司，依托金牛物流产业集
聚区建起了信阳市规模最大的印刷品物流配送中

心。 曾幼全：（出录音）“从出版、印刷到发行，一站
式的一个产业链。 过去分散，另外交通不便，比如
说我的产品要拉到它这个厂去生产， 再转到新华
书店储运仓库，短途的运输成本太高，这样一搞把
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

曾幼全说，现在依托于金牛物流产业集聚区，

让他对自己公司的发展也有了更大胆的规划。 （出
录音）“过去说实话没有想到做那么大， 进驻这里
以后我肯定有更大的想法。 不光是占据信阳市场，

在全省乃至全国发展我的业务， 把这个企业做的
更大更强。 ”

做好传统商贸物流这块蛋糕的同时， 金牛物
流产业集聚区对于物流产业的转型升级也有新的
思路和想法， 集聚区书记穆海港：（出录音）“要是
通过物联网平台、电子商务，辐射面就更宽了。 在
今后，无论招商过程，还是对接项目，都是围绕现
代物流的产业链条来进行。 ”

主持人： 今年省里提出把改革创新作为增强
产业集聚区发展内生动力的强大源泉，郭书记，信
阳是怎样加快技术创新平台建设的？

郭瑞民：在产业集聚区发展过程中间，我们一
直非常注重引进人才、 引进技术和引进创新的平
台。 例如，上天梯产业集聚区以非金属矿珍珠岩和
膨润土精深加工为主导产业， 其中珍珠岩的保温
砂浆占国内市场的

80%

。 但保温砂浆科技含量、附
加值都不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使这个产品得到
更加广泛的应用，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的技术攻关。

我们与中国非金属研究所、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
学等单位进行技术合作， 已经建成

5

个省级研发
中心，其中有

2

个正在申报国家级研发中心，有
3

家企业参与了新一代保温材料国家标准的制定工
作。

主持人：在产业集聚区建设中，信阳还会开展
哪些工作？

郭瑞民： 信阳产业集聚区的发展尽管取得了
很大的成绩，但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 我们深知产
业集聚区的发展是大事， 下一步一是加快主导产
业发展，二是突出招大引强，三是推广集群招商，

四是大力发展生产性配套企业， 全面推进信阳产
业集聚区建设。

主持人：好的。 谢谢郭书记参与我们的“产业
集聚、河南经济发展引擎”系列访谈。

郭瑞民：谢谢。

主持人：关于建设发展“产业集聚区”，您有什
么话要说，或者您和产业集聚区有怎样的故事，欢
迎通过“河南新闻广播”新浪微博留言跟贴。

信阳市拟推荐参加第四届全国

全省道德模范评选候选人公示

近日，我市按照河南省下发《关于做好第四届
“全国道德模范”和“全省道德模范”推荐评选工作
的通知》要求，根据全国、全省道德模范推荐评选
标准，在我市道德模范和上届全国、全省道德模范
提名奖中， 初选出候选人， 经中共信阳市委宣传
部、市文明办、信阳军分区政治部、市总工会、共青
团信阳市委、市妇联、信阳日报社、信阳广播电视
台等部门审核，征求当地计生、公安、工商、税务等
部门意见后， 拟推荐以下十一位候选人参加第四
届全国、全省道德模范评选。现将名单面向社会公
示。

助人为乐道德模范候选人：

1

黄久生两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潢川县双柳树镇驻郑州农民工党支部书记（农民
工）

2

李涛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息县工商局八里岔工商所副所长
孝老爱亲道德模范候选人：

1

顾静（女） 第三届“全省道德模范提名
奖” 河区人口计生委职工

2

许光新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3

范慕岳市粮食局退休职工
诚实守信道德模范候选人：

1

陈万德平桥区“十佳社会道德楷模”

信阳凯振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2

刘德兵荣获“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河南省诚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见义勇为道德模范候选人：

1

曹兴建 “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曾担任光山
县紫水办事处五里墩村干部和当选县人大代表

2

李守禄 “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 固
始籍北京农民工

敬业奉献道德模范候选人：

1

齐云涛中国好人榜“敬业奉献好人”

