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潢川县黄淮大丰收现代高效农业观光示范园成立以来，

积极打造高效农业与观光旅游相结合的新模式， 走出一条高
科技、高效益的新兴农业发展的路子。图为昨日该园的农科人
员在示范园内观察黄瓜长势。 陈柏松郭海峰摄

林业惠民发“新芽”

———罗山县探索林业资源社会化服务新路子（上）

走进罗山县尤店乡鱼台敬老院，在每一排
住房前的空地上，映入眼帘的是整齐的绿化围
绕着一畦畦菜园；红叶碧桃、大苗桂花、红叶
石楠、石榴、木瓜等观赏花木，栽植得错落有
致；在连接前后院的

250

米长廊里，一棵棵葡
萄树似乎在等待春天到来， 为老人撑起一片
绿荫……虽已近深秋， 敬老院里依然生机盎
然。这花园式的敬老院，是罗山县林业局在“四
进四提升”活动中，依托自身优势，创新服务模
式，在全县实施“三绿”工程结出的硕果。

罗山在全县组织开展“四进四提升”活
动，即进乡村，提升基层组织服务水平；进社
区，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进农户，提升平
安罗山建设水平；进企业，提升服务经济发展
水平。如何将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但又不脱
离本部门实际，在发挥特长中做得有意义、有
实效，最终达到既让群众满意，又能产生长期
的社会效益；既能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又能创

建社会文明新风？ 该县林业局将“四进四提
升”与本部门的实际和群众所需结合起来，提
出了“林业资源社会化，社会服务公益化，公
益服务长期化”的总体思路，决定在全县实施
绿色助学、绿色敬老、绿色进社区的“三绿”工
程，让林业惠民发出新芽，开出新花，结出新
果。

“三绿”工程既是林业社会化服务的一项
新事业， 又是一项长期惠民的公益性生态文

化事业，必须科学规划、精心设计、严格管理、

务求实效。为此，该局专门成立了一套领导班
子和设计管理班子，计划利用

3

年时间，投资
700

万元，对县域内
50

所农村小学，

30

所乡、村
敬老院，

20

所村级社区（党员服务中心）进行
绿化达标建设。“三绿”工程分设三大主题，即
学校的主题为“桃李争春”，敬老院的主题为
“夕阳无限”，社区的主题为“和谐共生”。三大
主题既相对统一，又特点鲜明，最终形成春有

花朵、夏有浓荫、秋有色果、冬有阳光的生态
园林环境，以及标准统一、主题鲜明、内涵丰
富和宜学、宜居、宜赏的生态文化环境。

“三绿”工程从今年
10

月开始实施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前竣工。计划今冬明春完成总任务
的
34%

，明年完成
40%

，第三年完成
26%

。

第一批计划投入资金
375

万元，实施
50

个
单位。截至

10

月
30

日，已完成施工单位
18

个，

投入资金
156

余万元。 其中投入劳力
432

个工
日，动用施工机械

50

辆次；共栽植大规格绿化
苗木

1669

株、绿化小苗
36000

余株，地被草灌
植物

1400

平方米。

新做法引来了新说法。 由该局干部职工
组成的施工队每到一处， 都能引起当地群众
惊喜： 栽树种花的为我们搞起了免费绿化啦！

这句话包含许多深意，既有疑惑，也有喜悦。而
林业局这份“份外”的义务工作，用事实打消了
群众的疑虑，赢得了群众的赞许。所以说，他们
栽的不是树、种的不是花，而是播下了爱民、为
民、惠民的种子，而种子总是要发芽的。

