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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10所学校被命名为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
本报讯（记者殷英）近日，市地震局、市教育局、市科

技局联合发文，命名信阳市羊山中学、信阳市河区河中
学、信阳市第二高级中学、淮滨县城关镇第二小学、新县宏
桥小学、罗山县第二实验小学、潢川县付店镇中心小学、潢
川县中心幼儿园、 光山县第一初级中学、 商城县第一中学
10

所学校为“信阳市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 据了解，为
普及防震减灾知识，今年以来，我市开展了创建防震减灾科
普示范学校活动。此次创建活动以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
家庭，影响整个社会为目标，通过主动、慎重、科学、有效地
开展防震减灾知识教育， 全面提升我市中小学师生防震减
灾意识和能力。

固始县粮食生产实现“十连增”

本报讯
(

家江邢义
)

笔者昨日从固始县粮食部门获
悉，

2013

年，固始县粮食生产实现了“十连增”。全县粮食作
物播种面积

234.81

万亩， 较
2003

年的
174.47

万亩增加
60.34

万亩，增长
34.58%

；平均亩产
517.1

公斤，较
2003

年
的

343.45

公斤增加
173.7

公斤，增长
50.56%

；总产
12.1413

亿公斤， 较
2003

年的
5.992

亿公斤增加
6.1493

亿公斤，增
长

102.63%

。 全县粮食人均占有量
867.2

公斤，较
2003

年
的

440.6

公斤增加
426.6

公斤，增长
96.82%

。十年粮食累计
增产量达

51.47

亿公斤。

息县电业总公司档案管理通过省特级认证
本报讯（栗霞）日前，息县电业总公司顺利通过省档

案局档案工作规范化管理全面评审， 达到企业档案工作
规范化管理省特级标准。 该公司注重发挥档案资料的服
务职能，先后组织编写了《电业志》、《

2013-2015

年三年
发展规划》、《息县年鉴》等；公司科技创新工作成果突出，

2013

年荣获省电力公司科技创新一等奖， 光伏发电项目
受到上级部门的肯定和关注。 完善的档案管理在电网改
造、息县城乡发展规划等多项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资料
参考、数据论证等作用，档案开发利用的服务职能进一步
体现。

流浪乞讨人员冬季救助启动
路遇流浪者请拨 6552041或 110

本报讯（记者方慧玲）天气日渐寒冷，

流浪乞讨人员如何过冬牵动了很多人的心。

记者昨日从市民政部门获悉，即日起全市启
动流浪乞讨人员等特殊群体冬季救助工作，

严防流浪者冻死、饿死、煤气中毒等安全事
故发生，确保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基本生
活权益得到较好保障。

救助对象为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
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农村“五
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因
被盗、被抢、被骗而生活无着、流落街头，并
能提供相关报案证明的人员；因务工不着无
经济来源而露宿街头的人员；在我市街头流
浪的少年儿童。 对这些救助对象，将按照属

地首助、先救后助、自愿求助、分类施助的原
则， 区别不同情况， 无偿为其提供医疗、食
宿、通信联络和返乡乘车凭证等服务。

在街头发现身体状况正常的救助对象，由
县区、乡（镇、街道）、村（居委会、社区）首先救
助，视情引导或护送至救助对象发现地的救助
机构；街头发现疑似精神患者且已发病狂躁的

救助对象，可直接报
110

，由
110

护送至精神病
医院；街头发现的智障流浪乞讨人员，可直接
联系或护送至救助对象发现地的救助机构；街
头发现有其他疾病的救助对象，按照先救治后
救助的原则，第一时间拨