固始县委群工部长、信访局长
2

赵国群入围中国好人榜“敬业奉献”候
选人罗山县竹竿镇民政和劳动保障所所长

公示时间： 从见报之日起
7

天时间。 公示期
间，如对公示对象有需要反映的情况，请与市评选
推荐全国、全省道德模范活动组委会办公室联系。

联系电话：

0376-6366351

电子信箱：

Lgx07126@sina.com

。

信阳市评选推荐全国、 全省道德模范活动组
委会办公室

2013

年
5

月
8

日

灾难砥砺精神 梦想凝聚力量

———写在汶川地震五周年之际
历史的长河中， 五年不过是弹指一瞬。

对于在废墟上重新站起来的新汶川而言，五
年来的巨变足以使其在人类抗灾减灾史和
发展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浓重一笔。

记忆在五年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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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然定格，希望
在五年后的今天成为现实。汶川抢险救灾的
惊心时刻，见证了全国人民心手相连、守望
相助， 共同抗击灾害风险的顽强与坚韧；五
年恢复重建的艰辛历程，度量出一个伟大国
家执着筑梦、坚定前行的成长轨迹和巨大跨
越。

多难砺志。五年前，汶川特大地震突然
袭来。 惊天动地的生死大救援凝聚起亿万
中国人民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坚强意志。

五年后，芦山地震不期而至，造成严重人员
伤亡和巨大财产损失。全国各界紧急行动，

戮力同心。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快速反应、

有效应对，凸显沉着驾驭复杂救灾局面、总
揽统筹发展大局的卓越能力， 鼓舞抗震救
灾的坚定信心、凝聚重建家园的强大力量。

美好的希望从未泯灭， 逐梦的脚步依旧坚
定。

多难兴邦。灾难是一面镜子，也是一道
考题，映照执政理念的践行，也检验制度保
障的实效。

五年来， 以人为本的理念更加深入人
心。面对同样突如其来的灾难，习近平总书
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把抢救生命作
为首要任务”，李克强总理赶赴灾区，废墟上
叮嘱排查幸存者要“不留死角”。生命至上的
理念，为被困者送去生还的希望，给受灾者
注入振作的动力。党中央和人民的心息息相
通、紧紧相连，汇聚成任何灾难也震不塌、摧
不垮的精神长城。

五年间，中国的抗击灾害风险能力不断
增强。从汶川地震后加班加点生产抢运救灾

急需物资，到芦山地震后有序调运救灾储备
物资，有备无患让救灾更加从容、高效。海内
外广泛赞许中国党和政府反应更加及时、抢
险指挥更加精确、现场救援更加专业。对汶
川救灾经验的汲取和完善，奠定了今天芦山
地震高效救援的坚实基础。

五年中， 砥砺奋进的人民也在不断成
长。网络上，声援、祈福灾区的浪潮迅速集
聚，理性参与救援的呼吁自发形成。从传递
救灾信息到传播救助知识，从物资筹集到心
理疏导，爱心在网络上涌动，正能量在现实
中汇集。 这里面有四面八方捐出的财物，更
有来自汶川的志愿救援者。无论是主动的捐
助，还是专业的救援，点点滴滴都记录下志
愿精神的淬炼升华，公众面对灾难突袭的那
份沉着、友爱与果敢。灾难见证着民族成长，

万众一心迸发的力量必将战胜任何艰险，成
就美好梦想。

“不经巨大的困难，不会有伟大的事业”。

从悲壮走向豪迈，汶川地震恢复重建已经交
出合格答卷，芦山地震的安置重建正在有
序进行。放眼今日汶川，新建小镇宛如图
画，发展水平超过震前，笑容洋溢在人们
脸上。五年恢复重建的成就，深刻揭示了
力量在国家、优势在制度、奋斗在人民的
真谛。

