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充分发挥学科优势 提升卫生服务能力

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临床培训定点医院昨在信阳挂牌

本报讯 （记者 殷 英）

8

月

11

日

上午， 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临床培

训定点医院在市中心医院挂牌。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华医学 会

疼痛学分会终身荣誉主任委员 、北

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 、

博 士 生 导 师 韩 济 生 以 及 我 市 领 导

高曙霞 、曹新生 、周慧超等出席揭牌

仪式 。

据了解， 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

临床定点培训医院主要承担培训临床

疼痛医师进修和培训工作。 市中心医

院疼痛科自成立以来， 依托医院先进

的医疗设备， 开展疼痛全方位诊疗工

作， 对各种疼痛性疾病的诊疗达到了

理想效果， 在疼痛科建设和管理方面

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

在揭牌仪式上， 韩济生教授指出

信阳市中心医院所设立的疼痛科 ，学

科优势较突出， 在本地区具有一定的

影响力， 并拥有较好的技术力量及规

模。 他勉励市中心医院的医务人员继

续求索奉献， 把为民除痛作为神圣的

事业，让医院的疼痛学科，在全国起示

范作用， 让更多患者享受更好更高水

平的医疗服务。

仪式结束后，韩济生教授结合我市

实际，为市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作了题

为《鸡公山见证了两代人的国际医学

交流》的学术报告。

我 市 家 庭 农 场 蓬 勃 兴 起

一批从事粮食蔬菜茶叶瓜果种植和畜禽养殖的专业大户快速发展 已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达 332 家

本报讯（记者 赵雪峰 ）“我们引种的红

提、青提葡萄丰收啦！ 武汉、九江、信阳及周边

市县的市场，都有我们的葡萄，每天供应量达

万余斤，产品供不应求。 ”昨日，光山县孙铁铺

镇陈大湾村万福家庭农场负责人陈启旭忙得

不亦乐乎，他一边指挥着雇工们往汽车上装葡

萄，一边高兴地告诉记者。

万福家庭农场共有葡萄园

460

亩，由陈大

湾村外出创业成功人士陈启旭、陈启伟兄弟投

资兴建，

2011

年、

2012

年， 在河南农业大学和

湖南省常德市技术人员指导下，他们从山西省

运城市农业局引种了红提、青提、夏黑、魏可等

优质葡萄品种。 其中，

130

亩红提、青提葡萄第

三年就进入了采摘期。

到今年

7

月底，我市像万福家庭农场这样

已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家庭农场达到

332

家。

家庭农场是指以农户家庭为基本组织单

位，从事适度规模的农业生产、加工和销售，实

行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负盈亏和科学管理

的新型经济组织。 近年来，随着农村土地流转

和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 我市一批从事粮食、

蔬菜、茶叶、瓜果种植和畜禽养殖的专业大户

快速发展。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鼓励发

展“家庭农场”后，我市工商部门及时设立“绿

色通道”， 对开办家庭农场这一新兴农业发展

模式，提供“一站式”服务。 由农场主自主选择

登记类型，放宽名称登记条件、免收登记费用，

从注册登记、合同、商标、广告等多方面提供支

持和帮助，为家庭农场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今

年

3

月

4

日，我市首家家庭农场———潢川川香

家庭农场在潢川县工商局注册成功。

罗山县是我市唯一被农业部确定为“土地

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县”， 该县农业局

有关负责同志向记者介绍说：“从经营模式来

看，罗山县家庭农场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单一

家庭农场型：完全靠一个家庭的主要成员从事

生产经营和管理，经营耕地面积一般在

100

亩

至

500

亩；另外一种是合作型家庭农场：通过

两个以上家庭农场联合， 发展连片规模经营，

一般规模较大。 ”

号称“河南粮王”的息县农民柳学友，称得

上是我市最大的家庭农场主。早在

10

年前，他

就承包了村里几十亩荒地。近几年随着政策支

持力度加大， 柳学友的土地承包规模逐年扩

大，如今已流转土地

16000

多亩，占息县全县

耕地的百分之一，吸引了周边县市的六七十户

农民加入他的农业合作社。在其家庭农场的管

理团队里， 妻子何明珍是河南十大种粮女状

元， 儿子柳林也是能操作各种农机的好帮手，

还有一名大学生和十多名长期招用的农民工，

农忙时节还要临时请来更多的“天工”。昨日他

自豪地告诉记者，他家流转的一万多亩耕地过

去主要种植优质有机小麦和玉米，近年来发展

了大面积的红高粱，并和几家大酒厂签订定向

种植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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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4中心医院开展