120

送就近医疗机构
救治，或拨打救助热线，由救助机构送定点医
院救治；街头发现流浪未成年人，直接联系救
助对象发现地的救助机构或报

110

，发现利用
婴幼儿或未成年人乞讨的，直接报

110

。

我市群众若在市中心城区碰见流浪乞
讨人员，请视情引导、护送至信阳市流浪乞
讨人员救助站，也可拨

110

或流浪乞讨人员
救助热线

6552041

、

3061919

。

信阳有座书画院

信阳市河区东双河风情旅游小镇的白庙村，有座书画院，

名曰：信阳书画院。

走进这座占地
30

余亩的书画院，园内水清林翠、风景秀丽，

别具特色的景观亭台，蜿蜒曲折的水上回廊，错落有致的园林集
珍，纯正的原始韵味与现代的园林风格相辉映，凸显深厚的人文
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我们创办这么一个具有大别山民居建筑风格的书画院，旨
在借助信阳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天然的地理环境， 致力于打
造一个全国著名的书画交流创作基地， 为信阳及全国书画工作
者及爱好者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交流平台。”信阳书画院院长
江其峰昨日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我们书画院着力组织开展
大型书画展览、学术交流、创作采风及公益事业活动，倾心尽力
推动信阳书画艺术的发展。 ”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山清水秀，古朴自然，茶香石韵，环境
幽雅，是艺术家们观赏、休闲、创作的乐园。 目前，已经建设有国
家一级工艺美术家周厚安根艺馆和

2000

多平方米的主楼，还有
展厅、学术报告厅等。 办公区、休闲养生区、展览区、创作区功能
齐全、设计完善。 流连于此，顿觉心情舒畅。

采访期间， 正遇到河区东双河镇党委书记方强到信阳书
画院实地调研。在攀谈时记者了解到，该镇得知书画院急需扩大
办院规模后，非常重视，几次主动上门服务。 “作为东双河镇党
委、镇政府，对于像信阳书画院这样的文化产业园，我们自然要
大力扶持。”方强告诉记者，“我们正在帮助信阳书画院解决二期
建设用地的实际问题， 帮助其在辖区配套建设大型原生态写生
基地， 利用这一方优美的大自然风景， 激发艺术家们的创作灵
感，为大美河建设增光添彩，为信阳市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
荣贡献力量。 ”

“在这里，我很容易就找到了创作的灵感，这里的环境太好
了，我已经接连写了三天，创作了一批自己很满意的作品。”记者
遇到正在这里创作的我市著名书法家年鹤岭。 他在交谈中对这
里的环境赞许有加：“明年我准备搞一个大型的个人书法展，展
出的地方就放在这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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潢川：美丽乡村“形”美“心”更美

本报讯（龚文文邬盛）一栋栋农
家别墅鳞次栉比， 通村入户的水泥路干
净整洁， 清澈见底的池塘中几只小鸭嬉
戏打闹， 三三两两的老人在不远处的健
身广场锻炼着身体， 拉着家常……

12

月
16

日，笔者走进潢川县仁和镇连岗村，映
入眼帘的便是这一处处闲适美丽的场
景。

连岗村是潢川县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潢川县按照十八大
报告中“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全面改善
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要求，坚持以政府
为主导，以群众为主体，全面开展美丽乡

村建设，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实现了村村
有健身广场、 乡乡有垃圾中转站的目标。

同时开展“清洁家园”卫生教育活动，从思
想观念上改变群众的生活习惯，引导村民
们讲文明、讲公德、保护环境，真正让农民
群众守住田园风光，享受城市生活。

“还是党的政策好呀，以前俺们村里
垃圾乱倒、 苍蝇乱飞， 你看看现在多干
净，隔不多远就有垃圾桶，连小孩子都知
道讲究卫生了。 ”连岗村

90

多岁老人连
文昌指着不远处将塑料袋随手扔进垃圾
箱的孩子高兴地告诉笔者。

在建设美丽乡村中，潢川县不仅注

重“外在美”的建设，更注重“内在美”的
修炼。 “文化火种”工程让文艺的星星之
火，在乡村迅速燎原；“农家书屋”让农
闲时的村民感受到知识的力量；“舞台
艺术送农民”则为他们带来饕餮文化盛
宴……截至目前，潢川县共建设乡镇综
合文化站

17

个，农家书屋
272

个，配备
相关书籍

80

多万册，组织“舞台艺术送
农民” 活动

30

多次， 送电影下乡
3000

多场，组织庙会、农村物资交流会等近
百场，一系列活动把群众参与文化活动
的激情不断推向高潮，增强了农村文化
建设的活力。

文 化 信 阳 看 今 朝

全市共建成乡镇综合文化站179个、村级农家书屋3161个
本报讯（记者黄铎）一台根亲文化大

戏《开漳圣王陈元光》先后赴浙、粤、闽、台等
省市巡演，影响广泛，意义深远，这是信阳文
化艺术工作者的心血力作；数首信阳民歌在
中央电视台惊艳亮相，这是信阳非遗保护工
作的成果；一批文化骨干企业入围全省同类
50

强，信阳文化产业前景光阔……

近年来， 信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着力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通过加大投入、