灾难带来的进步补偿不会自然而至。设
立防灾减灾日，制订、修订灾后恢复重建条
例、救灾条例、防震减灾法等法律法规，一系
列从政府到社会再到公众的务实行动，把对
防灾减灾、逃生自救的制度建设和实际能力
提升到新高度。中国人民在一次次抗击灾难
中砥砺民族品格、笃定前进脚步。坚持中国
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坚定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实现伟大复
兴梦想征途上，中国人民必将用坚持不懈的
接力奋斗去战胜一个个困难挑战，把一切美
好的愿望都变成现实。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实现梦想的过程，

从来不会一帆风顺。但唯有经历苦难，经过
奋斗，追梦的意志才能更为坚毅，圆梦的能
力才能更加强大。 中国人民在抗击灾难、应
对挑战中积累的经验、提升的能力、凝聚的
精神， 必将继续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

书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更加精
彩的篇章。

（新华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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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侯大伟郝方甲

映秀，那些温暖人心的故事

究竟需要多久才能在灾难中真正地“新
生”？ 人们是如何从生离死别的灾难中走到
今天、走向明天？汶川地震五周年之际，记者
又一次走进震中映秀，寻找答案。

在这个四面环山、两河汇流的一平方公
里场镇上，川西民居、藏寨风情、羌式建筑、

现代场馆融汇交错，五年前的满目废墟变成
了俏丽新城。

映秀镇在重建完成之后，坚定地开始向
旅游小镇转变。客栈、饭馆、茶舍、纪念品商
店陆续开业，期待着外面更多的游客到来。

“地震前上万人的小镇如今只剩下三四
千人，映秀需要更多人气。”居民张蓉说。她
与共患难的姐妹合伙开了一家客栈， 起名
“故事驿站”。

位于映秀镇公墓区下方的这座两层高

羌式小碉楼， 已经成为她现在的精神家园。

客厅的一面墙上，挂满了记录“灾难与重生、

疮痍与温情”的照片，正中、最大的一张照片
定格了重伤的她躺在直升机边等待救援的
瞬间。

那是五年前记者在映秀镇拍摄的新闻
照片。康复之后，张蓉从网上将这张照片下
载、打印出来，一直珍藏。

“一根钢筋从腹部洞穿。”一个阳光明媚
的下午，张蓉在“故事驿站”告诉记者，“在映
秀等了两天，都以为没戏了，结果直升机来
了。”

直升机把张蓉送到成都医院救治的那

天，为了能运送更多的伤者，一直在身边照
顾她的家人没能登机。“一个重伤者就这样
被直升机拉走了，然后就康复了，现在想起
来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张蓉说，客栈所在的
这条路叫“爱汇南路”，因为这里就是在祖国
大爱汇聚的地方。

“开这家‘故事驿站’，既是要为那些曾
经在灾难中帮助过我们的人留一个落脚地
方，也是让更多人了解在这片灾难的土地上
发生了更多温暖人心的故事。”张蓉说。

距张蓉“故事驿站”不远的山坡上，有震
中博物馆和映秀镇公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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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守墓老
人”胡建国如今不再守墓了，但他每天早晨

还是会站在这里看着山脚下这座熟悉而又
陌生、临近而又遥远的小镇。

“这五年恍如隔世。”胡建国说，“刚地震
时想有顶帐篷就满足了，有了帐篷之后想有
间板房就好了，有了板房之后又想活着时还
能不能住进新房……就是没敢想映秀镇能
像今天这样好看。”

震后和胡建国一同守墓的马福洋老人，

一见面就责备记者不该在四年前借宿他家
的那个夜晚悄悄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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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钱。 记者惊诧于
他的记忆，他眯起眼睛笑着说：“那些帮助我
们的很多人，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两位老人的爱孙都长眠于公墓中。站在
这片山坡上，他们总会向孙子曾经就读的新
秀小学旧址张望。如今那里已经建起一个公
园，草坪、树木取代了五年前的悲怆，但学校
的那根旗杆依然矗立，国旗飘扬在空中。

（新华社成都
５

月
１２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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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评论员

5

月
12

日，参加祭奠活动的群众在悼念遇难者。当日是汶川
地震

5

周年纪念日，映秀各界群众在映秀镇漩口中学遗址举行祭
奠活动，悼念在地震中遇难的同胞。

新华社记者白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