“拥政爱民优惠诊疗月”活动公告

为庆祝第 86 个建军节，答谢老区人民长期以来对第 154 中心医院的关心支持，医院特别推出“拥政爱民

优惠诊疗月”活动，具体公告如下：

时间：8 月 1日至 8月 31 日。

活动内容：一、凡在“拥政爱民优惠诊疗月”活动期间到医院就诊的患者，门诊挂号费全免、检查费优惠

10%-50%；优抚对象为：退伍复员军人及其直系家属、现役军人直系家属、贫困群体等六类人员，门诊检查费优

惠 15％，新入院患者的床位费、护理费优惠 10%。 二、大隐静脉曲张、三叉神经痛、面肌抽搐、种植牙、腰椎间盘

突出症、脑出血、烧伤、肾肿瘤、肾囊肿、白内障等 12 种疾病，手术费优惠 10%-20%；三、做肛肠检查治疗的，享

受 300 元至 800 元现金补助。

□

本报记者 王 博

食 品 风 光

———息县产业集聚区速写

不到

5

分钟时间，张玉克分别

接到湖北和贵州的两个客户电

话———两个电话销售大米

600

吨！

收起电话，张玉克抹一把脸上的汗

水风光满面地介绍，今年正月初八

以来，除了“五一”放

1

天假，我们

公司平均每天就销售

300

吨大米。

张玉克脸上的汗水， 是因为

昨天的高温；满面风光，则因为他

的金丰公司是省级龙头企业 、信

阳市绿色企业，产品荣获“全国产

品质量合格十佳品牌”称号。

像这样风光的企业在息县产

业集聚区举不胜举。 在全国新一

轮产业转移中 ，以峰刚 、金丰 、立

翔维斯顿、绿之园等为代表的绿

色食品主导企业集群 ，在该县产

业集聚区独领风骚。 目前 ，该县

产业集聚区已入驻主导产业及关

联企业

41

家。立翔维斯顿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负责人谢焕国介绍 ，

他们从郑州市场大批外迁的产

业中 ，投资

1

亿多元承接 “少林

寺 ”品牌素饼的生产 ，是因为当

地盛产的弱筋面———只有这种弱

筋面才能让“少林寺”素饼在国内

外佛教界更加风光。

如此风光，尽在米面。 该县有

140

万亩可耕地， 其中

50

万亩优

质弱筋小麦生产基地在全省最

大，已连续多年获得“全国粮食生

产先进县”称号。 自古以来，“有钱

难买息县坡，一半米饭一半馒”让

人羡慕不已。

你看看，一粒米、一撮面能在

该集聚区尽现风采：金丰公司年产

800

万桶方便粉丝项目已投产；绿

之园公司的蛋糕、西点已打出烘焙

品牌；立翔维斯顿开发乐比卡通儿

童趣味曲奇等高档休闲食品达

30

种； 峰刚公司日产

40

万个馒头在

市场上供不应求……说不定，现在

你的身边就有一种息县产业集聚

区的绿色食品让你惊叹：小小米面

也能这般风生水起！

链接》相关资料

息县产业集聚区

息县产业集聚区位于息县城

东新区， 河南省对外开放重点产

业集聚区之一， 是以主食加工为

主的绿色食品工业为主导产业的

综合性产业集聚区， 被确定为全

国主食产业化示范点， 主导产业

链条被定为全省

100

条特色产业

链之一。

该 集 聚 区 紧 临 省 道

S337

、

S338

、

106

国道、大广高速、信阜高

速；毗邻沪陕高速、京珠高速、宁

西铁路； 距明港机场

70

公里，距

天河机场、 新郑机场均为

200

多

公里，区位优势十分明显。 集聚区

规划建设面积

11

平方公里，建成

面积达到

6

平方公里， 入驻企业

77

家，建成投产

57

家，亿元以上

项目达到

17

个 ， 就 业 人 数 达

15000

人，食品产业项目完成投资

额

45.2

亿元， 占集聚区总投资额

的

51.9%

。

承接与链接

产业集聚区从无到有， 从兴起到成

长，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在这种渐变的

过程之中，既有承接、也有链接，二者不

可或缺。

承接是空白情况下的一种接续、接

受 ；链接 ，是在已有情况下的一种粘

连、延伸 ，这两种形式都有助于产业的

转移。

息县产业集聚区的实践表明：“适合

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在新一轮国际、国

内产业转移之中，包括转移产业、转移企

业、转移资本、转移技术等多种不同的形

式， 需要根据当地发展的实际， 科学承

接，积极链接。 如果盲目地、不计后果地

承接或链接，都不会有好的效果，甚至得

不偿失。

由此可见， 只有保证产业承前接后

的可持续发展， 链接起强筋壮骨的产业

链条， 产业集聚区的形式与内容才能达

到高度协调、健康有序。

采 访

札 记

□

本报记者 王 博

关

关关

注

注注

工

工工

业

业业

学

学学

习

习习

工

工工

业

业业

�

��

研

研研

究

究究

工

工工

业

业业

支

支支

持

持持

工

工工

业

业业

责 编：庭 军 审 读：何海荣 组版：孟 缘

为了让广大记者

编辑尽快掌握微博 、

微信等新兴媒体 ，

8

月

10

日，信阳日报社

邀请腾讯公司教员对

本社员工进行了一次

培训， 使大家基本掌

握了如何使用微博 、

微信， 如何有效利用

新媒体来促进传统新

闻业务的提高。 图为

信阳日报社党委书

记 、社长钱长琨（中 ）

与编辑记者们一起观