编者按：今年以来，罗山县林业局按照罗山县委提出“四进四提升”活动的总体要求，

依托行业优势，创新为民工作方法，实施绿色助学、绿色敬老和绿色进社区的“三绿”工程，探
索出林业资源社会化公益服务的新路子和好做法。新就新在不是“送”资源或项目，而是利用
自身优势，将其当做一项为民的事业去做，长期坚持；好就好在不是选择一两个点，“刮一阵
风”，而是把部门权力和资源社会化、公益化，让生态文明在管辖范围全面开花。倘若我们每
一个部门都把为民当做一项事业去做，党群干群关系不愁不密切，富民强国的梦想不愁不早
日实现。基于此，罗山县林业局的做法值得提倡。本报今起刊发《林业惠民“发新芽”》、《林业
服务社会化》、《林业新风进万家》上、中、下三篇文章，以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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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念 创 新 抢 先 机

他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工作踏
实认真，全心为国营企业服务；他老骥伏
枥，抓住改革开放机遇，不惧创业艰辛，全
力做好水泥事业；他年过花甲，热爱诗词
歌赋，热心公益，积极支持文化产业。他就
是金龙水泥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小根。

与张小根交谈，不像是采访，更像是
在听一则动听的故事， 感受一段激情的
岁月，他用“胆”、用“智”为我们描绘了一
幅人生励志的画卷。观念创新抢先机，循
环经济定思路。 金龙水泥把工业废渣利
用起来造福社会，既达到资源综合利用，

又符合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家产
业政策。不仅为平桥电厂、华豫电厂解决
了粉煤灰渣等固体废弃物排放的难题，也
一举成为信阳发展循环经济的龙头企业。

62

岁的张小根用他人生的前
49

年积累
了阅历，沉淀了智慧。用他创业人生的

13

年
打造了自己的水泥“帝国”。正如他所作的
词《水调歌头·金龙赋》（三）抒怀那样：“金
龙已腾飞，豪气冲九天。全员参与管理，人
人干劲欢。经济实力剧增，社会声望倍添，

世人刮目看。携手奔小康，和谐同构建。大
平台，高起点，新观念。管理科学创新，优势
更突显。抓住废物利用，咬定循环经济，方
向不偏离。紧跟新时代，唱响主旋律。”

□

本报记者邹乐

借势而为 金龙乘循环经济腾飞

变废为宝 资源因高效利用再生

从国营水泥厂的技术员，到信阳水泥产
业“大亨”。他在年近半百之时开启了人生创
业的新旅程，他用

13

年时间倾心打造自己的
水泥产业“帝国”，不仅创造了令人欣喜的社
会财富， 而且致力清除污染环境的毒瘤，将
颇受污染争议的传统水泥行业成功转型成
为豫南资源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的龙头
企业。他是谁？他的企业又是如何做到的？

昨日，记者来到位于平桥区的信阳金龙
水泥有限公司，干净、整洁的院子里几辆大
车正在有序进出， 见不到任何垃圾和粉尘，

一扫以往对水泥厂尘土飞扬的印象。当见到
董事长张小根并听完他曲折、励志的创业人
生， 以及对发展循环经济的独到见解时，记
者不得不对眼前这位年过花甲的企业人竖
起大拇指。

1985

年，当时已经
34

岁的张小根来到确

山水泥厂工作， 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水泥专
业的他在厂里当起了技术员，一干就是

15

年。

2000

年，由于全国经济形势转变，国营企业面
临生存危机，就在这个时候，张小根心里萌发
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要抓住改革开放的机
遇，建自己的水泥厂！但成立一个像样的水泥
厂决非一件简单的事， 光资金投入就要

2000

万元左右。这对于当时的张小根来说，就是个
天文数字， 可他凭借着个人魅力和人脉关系
硬是把信阳金龙水泥有限公司筹建起来了。

2001

年以前，平桥电厂、华豫电厂的粉煤
灰渣、 信阳恒达磷化公司的磷石膏年排放量
约
80

万吨。 这些工业废渣堆积如山， 无法利
用，占用土地约

400

亩，露天堆放，粉尘飞扬，

不但成为平桥区环境污染的毒瘤， 而且运输
和堆放这些废渣也成为这几个企业的沉重负
担。面对这种情况，刚刚从确山水泥厂内退并
在水泥行业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的张小根看
得很清楚。“这些废品既污染环境， 又需大量
资金来处理，但却非常适合做水泥！”谈起创
业之初，张小根记忆犹新。于是他当机立断，

