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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滨：大招商助推经济大发展

平桥：大招商托起经济强区梦

本报讯（韩 浩 吴晓睿）随着中

原经济区建设的实施，淮滨县以产业

集聚区发展为载体，抢抓产业转移机

遇，全方位拓展开放领域，全面提升

开放水平， 持续深入推进大招商活

动，围绕纺织、食品加工、造船、造酒

等主导产业，开展集群招商和链式招

商，促进了产业集聚快速发展，形成

了纺织、造酒、造船为主导产业的“一

纺两造”产业集群发展新格局，成为

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

2012

年，该县

完成工业增加值

35.8

亿元， 同比增

长

16.4%

，增幅居全市第二位 ，工业

增加值占全县生产总值的

34.8%

。 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

99

家，全年新增

16

家， 完成增加值

28

亿元， 同比增长

21.2%

，增幅居全市第二位；主营业务

收入

104

亿元，同比增长

32.4%

。

强化责任，完善招商机制。 该县

重大项目由县处级领导挂帅、各级各

部门党政主要领导负责协调推进，建

立项目落地工作例会制度，定期解决

有关问题。 强化项目分级负责制度，

从签约到投产，实行“一个项目，一名

领导，一套班子，一抓到底”责任制，

明确责任单位，定目标、定责任、定时

间。 制定年度招商计划方案，明确招

商任务，完善激励机制，形成全县各

级各部门大招商格局。

突出主导， 强力推进集群招商。

该县紧紧围绕纺织服装、食品、造酒、

造船主导产业， 绘制产业链图谱，制

定产业招商路线图，研究产业转移新

模式、新特点，分行业逐一制定专项

行动方案，组建专业、专职招商团队，

开展专项、专题招商，建链、补链、强

链招商，集群式引进，壮大特色产业。

建立

6

个固定招商联络点，重点在浙

江、福建、广东等地开展宣传推介活

动，形成招商圈，常年驻点招商。

注重实效，办好重大招商活动。该

县除自办蒋氏根亲文化节和淮河文化

周进行商贸洽谈、招商推介外，还积极

参与省市统一组织的招商活动， 充分

利用省市搭建的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

平台，进行引资招商。每年还根据招商

引资工作运转情况， 适时开展招商引

资“集中周”、“集中月”、“百日攻坚”等

活动。 同时，瞄准大企业大财团，组建

招商小分队， 了解其战略布局和投资

动向，通过登门拜访、主动推介，进行

“一对一”驻地招商，有选择性和目的

性跟进洽谈，提高对接洽谈成功率。

本报讯（韩 涛）今年以来，针对

市委提出的“关注工业、学习工业、研

究工业、支持工业”的发展理念，平桥

区理清工业发展新思路，把大招商作

为工业经济的主抓手，狠抓集聚区建

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提升项目服

务质量，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大工业

经济局面已呈蓬勃发展之势。

发展大工业，高筑大平台。 该区

加快产业集聚区建设，打造和提升三

大板块，形成纺织服装为主打的平桥

产业集聚区、钢铁加工为主导的明港

产业集聚区、饲料加工为主的现代牧

业产业集聚区。

10

万平方米租赁型

标准化厂房、全员技能培训，为企业

发展和用工提供了有力保障。

实现强区梦，引进好项目。 该区

紧紧依托平桥、 明港产业集聚区，围

绕纺织服装、 钢铁精深加工主导产

业，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组团参加中

