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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非生而知之者”，现实生活中，每个

人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和不足。 而有

的人之所以能很快改变自我，脱颖而出，秘

诀应该就是，掌握了“照镜子”这种约束自

我、完善自我的为人之道。 他们谦虚谨慎，

勤奋好学，严于律己，不懂就问，不耻下问，

善于通过经常“照镜子”，不断从他人他事

中审视自我、修正自我、完善自我。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是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总要求，党

员干部自然就要经常“照镜子”。比如，以党

章为镜，在理想信仰、宗旨意识、工作作风、

廉洁自律上查问题、找差距、明方向，重点

看自身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

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 从而自觉坚守共产

党人的精神家园， 以优良作风和良好形象

取信于民。

劝君经常“照镜子”。常照历史之镜，汲

取历史经验， 深谙发展规律； 常照群众之

镜，铭记百姓之苦，永存爱民情怀；常照党

章之镜，规范自身言行，不改宗旨本色；常

照法规之镜， 强化法规意识， 学会依法办

事；常照典型之镜，砥砺道德品行，自觉见

贤思齐。

当然，“照镜子”必须杜绝形式主义，来真的，要“里子”，不

要“面子”。 不能东施效颦，装腔作势，玩虚的。 只有敢于照、善

于照、勤于照，甚或“一日三‘照’吾身”，才能常扫思想上的“灰

尘”， 常驱心灵中的 “阴

霾”， 常散情感里的 “迷

雾”， 实现人生的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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浉河区 2014 年新农合筹资工作全面启动

本报讯（熊永珍）日前，浉河区

2014

年度新农合筹资工

作动员会召开。 会议对

2014

年该区新农合筹资工作进行了

详细的安排，要求各乡镇办及有关部门，强化组织领导，落实

部门职责，突出宣传引导，营造筹资声势，加强督查指导，强

化资金筹措，确保筹资效果，把这项德政工程、惠民工程抓

好、抓实、抓出成效。

光山开展助保金业务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本报讯（广 才）今年以来，为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光山县助保金委员会发挥主导作用， 积极与金融部门实施

对接，负责助保金贷款业务推进、重点中小企业助保金管理

等工作。 截至目前，该县助保金业务由政府对银行先期拨付

铺垫资金，注入

1500

万元，已有

44

家企业纳入助保金池，

其中有

20

家企业参与融资贷款

22

笔， 总贷款金额

12700

万元。

罗山县乡村医生签约服务覆盖九成农户

本报讯（方建兵）今年以来，罗山县在辖区内推行以社

区、村居为单位，以

50

户至

100

户居民及所辖区域为一个责

任网格，以乡村医生为签约主体，努力打造乡镇

(

街道

)

、村居

(

社区

)

、责任网格“三位一体”的三级服务网格体系。 截至目

前，该县乡村医生与农户签约率达

9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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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常 征）今年，浉河区

的城市管理和我市城市管理大局同频共

振发出了最强音， 既保障了中心城区和

谐发展， 又为信阳市创建国家级卫生城

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再创省级文明城

市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年间， 作为中心主城区的城市管

理部门———浉河区市政管理执法局，开

创了城市管理执法工作新局面。 恰如该

局局长余洪所言：“在大美浉河的靓丽画

图上 ， 有全体干部职工浓墨重彩的勾

勒！ ”