将公司建在这三个企业之间，生产水泥，决心
发展循环经济。

“我们就是要将废弃资源再生， 变废为
宝！ 平桥电厂每年有

20

多万吨粉煤灰需要处
理，华豫电厂每年也有几十万吨的粉煤灰、炉
底渣可供给我们生产水泥， 废渣资源十分丰
富，既废物利用，保护了环境，又降低了生产
成本， 真可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

收。”张小根言语中透出几分自豪。

2012

年信阳金龙水泥有限公司年产水泥

达
100

万吨，实现产值近
3

亿元，利税
1000

万元
以上，利用粉煤灰、铁合金炉渣、碎屑、脱硫石
膏等固体废弃物

27

万吨。金龙公司通过了“质
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三体系”认证，荣获
“河南省著名商标”、“河南省节能减排十佳单
位”、“信阳市规模效益

30

强企业”等称号。“为
了保证水泥工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并继续
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贡献， 最佳的出
路就是发展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金
龙水泥肯定会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好更远。”

张小根充满信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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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感言

□

本报记者周海燕邹乐
张继疆程成

跨 越 时 空 的 改 革 坐 标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 详见今日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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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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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金辉）“《信阳日
报》 真是了不起， 为了弘扬中华茶文
化， 宣传信阳毛尖茶， 展示信阳新成
就， 该报竟然为第九届中国茶业经济
年会编辑出版了

16

版的《信阳日报·第
九届中国茶业经济年会特刊》，为在我
们岳阳召开的第九届中国茶业经济年
会增添了一道靓丽风景， 实在是令人
钦佩。信阳了不起！”这是日前在湖南
岳阳第九届中国茶业经济年会报到现
场， 一位岳阳的会议负责同志在看到
信阳代表团带去的《信阳日报》时的感
叹。

中国茶业经济年会是我国茶叶行
业最大的信息交流和沟通平台，是增进
国内外茶叶协会、研发机构、生产企业、

流通组织、产茶地区之间进行交流合作
的桥梁和纽带。 抓住年会这一特殊机
遇，对于宣传信阳茶、发展壮大信阳茶
产业、展示茶都信阳新风采有着深远的
意义。为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
于大力发展茶产业的指示精神，着力打
造全国知名品牌，不断提升“茶都信阳”

新形象，顺利争取
2015

年中国茶业经济
年会在信阳召开营造浓厚舆论氛围，信
阳日报社党委按照市领导指示，在时间
紧、任务重的情况下，迅速成立了以社
长钱长琨、总编辑张宗和和分管编务工
作的副总编辑为核心的领导小组，并专
门召开全社会议，部署编采工作。全社
上下站在“出精品力作、展信阳风采”的
高度，群策群力，加班加点，并在市茶办
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终于使年会特刊
在第九届中国茶业经济年会开幕之前
顺利出版。

《信阳日报·第九届中国茶业经济
年会特刊》 在随日报正常出版的情况
下，又额外印刷

5000

余份。在第九届中
国茶业经济年会的

3

个报到现场，

2000

份《信阳日报·第九届中国茶业经济年
会特刊》被来自全国各地的与会代表争抢一空。他们纷纷根据
各自所从事的工作角度出发，不断地交流着、讨论着，并对我市
的
8

个产茶县区在发展茶产业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赞不绝口，

对我市以信阳毛尖集团为首的茶企的强劲发展势头表示赞叹。

一些多次参加过茶业经济年会的代表向信阳日报社与会同志
表示，《信阳日报·第九届中国茶业经济年会特刊》 让人赏心悦
目，希望来年能够看到更多更精更好的来自信阳的茶业特刊。

□

本报记者李小然李春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