实施重大文化惠民工程、 深入开展公共文
化服务， 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
果。 全市市县乡村四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日趋健全，基本实现县有图书馆、文化馆，

乡镇有文化站，村有文化大院。 截至目前，

全市共建成乡镇综合文化站
179

个、 村级

农家书屋
3161

个、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县级支中心

10

个和村级站点
3161

个；完
成广播电视村村通建设

8625

个。农村电影
放映工程实施

7

年来，每年放映电影
36120

场；舞台艺术送农民活动开展
6

年来，已累
计演出

1094

场。我市平均每年开展送文化
下乡、 文化广场活动以及社区文化活动
2700

余场， 极大地丰富和活跃了茶乡人民
的精神文化生活。

走进今天的信阳，你会发现：我们可以
到博物馆里感受历史的厚重， 到图书馆里
阅读人生的百味， 到百花之声看芭蕾舞听
交响乐；你还能发现：

3000

多个农家书屋已
然成为农民科技致富的加油站和文化知识
的辅导班， 每年

2700

多场送文化下乡、文

化广场、社区文化活动，丰富了茶乡人民的
文化生活和精神家园。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张冬梅告
诉记者， 今后我市将在统筹各种资源基础
上提升文化软实力。 切实加强淮上文化生
态区的保护，根据信阳特色文化分布情况，

支持相对集中地建立中原根亲文化、 淮上
民俗文化、信阳美食文化、传统手工艺等若
干个文化生态保护中心或传承研究基地。

编制淮河古沉舟考古研究课题， 不断扩大
信阳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何 谓 文 化 软 实 力

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因
素。“软实力”是相对于一国的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资源实力等“硬实力”而言的。

“软实力”一词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约瑟夫·奈提出

,

他认为软实力是“一国
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本国的目标

,

从而使本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
力”。在当下，中国对文化软实力的重视，

及对文化全民性启蒙的必然性是最为迫
切的头等大事。 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国家软实力
关键之所在。

链接》背景资料

河南：着眼发展抓整改务求活动见实效
省级审批项目减少

８５

项，取消节庆、论
坛、展会

５８

项，清理各类检查评比达标表彰
项目

１１９

个……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开展以来，河南省委把抓好整改落实当作
教育实践活动的重头戏， 着眼发展抓整改，

通过省委带头推进整改、省委常委到联系点
督导调研、约谈“一把手”、交叉督查、建立整
改台账、开门整改等一系列举措，边学边改、

边查边改，赢得全省干部群众好评。

“抓好整改落实， 才是教育实践活动的
重头戏”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河南
省委书记郭庚茂及省委常委班子始终坚持
以身作则、先行一步，从学习弘扬焦裕禄精
神、“六问六带头”做起，带头抓学习、听意
见、查问题，带头开展“群众三评”，集中解决
“四风”方面的突出问题，受到中央督导组和

全省干部群众好评。

针对整改落实工作，省委书记郭庚茂明
确提出，衡量活动质量和效果，最根本的是
看整改落实得到位不到位，问题解决得好不
好，群众满意不满意。抓好整改落实，切实解
决问题，才是教育实践活动的重头戏。

为了切实整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省委书记郭庚茂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的
职责，多次主持召开会议，针对查摆出的群
众反映强烈、涉及面宽、整改难度大的“四
风”方面突出问题，认真制定落实整改方案。

省长谢伏瞻等省委常委，先后多次深入各自
联系点督导调研、了解情况、直接听取群众
意见，并召开重点部门“一把手”整改工作汇
报座谈会，有力推动了整改落实。

坚持批次推进上下联动同步整改
为了使整改工作能够真正取得实效，活

动一开始，河南省就从查找问题着手，推进
边学边改、边查边改工作，做到能改的马上

改、必须改的坚决改，特别是针对“履职不
力、服务不良、用权不公、为政不廉”四个方
面的突出问题，按照“落实一批、推进一批、

出台一批”的思路，批次开展专项治理。

上面带着下面一起改，上下联动，同步
推进，是河南省活动整改工作一大特点。 为
了使整改工作形成合力，教育实践活动一开
始，省委就下发通知，明确提出第二批活动
单位要对第一批活动中查摆出来的共性问
题、省里确定的专项治理问题，以及自身发
现的问题特别是“四风”问题，不等不靠，即
知即改，推动全省上下在学习贯彻中央精神
上同步进行。

