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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时秀敏关心亮

让产业集聚区成为发展的核心增长极

信阳“两会”期间，产业集聚区建设
成为代表和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他们纷
纷结合《政府工作报告》 和自身工作实
际，畅谈心得体会，积极建言献策。

发展现状：破茧成蝶
蛇蜕龙变，茧破蝶飞，信阳产业集聚

区发展驶入快车道。

2013

年， 全市产业集聚区预计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

799.2

亿元，增长
31.4%

，占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到

54.3%

；

预计产业集聚区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
收入

1128

亿元，增长
21.3%

，占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的

67%

， 产业集
聚区的综合带动作用日益增强。

全市
13

个省定产业集聚区各有特
色，电子信息、现代家居、纺织服装、新
型建材、机械制造、绿色食品、商贸物流
等，竞相争辉。信阳电子信息、绿色食
品、现代家居被列为省重点培育的千亿
元产业集群。其中，信阳市产业集聚区
是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电子
信息产业集聚示范区，多个“信阳制造”

填补了“河南空白”。与此同时，智能显
示终端、智能通信终端、数码影音终端
三大产业链初步形成。 不久的将来，裸
眼
3D

技术、蓝光播放系统、

OLED

显示产

品以及更多高精尖电子技术和设备将
陆续在信阳出现，成为新一批“信阳制
造”。

栽下梧桐迎金凤。如今，全市各产业
集聚区集聚效应凸显，吸引了中铁集团、

中国兵器总公司、中建七局、上海宝冶、

中国维维集团、雨润集团、天瑞集团等一
大批国内外知名企业到信阳投资兴业。

两会声音：克难攻坚
信阳产业集聚区稳步发展的背后也

不无隐忧：产业雷同，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特色不鲜明；从事传统行业的单位多，高
新技术单位少；布局分散、个头偏小等问
题给各个集聚区的发展带来了困扰。

“当前支撑信阳加快发展、科学发展
的主要载体仍是产业集聚区。 产业集聚
区不仅加速了新型工业化进程， 也有力
带动了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协
调发展， 已成为区域经济跨越发展的引
擎。”市人大代表、息县县委书记余运德
说：“发展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在所难
免，但只要正视问题，克难攻坚，就一定
能够无往不胜！”

传统农业大县息县， 既无地矿之
优， 亦无山水之秀， 工业基础相对薄
弱。然而短短几年间，息县产业集聚区
就实现了飞速发展，其绿色食品产业成
为全市

3

个省重点培育的千亿元产业集

群之一。

市人大代表、 息县峰刚粮食制品有
限公司总经理李刚见证了息县绿色食品
产品的传奇。一年前，该公司产品还只是
单一的面粉和大米，现如今，“息县坡”馒
头、保鲜面条、异型面叶、挂面等已成为
该公司的主打产品。在李刚看来，公司主
食产业越做越红火， 得益于息县人的睿
智选择， 同样离不开全市大力发展产业
集聚区的宏大气魄和优良环境。

李刚说，信阳产业集聚区发展，需要
龙头企业的支撑。 政府应给予一定的优
惠政策，坚定不移地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实现企业和集聚区的可持续发展。

市政协委员、中晶（信阳）建筑工程
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春霞说：“全市产
业集聚区建设，政府应进一步统筹规划，

分类设置，突出特色。”

针对不少代表反映的集聚区配套设
施需要加强的问题，张春霞认为，企业最
初入住， 肯定会遇到配套能力不足的问
题， 政府应通过优惠政策帮助企业消化
成本，使其能够在信阳扎下根，这样就吸
引更多的同类企业到信阳集聚。 另一方
面，在集聚的过程中，也应把企业需要的
一些产品的生产加工作为新的招商方
向，通过拉长产业链条，最后形成集群发
展。同时，实施优惠政策，鼓励引导企业
向同类园区转移。

未来发展：信心满怀
“加快产业集聚区建设，着力在做强

新型工业上下功夫。”

“着力抓增量补短板。加快发展高成
长性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改
造提升传统产业， 进一步做大产业集聚
区规模，以增量带存量、调结构、补短板，

增强产业集聚区的综合带动和支撑作
用。”

“着力抓集群建基地。大力实施‘集
群培育工程’，集中优势资源要素，支持
高端制造、绿色食品、新型建材三大产业
基地和区域性现代物流中心建设， 不断
培育壮大主导产业集群。”

“着力抓项目强支撑。继续开展产业集
聚区‘投资促进计划’和‘重点项目攻坚计
划’，力争产业集聚区完成投资

900

亿元。”