博会、香港—信阳合作洽谈会、中国

服装大会等国内大型经贸活动，积极

承接产业转移。 近一年来，该区新签

约项目及续建项目

120

个，亿元以上

的项目

12

个，实际完成投资

29.7

亿

元，引进省外资金

14.7

亿元。

发挥正能量，提升服务力。 该区

做到一切围绕项目、 一切服务于项

目，实现“一条龙”式服务。修订《平桥

工业发展手册》， 用足上级支持工业

发展政策，全年争取政策资金位列全

市首位。 推进银企合作，缓解企业融

资难题，为

114

家企业提供担保贷款

2.6

亿元，极大提振了企业发展信心，

擦亮了平桥“投资洼地”的金字招牌。

目前，全区工业增加值总量和增

速继续在全市领跑，有

5

家上市公司

在平桥投资落户，

3

家工业企业年纳

税额超过千万元 ，

14

家企业拥有名

牌产品，

2

家企业进入全省同行业十

强，该区连续两年被省政府评为企业

服务工作先进单位。

扎 根 荒 山 植 绿 人

本报讯（盛 鹏 吴正宇）走进光山县罗

陈乡韩岗村，满目翠绿，整齐划一的苗木郁郁

葱葱，挺拔优雅的木瓜硕果累累。 谁能想到，

一年前，这里还只见荒坡。如今这绿色满眼的

一幕， 是一位名叫吴光辉的从大连回归的老

板“导演”出来的。

1991

年，吴光辉离开贫困的山村，到大

连打拼。十余年后，已是事业有成的吴光辉回

到家乡，却看到乡亲们都在外务工，家里的田

地因缺乏劳动力而无人耕种， 世代务农的吴

光辉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2012

年春节再回家探亲，吴光辉决定拿

出一部分资金投资家乡， 把村里的荒田荒地

利用起来，栽种苗木花卉，这样既能够绿化荒

山，又能够就地解决一部分人就业。

经过与乡政府、村委会多次协商，吴光辉

一次就签订了承包家乡

300

多亩荒山

20

年

的承包合同。

万事开头难。 开荒种树投资大，回报慢。

面对这片地域广袤的荒山， 吴光辉请来了林

业专家，进行论证和规划。

2012

年

1

月，他发起

9

人，成立光明农

林专业合作社，聘请技术管理人员

3

人、高级

技工

1

人。

为了加快进度，让荒山尽快变成绿地，吴

光辉一直坚守在漫漫荒山上，和他雇来的当

地农民一起，烧荒、砍草，修建简易的公路。他

出资请来挖掘机，按照规划，把荒山荒坡整理

出来，山上栽树，山下修筑

4

口万方大塘。

2012

年秋季， 吴光辉开始吃住都在山

上。 他每天组织上百个劳动力整地、挖坑、植

树、修路、建水池、盖房子。 半年里，挖树坑

10

多万个，栽植罗汉松、桂花、樱花、紫薇、丹桂、

木瓜、香樟

10

万多株，整修道路

2000

米，打

深井

1

眼，修建沼气池

1

座。

经过半年多的整地，一条成型的生产路

在高高低低的山沟里蜿蜒，一畦畦整齐的树

坑一眼望不到边，一条条排水沟直通谷底，一

座规划完整的“绿色银行”已见雏型。

基础设施修完，吴光辉立即上网搜集信

息，然后马不停蹄赶往四川、广西等地购进苗

木，抢季节把树苗栽了下去。

成绩，郁郁葱葱的山头可以作证。如今满

山的木瓜硕果累累，把枝条压弯了“腰”，各种

苗木扎根大地绽放新姿，

318

亩荒山变成了

“绿色银行”。

今年

5

月，吴光辉又组建光明家庭农场，

打造现代生态农业园区。 他流转邻近的北向

店乡代湾村荒地

65

亩，拓展发展空间，实现

了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投资家乡发展林业生产， 吴光辉先后投

入资金

500

多万元。在光明农林专业合作社，

常年有

10

多个雇工领取工资， 成为产业工

人，实现了不出远门就业。韩岗村民组

100

多

人通过租赁荒山荒地，既解放了劳动力，又实

现了增收。

息县开展“诵中华经典·做美德少年”活动