看教员的演示。

本报记者 郝 光 摄

淮

滨

全

民

兴

学

蔚

然

成

风

四

位

人

大

代

表

一

次

捐

资

助

学

一

百

万

元

今

年

高

考

成

绩

亮

点

频

闪

本报讯 （记者 华 唯 韩 浩

通讯员 刘建锋）“决不能让一个孩子

因贫失学，这是为政者的职责！”

8

月

9

日，在淮滨县举行的“省市人大代表情

系淮滨捐资助学金发放仪式”上，该县

县长曾辉代表县委、 县政府的表态掷

地有声。在当天的助学金发放仪式上，

信阳西亚和美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苏曦、 信阳荣业总公司董事长孙高

俊、 信阳锦江国际大酒店董事长王长

富、 河南信房集团董事长傅杰等四位

省、市人大代表当场共捐资

100

万元。

而这一感人场景， 正是近年淮滨县全

民兴学蔚然成风的一个生动缩影。

淮滨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水患大

县，经济相对落后，自然灾害频繁。 但

是，这样的困境，不仅没有阻挡住该县

经济社会事业排难前行的脚步， 而且

更坚定了该县“再穷不能穷教育、扶贫

先扶智”的决心和信念。 该县秉持“加

快推进社会事业、建设幸福和谐淮滨”

的发展理念，将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作

为实施科教兴县战略的重中之重来

抓， 始终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位置，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近年来，

该县先后获得教育部国家基础教育

质量监测优秀组织奖，赢得全国教育

科学“十一五”规划“和谐德育研究与

实验 ”先进实验区 、河南省职业教育

强县、全市教育系统“创先争优”示范

点等多项殊荣。

辛苦的汗水浇灌出鲜艳的花朵。

2013

年高考，该县再创佳绩，亮点频

闪。 全县普通类共报考

5898

人，本科

以上进线共

3329

人。 其中，本一进线

395

人，较上年增加

72

人，增长率为

22.29%

。 淮滨高中文科应届生耿重庆

高考成绩

604

分， 全省排名第

89

名

,

被清华大学录取； 理科应届生吕鑫高

考成绩

641

分，全省排名第

183

名，被

上海交通大学录取；李钟辉、汪宝两位同学以优异的成绩被解放

军空军航空大学录取。 今年，全县被“

985

”院校录取的学生达

30

人之多，创造了新的纪录。

我市“双千工程”和市直事业单位招聘面试阶段结束

本报讯（记者 黄 颖）

8

月

10

日，我市

2013

年“双千

工程” 和市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进入面试阶段并顺利

完成。 全市共设

87

个考场，近

5000

名考生参加了面试。 为

了保持良好的考场纪律，各考场加强巡视，确保公平、公正。

固始县突出“三个着力”优化招商环境

本报讯（王成全）近年来，固始县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

县域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工程来抓，做到“一切为招商引资

让路，一切为项目建设服务”，突出做到了“三个着力”，即着

力引进重大项目、着力强化服务、着力优化机制，保证了项

目零障碍、快速推进。

市工信局力促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

本报讯（马 琪）

8

月

8

日，全国工业和信息化系统年中

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 市工信局全体班子成员及科室负

责人、 固始县工信局全体班子成员在信阳联通公司分会场

收听收看了会议。会后，市工信局结合全国会议精神和我市

实际，研究措施，对我市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两化深度融合

发展做了全面部署。

抓

产

业

集

聚

区

建

设

要

有

新

思

路

—

—

—

学

习

工

业

偶

感

杂

谈

之

三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实质和核心，是经

济总量增长的根本和基础。 当下，伴随信

阳“关注工业、学习工业、研究工业、支持

工业”大气候的日渐形成，全市产业集聚

区建设已经全速提升推进， 一个谈招商、

议引资、抓工业、兴产业的热潮正在信阳

大地蓬勃兴起。全市规划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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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定产业集聚区， 有的以智能