“着力抓配套优环境。进一步完善基
础设施配套，建立产业集聚区水、电、气
稳定供应机制， 确保建成集聚区道路和
水电管网全覆盖； 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 高标准规划建设一批产品展示中心
和专业性批发交易市场。”

《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产业集聚区
建设的相关论述掷地有声， 无疑为信阳
产业集聚区建设明确了思路， 指明了方
向。我们相信，产业集聚区建设的澎湃大
潮，正在开启信阳美好明天的新画卷！

“两会”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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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人好，好人辈出。”现在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

确实，魏青刚、黄久生、杨正海、陈国礼、曹兴建、田德勤等
“信阳好人”的名字，已经传遍了神州大地，他们的事迹在
很多地方已是家喻户晓，他们为信阳争了光，展现了信阳
人良好的形象，信阳也以他们为骄傲。

在这些“信阳好人”的事迹中，有大有小，有些是为他
人，有些是尽孝道，但是在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点，就
是善良，能把爱的声音传颂于千里之外。近年来，我市在
精神文明建设上下了很大功夫， 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建设，深入开展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活动，

全市共评选推荐好人典型、道德典型
193

人，评选信阳市
道德模范

10

名、信阳好人
10

名。我市黄久生当选第四届全
国助人为乐道德模范， 李守禄获第四届全国见义勇为道
德模范提名奖。 去年， 我市邀请道德模范开展基层巡讲
105

场次、巡演
19

场次，受众超过
10

万人，在全社会营造了
学习道德模范、 崇尚道德模范、 争当道德模范的浓厚氛
围，推动了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今年

1

月
21

日，信阳再次
被授予“河南省文明城市”称号。这些“信阳好人”成为我
市构建文明城市强有力的推手，高举着精神文明、道德文
明的旗帜，引领着诚实守信、朴实善良的社会风尚，越来
越多的群众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站在“信阳好人”的行列
中。

在我市“两会”召开之际，记者采访了部分代表和委
员，深入地了解他们对于“信阳好人”的感想，以及对今后
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展望。

市人大代表刘祖刚说：“我们平桥区始终把营造文明
风尚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通过几年来持续开展‘五好
文明家庭’、‘好婆婆好媳妇’、‘十佳道德楷模’、‘身边好
人’等评选活动，选树一批先进典型，并对评选出的先进
典型进行大力表彰和广泛宣传。从村干部、老党员、退休
老干部、老教师等对象中推选出优秀代表，组成‘道德评
议会’、‘文明点评会’，扎实推进道德讲堂建设，全面促进
村民自觉履行村规民约、文明公约。精神文明建设任重而
道远， 但相信今后我们平桥区像田德勤这样的‘道德模
范’一定会越来越多。”

来自罗山县的市人大代表胡亮胜是信阳大亮实业
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多年来，他为那些考上大学的孩子
提供帮助，免费为他们贫困的家庭安装太阳能，还免费
为
16

万个孩子检查视力，使很多家庭及早了解了孩子的
视力状况。胡亮胜说：“作为一个企业家，我认为在自己
成功的同时，必须要关注社会，关爱弱势群体，多做慈善
事业，用自己的行动做给现在的年轻人看，这样，孩子们
以后也会像我一样，引导更多的人积极向善，关爱他人。

我们县持续大力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充分
利用文化活动室、文化大院、文科卫‘三下乡’等载体，每
年开展党的政策、 科普大集和文明新风教育活动

80

多
次，引导农民崇尚科学、树立现代文明的思想道德观念；

举办各类科技培训班
160

多期，聘请专家和学者，到乡村
开展针对性强的科技培训，提高农民的养殖、种植技术
和致富本领；利用农闲、节日和庙会，开展文艺演出

50

多
场，寓教于乐；修订完善《村规民约》

100

多条，成立农村
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妇女禁赌禁毒协会等

35

个村
民自治组织，引导农民自我教育、自我养成良好的生活
习惯。做好了这些工作，相信我们罗山肯定会成为一个
育养‘信阳好人’的‘暖房’。”