本报讯（赵国民 罗 强）

5

月

30

日上午，息县举办的“诵中

华经典·做美德少年”庆“六一”活动拉开序幕，参加活动的小学

生们，现场诵读《岳阳楼记》、《弟子规》等一首首经典诗词。 大家

声音洪亮、吐字清晰，时而轻柔舒缓、时而激昂澎湃，博得了现场

师生的阵阵掌声。 这次活动提高了小学生们的普通话口语表达

能力，更激发了小学生们的读书兴趣与热情。

潢川县启动关爱留守子女“牵手看城市”活动

本报讯（胡晓川 戴永恒）“六一”前夕，潢川县启动关爱留

守子女“牵手看城市”活动，为留守子女代表发放“爱心包裹”，组

织留守子女代表共用“爱心午餐”，并由该县团县委带领

100

名

留守子女代表实地参观团中央黄湖农场五七干校旧址、 黄国故

城遗址和华英集团，接受革命文化、历史文化和企业文化教育，

亲身感受家乡文化资源魅力。

浉河区举办“中国梦·我的梦”书法绘画比赛

本报讯（王卫东）日前，浉河区举办了庆“六一”“中国梦·我

的梦”书法绘画现场比赛活动，区直

10

余所中小学选送的

200

名书画爱好者分别参加了硬笔书法、软笔书法和绘画比赛。参赛

选手们手握画笔，挥毫泼墨，把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家乡的

深厚感情融入自己现场创作的书画作品中， 充分展现了少年儿

童心目中的中国梦、我的梦和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

潢

川

经

济

开

发

区

﹃

软

硬

兼

施

﹄

奔

创

建

本报讯（秦喜梅）今年是潢川经济开

发区创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攻坚

之年，该区积极围绕创建标准和要求，把

握创建申报和发展需要， 在精心完成规

划编制等“软任务”的同时，加速项目建

设力度， 着力提升经济发展 “硬指标”，

“软硬兼施”，统筹兼顾，扎实推进，确保

打赢“国”字号战役。

软件上做细。该区出台《创建国家级

潢川经济开发区工作方案》，结合工作职

责，将创建工作所需的申报软件“三规一

片”（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规划、 城市总体

规划修编、土地集约利用评级体系、专题

形象宣传片）分解到各相关单位，并成立

工作专班， 细化指标， 明确时间节点要

求，积极推进。

硬件上做实。 该区按照竞进提质的

总要求，以“拉路扩园，提质改造”为主基

调，着力推进“一区两园”建设，以农副产

品加工和仓储物流业为主导产业， 投资

70

多亿元，大力推进“四路一桥”、“一区

一园”等

7

个基础设施、

10

个工业项目、

10

个物流项目和

6

个房地产项目建设，

改变开发区面貌， 提升开发区主导产业

的层次和水平， 增强开发区的区域竞争

能力，确保国家级开发区创建成功。

督查上抓严。 该区成立纪委牵头的

督查小组，围绕软件工作的进展情况、硬

件任务的推进情况开展常态化督查。 对

工作推进不力、 进展缓慢的单位和责任

人进行效能问责， 切实增强各分包单位

的责任心； 将创建任务的完成情况与工

作人员的晋升和年终考核挂钩， 作为考

评晋升的重要参考依据， 激发调动干部

职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据悉，今年

1

月

9

日，省政府正式将《河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潢川经济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请示》上

报国务院，该开发区创建工作已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商城县“牵手共建”实施项目化管理