擦亮商业窗口。 “站在北口抬头望，

满眼差、乱、脏”，可谓是昔日商业步行街

旧貌。 素有“豫南第一商业步行街”之美

誉的中心城区胜利北路商业步行街一度

被临时小吃摊、服装摊、手机贴膜摊占道

经营， 严重影响城市卫生环境和经营秩

序。

3

月初，该局新班子首先明确其“干

净、整洁、宽敞、通透”的目标。随即，当面

锣、对面鼓的思想工作展开了。鉴于个体

摊主的既有习惯和生活所需， 该局提出

的“总量控制、务必达标、分类统一”和变

“堵”为“疏”的人性化管理模式得到商

户、居民的响应。 今年“五一”、“十一”期

间，每天购物、休闲市民达

10

万余人次。

每逢节假日， 该局领导班子成员还轮流

带班， 持续加大步行街的管理力度。 过

去，步行街管理常常被通报批评。今年以

来， 步行街管理工作已成为全市窗口区

域管理的亮点，得到区委、区政府和市城

管综合执法局的高度评价。

投身城区防汛 。 今年入夏后 ，头

天，烈日当空；翌日，电闪雷鸣 ，汛情突

发……

8

月

24

日晨， 持续强降雨导致

城区出现险情。于是，该局

10

支抢险突

击队、百余名抢险队员携

8

辆抢险车、

10

台抽水机奔赴查险、排涝、救灾一线。 当

天，该局出动

300

余人次，对工区路等

4

处居民小区、

10

余处道路积水点， 有效

进行了排水抢险处理……

8

月

24

日，市

中心城区紧急防汛工作会上， 市委肯定

了浉河区城区防汛工作：“召之即来、来

之能战、战之能胜”。 浉河区委书记邵春

杰批示， 要求区市政管理执法局站在对

广大人民群众负责的高度， 坚决保护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区长邵七一随即要求区财政局按时足额拨

付防汛经费。

整治城区环境。 再创省级文明城市之际，该局承担

3

大项、

11

小项任务。搞好城管，既要勇气更需智慧。

5

月中旬，该局就结合创

卫和再创省级文明城市的要求，着手大规模综合整治出店经营、占

道经营、市场外溢。较之以往，他们以宣教、疏导为主，先试点、后推

广，有序整治。 一方面采取刚性手段，全面管、管全面；一方面分类

管理、特殊管理、重点管理，确保整治不反弹。 今年以来，该局分别

整治河南路、建设路等市区主要路段农贸市场

11

个，规范违规经

营摊点

500

余家，从根本上改变了市场外溢的乱象。

剑指城乡“三违”。 由于体制不顺、规划和管理滞后等原因，“三

违“现象一度扰乱了浉河区建设秩序。 该局坚持“以人为本，文明执

法、和谐执法、强力执法”的理念，加强执法监管力量，剑指辖区私搭

乱建，不是简单执行拆除任务，而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下转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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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汤圆黄国粉 粉行天下