市政协台胞台属、归侨侨眷组委员黄国胜是位律师，他曾对多所山区小学进
行过捐助，更在媒体上声明，愿意为

70

岁以上老人免费提供法律援助，包括打官
司。谈起“信阳好人”，黄国胜这样说：“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始终把创建文明城市作为推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抓手，作为提高市
民文明素质、提升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载体，坚持党政主导、三级联动、部门实
施、全民动手，注重提升优势、巩固基础、完善机制、强化保障，掀起了声势浩大的
创建活动， 保持了创建工作的持续活力， 有序推进了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常态
化。我认为一个城市在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市委、市政府积极作为，各部门相互
配合，市民积极参与，广泛宣传中华美德与典型人物，市民的素质、道德水平就会
日益提高，那么‘信阳好人’、‘道德模
范’的队伍就会越来越壮大，我希望有
更多的人和我一起，向这个行列靠拢，

共建和谐魅力信阳。”

持续求进务实发展积极作为
———2014年信阳“两会”特别报道/两会聚焦

2014

年
2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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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回归创业 助力信阳发展

前沿、 生态和民智是决定信阳经济
社会后发赶超的三大核心优势。 从根本
上讲，信阳的发展，人的因素是关键。信
阳人民是魅力信阳建设的主力， 而成千
上百万已经走出信阳、 活跃在祖国改革
开放前沿的信阳人， 是信阳创业发展的
先行力量。

现今， 国家生产力正加速重新布局
和转型升级，产业转移态势强劲，信阳提
速发展恰逢天时地利，因此吸引、鼓励和
支持信阳驻外人士返乡就业、回乡创业，

聚力家乡发展正当其时，切中关键，意义
深远，是撬动信阳发展的引擎，大批务工
返乡创业的信阳人正在用自己的青春与
智慧建设着自己美丽的家乡。

1992

年， 在省会郑州务工的李广
义在信阳举办第一届茶叶节上敏锐地
发现了“以茶为媒，经贸唱戏”的商机，

他带着
2000

元积蓄和两个茶桶以及赊

来的两桶茶叶， 毅然回到家乡开始创
业。当年李广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广
义茶厂”，如今已成为拥有生态有机茶
种植示范园和茶叶生产基地

5

万亩，固
定资产

1.3

亿元，集茶叶种植、生产、储
藏、销售、研发、茶旅游等多项功能为
一体的大型股份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 而作为青年创业的翘楚，

2007

年
4

月， 李广义获得首届信阳市最具魅力
的“十大优秀青年企业家”荣誉称号；

2008

年
1

月，被共青团中央、农业部授
予“全国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荣
誉称号；

2008

年
12

月，荣获“河南省青
年创业风云人物”称号；

2009

年
4

月，被
评为河南省劳动模范，获河南省“五一
劳动奖章”。

如果说李广义的成功占了“天时、地
利、人和”，而在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青
年返乡创业之时， 共青团所发挥的龙头
与纽带作用，就越发地凸显出来。如何充
分利用自身优势， 做好服务青年创业工

作，为此，在
2014

年信阳“两会”期间，记
者专访了市人大代表、 共青团信阳市委
书记赵君峰。

赵君峰告诉记者，“回归工程”可以
分为返乡就业和回归创业两个层面。

就回乡就业而言， 我们和过去大不一
样，尤其是制造业，就业岗位，数量增
多， 工资待遇和成长环境与发达地区
相差无几， 而且我们还有本乡本土和
城市宜居、 乡村美丽等优势。 回归创
业，家乡信阳的机会更多，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开辟了农村改革和创业发展
的新天地，全市数量众多、产业主导特
征明显的产业集聚区为创业者提供了
良好的创业平台， 新型城镇化的深度
推进为文化创意、 信息咨询、 电子商
务、 都市服务等方面提供了更加广阔
的创业空间。市委、市政府大力实施了
“回归工程”，成效显著，深受赞赏。仅
去年一年， 全市即新增回归创业企业
1056

家， 这个数量是非常了不起的，更

重要的是进一步显现出“滚雪球”和
“星星之火”效应。作为一名市人大代
表和群团工作者，我坚信，市委、市政
府将持续不懈、强而有力地推动下去，

信阳发展的内生性和动力源也将会强
而有力，终成燎原之势。

“回归工程”是一项全民工程，需要
政府、 企业和社会方方面面的聚力参
与。关键点、切入点、牛鼻子和进水口
等重要环节和关键动作要发力起劲，统
筹推进。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华秋实青
年心。新的一年，信阳共青团系统将紧
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富民强市和产业振
兴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联系、凝聚广
大外出青年的优势，通过信阳青年创业
领军人物协会和驻外团工委， 强而有
力、务求实效地推进青年返乡就业和回
归创业行动，让我们的青年民智聚力在
信阳发展的蓝天之下，使他们成为家乡
安居乐业、热情创业、振兴产业的中坚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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