本报讯（黄 颖）为深入贯彻

市委组织部《关于在全市组织工

作中开展项目化管理的意见》，商

城县以服务全县工作大局、 建设

“美丽乡村、幸福商城”为目标，对

“牵手共建” 活动采取项目化管

理， 做到工作项目化、 项目目标

化、目标责任化、责任考评化，有

力提升组织工作科学化水平。

突出重点立项目。 该县以推

进重点项目为抓手，出台了《关于

在全县“牵手共建”活动中开展项

目化管理的实施意见》，按照活动

场所共建、经济发展共促、生态环

境共维、贫困疾苦共助、道德素质

共育的要求， 将共建内容细分为

村级场所规范提升工程、 富民强

村工程、村街整治工程、扶危济困

工程、素质提升工程，着力将其打

造为全县组织工作的 “品牌项

目”、“精品项目”， 带动全县组织

工作上台阶。

明确责任抓落实。 该县成立

组织工作项目化管理领导小组，

定期听取项目实施情况汇报。 各

帮建单位明确项目责任人， 落实

日常工作。 各乡镇党委政府积极

配合， 主动搞好与联村县直单位

的对接， 定期向组织部相关责任

科室报告工作情况。同时，协调财

政、发改委、科教文卫、交通、农林

水、新闻宣传等部门，加大项目支

持力度，宣传活动中的典型做法，

营造良好工作环境。

细化方案明目标。 该县各帮

建单位制定工作计划表 ， 定事

项、定措施、定人员、定时限。 按

照项目实施步骤，对项目进展情

况进行跟踪管理、服务和督促指

导，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帮建

单位和结对村根据实际情况，抓

好落实，确保活动结束时一般村

进入较好村、较好村晋升为优秀

村行列。

加强督导严考评。 该县县委

组织部成立督查小组， 通过召开

情况通报会、专题督办会、走访基

层群众， 定期或不定期地督促检

查。 把总结考评与帮建单位工作

目标考核、 党建工作年度考核和

干部年度考核结合起来， 采取自

我总结、群众评议、乡村评价和组

织考评相结合的方式，全面考评，

确保项目扎实有效开展。

“六一”前

夕 ，新县八里

畈镇七龙山小

学的孩子们提

前收到了 “六

一 ”儿童节礼

物。 河南报业

集团向该校捐

赠了价值近两

万元的图书和

校服。 穿上新

校服的孩子们

欢呼雀跃 ，非

常开心。

蒋 仑 摄

5

月

30

日，市

三小春华分校举

办了“我的未来·我

的中国梦”庆“六

一”第二届“艺术

节”。演出现场，

孩子、家长、园丁

欢聚一堂， 处处

洋溢着欢乐的气

氛。孩子们表演的

节目精彩纷呈 、

形式多样， 充分

展现了纯真的童

趣和蓬勃向上的

精神面貌。

本报记者

李小然

见习记者

郭 靖 摄

服务三农，咱有“谱”了

全省农行服务“三农”金融图谱编制

会议在我市召开，信阳经验在会上交流

本报讯 （记者 华 唯

通讯员 杨 斌）新形势下，如

何更好地服务“三农”，进而推

动农业乃至地方经济的发

展，农行系统有创新举措。 昨

日， 全省农行系统服务 “三

农” 金融生态图谱编制现场

会在我市召开， 信阳经验在

会上交流。

记者在会看到，所谓服务

“三农”金融生态图谱，是一本

本编制好的图册，上面图文并

茂，有关地方经济发展概况及

规划、农行系统服务“三农”的

新举措、全市各地重点服务对

象（企业、经营户、农户）的基

本情况等等，应有尽有。 一册

在手，相关情况、资料一目了

然。 据了解，作为全省农行系

统此项工作的试点，农行信阳

分行为更好地服务“三农”，履

行大行责任，从今年

4

月份开

始全面启动“三农”图谱编制

工作，目的就是通过“图谱”在

农行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广大农户之

间搭起一座快速、精准对接的

“桥梁”， 有力破解银行难贷

款、客户贷款难问题，进一步

提高投放效率， 加大投放力

度，为地方经济建设注入新的

强大动力。 截至目前，图谱编

制工作已经完成。

据了解，今年以来，农行

信阳分行已累计发放各类贷

款

30

亿元， 新增贷款

7.5

亿

元 ，在全省农行系统中居第

三位 ，其中

70%

投向县域和

“三农 ”领域 ；农户贷款户数

达

2.2

万户 、余额达

10.5

亿

元，位居全省农行第一位。 因

服务 “三农 ”工作成绩突出 ，

该行多次被农总行、 省银监

局、省农行、市政府评为先进

单位。

鉴于农行信阳分行在服

务“三农”工作中的积极作为

和突出贡献， 省农行决定以

“现场会”方式，在系统内大力

复制、推广“信阳模式”。 省农

行陶伟梁副行长在会上要求，

全省农行的图谱编制工作务

必于

7

月底之前完成， 今后

“三农”服务将按图索骥，加大

投放，有的放矢，以更好地服

务中原经济区建设，服务“三

化”协调发展，服务现代化农

业生产。

记者从现场会上了解到，

根据农行信阳分行安排 ，未

来三年 ，我市农民 “惠农卡 ”

持有量将达

50

万张，覆盖全

市

40%

左右的农户 ，农户贷

款余额将突破

13

亿元， 助农

取款服务点将实现对所有

乡镇、 重点村组的全覆盖，以

全方位满足农村现代金融

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