黄国标准通九州 州州团圆

大地上， 有的角落曾经盛产无上的权

力，有的角落曾经绽放绚丽的诗情，而有的

角落，则蕴藏无穷的智慧。古老的黄国大地，

便是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智慧的存在。

3000

多年前， 灿烂的淮河农业文明在这里诞生；

3000

多年后， 河南黄国粮业股份有限公司

在这片故土上萌芽崛起，繁花盛开。

弋阳东路 ，东临京九 、宁西铁路 ，西临

106

国道，

312

国道贯穿公司南、 北两区，占

地约

14

万平方米。 这些关键词之于潢川人

来说，并不仅仅指代黄国粮业，在潢川县人

民群众心里，黄国粮业，就是中国汤圆粉的

“故乡”。 因为，全国五大速冻食品企业所用

70%

的汤圆粉，都是“黄国粉”。

从

2002

年至今， 黄国粮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其独特的市场意识，在创品牌，求发展

的改革创新路上，紧紧抓住市场动向，及时

调整产业结构，把原来生产低端糯米粉的生

产线进行技术革新， 先后投资千万元资金，

建设了三条日生产能力达

700

吨的现代化

糯米粉生产线，从而一下子实现了由传统工

业，向现代化工业的转型。就是这样，黄国粮

业经过

11

年的改革创新，目前，公司已拥有

固定资产

5.2

亿元，年销售收入

6.6

亿元、利

税

5000

多万元，一跃成为国内最具规模、技

术装备最先进的糯米粉生产企业。

“我们是‘三全’、‘思念’、‘科迪’、‘湾仔

码头’、‘龙凤’ 等国内知名速冻食品企业的

原料主供应商和战略合作伙伴，享有‘中国

汤圆黄国粉’的业界赞誉。 目前，在

10

个思

念牌的汤圆中，有

8

个就是用黄国牌糯米粉

原料做成的。 ”黄国粮业公司技术负责人杨

俊生说到这里，眉飞色舞，得意之情溢于言

表。 这是黄国粮业的骄傲。

糯米粉产业是伴随着上世纪

90

年代速

冻汤圆产业的兴起，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当初，

多为小作坊加工，没有规范的技术标准，食品

安全得不到保障。 为此，黄国粮业于

2006

年

初与河南工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合作， 编制出

《白糯米粉河南省地方标准》。经省质量技术监

督局颁布，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省实施，

填补了糯米粉省级标准的空白。 目前，该公司

编制的《汤圆用水磨白糯米粉》标准，几经修

订，已由国家粮食局审定发布，在全国实施，成

为全国糯米粉行业统一适用的行业标准。

黄国粮业深知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产品

创新。于是，黄国粮业与武汉工业大学合作，

开展一系列 “糯米粉综合利用增值技术”研

究 ，

3

项成果被确认为河南省科学技术成

果；与江南大学合作开展“稻米资源的综合

利用及产业化应用关键技术研究 ”， 入选

2013

年度国家

863

科技计划和河南省重大

科技专项项目；与中国农业科学院签订了科

研战略合作协议，筹建全国“稻米精深加工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品牌与技术的一系列组合拳，打通了黄

国粮业的“任督二脉”，打开了它走向成功的

道路。 路的开始，有点清冷，有点混沌，然而

越走越开阔，越走越晴朗。 在这不可思议的

11

年里，“黄国粮业”犹如骑上了草原骏马，

鞭鸣蹄飞，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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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程 云

记者感言

战略联盟提升竞争力

走向辉煌，需要一种魄力，这种魄力往

往来源于智慧。 黄国粮业及时地获得并承

继了蕴藏在黄国故土上的智慧基因， 从而

独具慧眼，遥遥领先。当其他的企业尚且停

留在依托科技进步、产品质量寻求发展时，

它早已洞悉先机，转而筹建战略联盟。

黄国粮业于

2012

年初设立全资子公

司———河南瑞田农业种植有限公司，在潢

川及周边县区流转承包农村土地

3

万亩

并逐年扩大，依托公司发起筹建、中国农

科院及“思念”等科研单位和食品企业参

加的全国“稻米精深加工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 对流转土地统筹规划、 分区布

局，创建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园区，实现糯

稻品种更新、品质改良、稳产高产、精深加

工、综合利用。

战略联盟不仅从源头上确保不同品种

优质原粮的稳定供给和食品安全， 还就地

吸纳、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实现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从而最大限度地尽快将联盟

的成果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 实现通过

联盟提高企业自身竞争能力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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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高气爽、墒情适宜，潢川县抓住霜降前后小麦最佳播种时机，抢天夺时，已累计播种

38

万亩，占预计播种面积

70%

。 图为昨日，潢川县魏岗乡余店村群众正在抢种小麦。 蔡 丽 邬 盛 摄

信阳粳稻首次纳入国家托市收购范围

本报讯（记者 殷 英）昨日，记者从

市粮食部门获悉，今年，我市粳稻首次纳

入国家托市收购范围， 三等粳稻托市收

购价为

1.50

元

/

斤 ， 与中籼稻托市价相

比，每斤高出

0.15

元。

2012

年以来，我市主持实施了“豫南

稻区籼改粳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项目，这

是我市主持承担的首个河南省重大科技

专项。项目启动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

确领导下，在各县区、各部门的共同努力

下，我市大力发展粳稻生产，取得了显著

成绩。 去年整个豫南稻区粳稻生产面积

100

万亩，平均亩产

670

公斤，部分田块

达到

800

多公斤。今年市政府把“籼改粳”