终端（手机）为主，有的重点发展商贸物

流，有的以绿色食品见长，有的主打现代

家居产业，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呈现

出争先恐后、如火如荼的大招商、大发展

的可喜局面。 这种全市上下齐心协力、一

起上项目、 一心抓工业的局面来之不易，

这种务实进取、积极作为的精神，激动人

心，鼓舞人心，当然更当充分肯定。

但是，做好任何一种工作、干成功任

何一项事业，仅仅只有实干的热情还不够。

还要有科学的思想作指导，在理念上、思路

上、方法上，需要积极探索，勇于创新。

理念是实践的先导和指南。 有什么样

的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 信阳历史

上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市。 “鱼米之乡”、

“中国茶都”曾是信阳的代名词。 现在不少

县区领导，都曾有在基层工作的经历，有的

在乡镇摸爬滚打很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农

村工作经验，不仅对三农工作驾轻就熟，而

且对抓农业经济有很深的恋旧情结。 跳出

信阳看信阳，如今面对新时期如何承接沿

海产业转移，面对发展工业经济、建设产业

集聚区，确实有一个研究学习的过程，有一

个缩短磨合期的问题。 因此，更新观念，解

放思想，努力适应新形势，把握新变化，用

全新的理念指导工作显得尤为迫切。

思路决定出路。历史总是在提出一个

又一个新思路、 突破一个又一个旧局面、

解决一个又一个新难题的曲折过程中不

断向前发展的。 新思路的提出，反映了事

物发展的内在要求， 遵循了客观规律，也

折射出人们对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新

现象更深层次的认识、思考和探索。

正确的方法是实现理想、达到奋斗目

标的重要途径。由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思维

的惯性作用，多年来，我们一些干部可能

习惯于以大轰大上的方法搞一些所谓的

中心工作、重点工作。比如，对于招商引资，有的依然热衷于组织小

分队、跑大城市、开发布会、搞轰轰烈烈大活动的方式，这种方式表

面上看起来很热闹，实际上却招不来多少客商，结果是有哗众取

宠之嫌，而无实事求是之实。 而在抓产业集聚区建设时，有的地方

搞层层分解任务、层层下达指标，以图“乡乡点火，村村冒烟”。结果

可想而知，这种遍地开花式的大呼隆、大跃进，很难有好的效果，陷

入了那句“旧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被动境地。

转型快不快，引领是关键。发展工业经济、建设产业集聚区，必须

要有新思路，拿出新举措，抢抓新机遇。 这就要求我们要审时度势，在

广大干部群众心齐气顺劲足的大好形势下，重点在如何有所作为、大

有可为上实现突破。这就要求我们要善于从实际出发，进一步认清我

们产业集聚区发展中的优势和劣势，既要扬长避短，更要扬长补短，

补齐阻碍我们产业发展的不足。 这还要求我们要进一步以产业项目

为抓手、为支撑，谋划好产业集聚区发展布局，正确处理好市本级与

县区发展的关系，合力延伸产业集聚区链条。 新思路贵在创新，贵在

求是，贵在落实，贵在让美好愿望化为真抓实干的具体行动。

市委书记郭瑞民多次在市产业集聚区建设相关会上指出，

产业集聚区的发展要靠实实在在的工作来推动， 不能有半点虚

假。 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中，要坚决克服“畏难”和“依靠”思

想，树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的勇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千方

百计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持之以恒地做下去，务实创新，力求

实效。 去年以来，市委、市政府一直强调实行“四一”招商法，即：

明确一个产业、选准一个地方、持续一个年度、兴起一个产业，集

中人力、物力、财力发展智能终端（手机）、电商物流、新型建材、

绿色食品等主导产业，这是着眼于沿海产业转移的大趋势、立足

信阳市情实际的正确取向，也是科学的判断和选择。

目标在前，任务明确。 现在最重要的是扎实推进，善做善成。 我

们坚信，有了新的理念、有了正确的方向和科学的方法，再加上发扬

我们过去抓农业经济时的那种激情和干劲，尽管我们也会面临转型

蜕变的阵痛，也会面临发展现代产业探索新生的艰辛，但只要我们

坚持科学发展观不动摇，信阳的产业集聚区建设一定会快速、健康、

有效推进，靠工业强市、靠工业支撑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也一定会成

为现实。 信阳，必将在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大潮中一展雄姿。

□

王西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