针对活动中查摆出来的群众反映强烈的
问题，从今年

８

月份开始，河南省先后启动了
集中清理和规范节庆活动、严格控制“三公”

经费支出、清退各类会员卡、制止豪华晚会、

治理办事难办事慢的衙门作风、 清理各类检
查评比达标表彰活动、 改进领导班子和省管
干部考核工作、 纠正征地拆迁中损害群众利

益行为等四批
２５

个专项治理项目。

围绕这些专项治理项目，河南省有关部门
还进行明察暗访，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严重
侵害群众利益的反面典型，加大查处、曝光力
度。据不完全统计，活动开展以来，全省共查处
“四风”方面的问题案件

９４９

件，组织处理
１４８６

人，其中党纪处分
２３３

人，政纪处分
４０１

人。

认真开展“群众三评” 确保整改不走
过场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效如何，群
众最有发言权。为充分调动和激发群众参与
的积极性，检验活动效果，在活动的三个环
节，河南省分别开展了“群众三评”工作———

“群众评价、群众评议、群众评判”，即第一环
节重点对“梳辫子”、听取意见情况开展群众
评价，第二环节重点对“照镜子”、查摆问题
情况开展群众评议，第三环节重点对“拉单
子”、整改落实情况开展群众评判。

（下转
02

版）

大图为信阳书画院院内景色，小图为书法家年鹤岭在创作。

□

本报评论员

进一步增强信阳文化软实力

——— 以深化改革创造信阳发展新优势系列评论之七

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增强国家
文化软实力，必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激发
文化上的创造活力， 来促进国家和地区的
发展。

文化产业作为国家战略，实际上，在党
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就已经明确， 此次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向市场明确了文化产
业的地位，同时，作为一项行业未来预期向
好的信号也再次得到明确。

结合我市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市委书
记郭瑞民在日前召开的全市领导干部会议
上强调， 通过深化改革增强信阳文化软实
力。 同时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
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
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
化市场体系，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

文化开放水平，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
的精神食粮。

近年来，我市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初步
形成由新闻传媒业、文化娱乐业、文化旅游
业、印刷广告业、教育培训业等组成的产业
体系；实行文化惠民工程，文化基础设施建
设得到加强，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但
同时，信阳文化产业仍存在创造力不足、特
色不鲜明、竞争力不强的问题，这要求我们
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发展的
新思路、新模式，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突出
特色，推动我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完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是进一步深
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紧迫任务。当务之急是
要围绕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事、政企、管
办分离， 给文化企业以充分的自主权，强
化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
服务的职能，使政府及文化行政部门实现
由“办文化”向“管文化”、由主要管微观向

管宏观的转变，从行政管理为主向综合运
用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管理转变，由主
要管理文化系统的文化工作转向提高综
合协调能力、提高文化产品的竞争力和文
化综合实力等推动全社会文化发展上来，

通过制定政策、提供文化产品、加强公共
文化服务监督，创造公平环境，维护公共
秩序，为各类文化市场主体营造宽松的发
展环境。

发展文化市场， 培育各类文化市场主
体，应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拓宽投入渠道，放
宽准入领域，引导个人、企业等社会力量加
入到文化建设的大部队中来，形成以政府为
主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新
格局。 同时注重推动资源共建共享，建设文
化惠民工程项目， 提升公共文化的硬件水
平，推动学校等有条件的单位将文化设施向
社会开放，实现不同层级、不同领域公共文
化资源的互联互通和综合利用。

树高千尺总有根。 如果把文化建设比
作植树， 那么植根于群众土壤的大树才会
根深叶茂， 吸收了群众养分的大树才会生
生不息。作为文化的主人，人民群众希望在
文化上能够创新、创造、创意、创业。要充分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及
时总结提炼和积极推广源于群众、 生动鲜
活的文化样式、文化载体，把蕴藏于人民群
众之中的智慧和力量进一步挖掘出来、释
放出来。要充分发挥信阳民智优势，大力弘
扬大别山精神， 总结推广平桥区公共文化
建设经验， 健全群众性精神文明活动的体
制机制，凝聚加快发展的强大合力。

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
赞成，是检验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标准。文
化体制改革，同样应始终以人民为导向，保
障好人民的文化权益、 提高全社会的文化
生活质量，让文化的阳光普照人民大众，让
人民群众在文化沐浴中生活得更加幸福。

□

本报记者向炜文
/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