项目实施工作列为“十大项目”之一，实现

了在全市推广

120

万亩粳稻生产的目标，

目前粳稻已开镰收割。

为真正让项目成果惠及种粮农民 ，

今年以来，市粮食部门及早谋划，强化措

施， 积极争取将我市粳稻纳入国家托市

收购范围。 日前，国家发改委、国家粮食

局等

6

部门出台 《

2013

年中晚稻最低收

购价执行预案》， 明确河南的粳稻与东

北、 安徽等主产区粳稻一起纳入国家托

市收购范围。 信阳粳稻成功纳入国家托

市收购范围，为我市下一步加快推进“籼

改粳”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

当前，正值我市稻谷收购时节 。 为

方便农民卖粮，市粮食部门根据我市粳

稻种植分布情况，加大了对我市粳稻纳

入国家托市收购的政策宣传力度，让广

大种粮农民充分了解国家的惠农政策，

同时会同中储粮 、市农发行 ，在粳稻主

产乡镇安排专门收储库点 ， 并做好仓

容 、器材 、样品 、人员培训等各项工作 。

上级宣布启动粳稻托市收购后，我市将

立即挂牌收购 ，确保不出现农民 “卖粮

难 ”现象 ，切实保护广大种粮农民的利

益和种粮积极性。

固始 ：便民服务顺民意

新县 ：化解矛盾解民忧

本报讯（王 徽）近年来

,

为进一步深化

党务政务公开，加快基层政府“两转两提”，

固始县以基层公开为抓手，以群众需求为导

向，以便民服务为目的，以阵地建设为重点，

在全县

33

个乡镇（办事处）都建立了“便民

服务中心”，实行“三个三”的基层党务政务

公开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切实做好便民服

务工作，收到了良好效果。今年以来，全县便

民大厅共受理群众咨询

1600

多人次， 办理

各项业务

700

余件，办结率达

98%

以上。

抓好“三个方面公开”。 即便民内容方

面公开、便民程序方面公开、便民收费方面

公开。 该县通过宣传页、公开栏和电子屏等

载体对为民办事的业务范围进行公开，供群

众“对号入座”；对办事的工作流程等公开，

供群众“按图索骥”；将各项服务的收费项目

和标准公开，严禁“搭车收费”。

抓好“三个环节公开”。抓好受理环节公

开。 该县各乡镇、办事处便民中心业务范围

内的事项均由代办人全程负责，实行首问责

任制，不推诿、不扯皮。 抓好承办环节公开。

能在便民中心直接办理的立即办理，不能直

接办理的，由承办人说明原因，指明方向，告

知办理人。 抓好整改环节公开。 群众对于便

民中心办理的事项满意不满意， 高兴不高

兴，可以在意见簿上留言，由专人搜集整理

反馈，确保为群众零距离、零差错服务。

抓好“三个重点公开”。该县一是重点促

服务平台到位。 各乡镇、办事处均建设了高

标准的便民中心，精选素质高、业务熟、协调

能力强的业务骨干进驻， 配备了电话及电脑

等办公设备， 保证硬件设施到位和窗口人员

到位。二是重点促服务机制到位。完善了预约

服务制、一次性告知制、联审联办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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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项办事制度和工作机制，制定了各窗口《服务

指南》，保证了规范运行。 三是重点促监督检

查到位。县、乡纪检机关对中心开展服务情况

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和暗访， 发现问题

严肃处理，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本报讯（李永佳 虞 静 钱洪波）“双百”

（百起信访案件百日查办督办） 专项治理活

动开展以来， 新县综合运用法律、 政策、行

政、经济等手段，坚持“四个狠抓”，有效解决

涉法涉诉方面的信访问题，及时将一批信访

矛盾化解在基层，从源头上减少和避免了越

级上访和集体上访的发生。

狠抓领导接访化解。该县坚持每周有一

名县纪委班子成员在信访室带班接访，县委

常委、纪委书记每月至少在县群众来访接待

中心接访一次，通过面对面听取群众反映具

体情况，对能够现场解决的信访问题立即解

决；对部分合理的诉求，责成相关部门尽快

加以解决；对群众要求合情合理但法律法规

和政策没有明确规定的，用足用活政策予以

解决。

狠抓教育疏导稳控。该县严格落实基层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制度， 各乡镇区纪委、县

直单位纪检组明确专人担任排查员，重点关

注易引发信访问题的市政工程、土地征用和

城镇房屋拆迁领域，凡发现侵害群众切身利

益的信访案件， 县纪委信访室超前介入，及

时化解。 对重点信访人员，逐人逐案建立稳

控责任台账， 明确责任单位和稳控责任人，

严格落实包案责任，充分发动社会方方面面

的力量，用亲情、友情、真情感染他人，让当

事人明白事理，分清利弊，共同做好思想教

育工作。

狠抓复查复核终结。该县纪委对每起群

众不满意而重复上访的信访案件，积极引导

进入复查复核程序，抽调专人组成复查复核

小组，勘查有关现场，及时与信访人和相关

证人见面，广泛搜集证据。 全面审查所有证

据材料、申请人的申请和原处理意见，积极

寻找法律和政策依据， 准确作出处理结论，

保证每一起案件都能够通过复查复核而终

结信访。

狠抓依法依规查处。 该县对本级受理

的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信访问题， 立即进

行速查快办。 该县速查快办中心对每起案

件及时建立工作台账，迅速成立调查组，深

入实地调查走访， 力争在最短时间对案件

查结，凡违纪违规的当事人，一律严肃予以

党政纪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