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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义：从 2000元起家到资产过亿

1992

年， 当第一届茶叶节在我市文
化中心拉开大幕的时候， 整个信阳茶乡
都为之沸腾；当“以茶为媒，经贸唱戏”成
为市民津津乐道的话题之时， 在省城打
工的李广义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商机，

带着
2000

元积蓄和两个茶桶以及赊来
的两桶茶叶， 回到家乡开始经销信阳毛
尖；在茶乡搭起的大舞台上，凭着过人的
商业头脑， 当年李广义以自己名字命名
的“广义茶厂”，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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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88

年，我到省会郑州打工，做的
是餐饮业，在大城市的历练，开拓了我的
眼界，让我能够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当
时，从省城到老家，人们的消费意识有着
巨大的差别， 这其中就蕴含着巨大的商
机。 打工的时候，逢年过节，我都会给师
傅带点咱们信阳的茶叶， 当时最好的茶
叶一斤才

8

元， 后来我发现他们都不舍
得喝， 甚至还有人就把茶叶当成稀世珍
宝一样，天天放在床头上看。 ”回首往事，

李广义十分感慨，“

1992

年第一届茶叶节

之后，政府号召茶乡、茶农经营茶叶，还
给了很多的优惠政策和补贴， 我就下决
心回家乡进行经商。当时开的小门店，门
头是自己用油漆刷的， 租金也是靠政府
补贴。 我就凭着

2000

元钱和两个茶桶，

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 ”

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锐意进取的精
神，李广义的公司步入了快速、健康发展
的轨道， 实现了个体户到民营企业的跨
越。

2009

年
9

月，他投资
5800

万元，在董
家河镇陈湾村流转土地

1.3

万亩，建设广
义茶印象园。 广义茶印象园是农业部首
批授予的全国八个标准化茶园示范基地
之一，被列为河南省转型升级“双千”工

程，是信阳市和河区的重点工程项目。

当年怀着到大城市增长见识的想法
和改变家乡面貌的想法外出打工， 经过
几年市场经济大潮的历练， 处处留心学
习市场经济和经营管理知识的李广义增
长了见识，更加锻炼了胆识。如今事业有
成的他致富依然不忘乡亲， 建设茶叶种
植基地，带动群众共同致富，广义茶叶专
业合作社吸收当地

350

户茶农为社员，

2

万多农民直接受益， 安排当地农民就业
300

多人，人均年增收
1500

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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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了人民群众生活更美好

——— 来自新县城市建设与管理的报告

新县，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这是一
座英雄的城市。 从黄麻起义的惊雷到大
别山下的烽火， 从苏区首府的辉煌到红
军浴血的征战， 从游击战争的坚持到刘
邓大军的挺进，

28

年间，这里始终红旗不
倒、火种不灭，铸造了中国革命史上的奇
迹。 邓小平同志曾在新县说：“我们离开

党的领导，活不成；离开了人民，离开了
枪杆子，更活不成。 ”这是对大别山革命
经验的最本质的诠释。

战争年代，新县靠人民群众闹革命；

和平时期，新县靠人民群众搞建设。近年
来，新县县委、县政府把党的群众路线贯
穿于城市建设管理工作的始终， 强化城
市建设投入，完善城市功能，狠抓城市管
理， 提升城市品质， 新县县城先后荣获

“全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国家卫生县
城”、“全国文明县城”等多项殊荣，一座
人民群众自己的城市正崛起在大别山
下。

视群众期待为导向
新县县城，史称新集。 过去是光山县

南部的一个乡镇。国民党统治时期改为县
治，以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峙之“字”命名
为经扶县，

1948

年被刘伯承同志改名为
“新县”。 建国后，新县长期经济社会发展
缓慢，县城更是一个大集镇。 直至上世纪
九十年代初，人们仍形容县城是“一个喇
叭响全城、一个灯泡照全城、一根香烟转
全城”。 之后，历届县领导班子致力于经济
发展和城镇建设，改造老城，拓展新区，县
城得到迅猛发展，

2013

年城区已扩张到
15.3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10

万人。

但是，新县的决策者清醒地认识到，

与时代发展和群众的期待相比， 新县县
城无论是规模还是品质， 不管是功能和
实力，都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比如，城市
几十年来在大山的围合中打圈圈， 因为
建设用地奇缺， 一些不法开发商靠削山
造地来搞建设，对自然生态造成破坏；城
市商业滞后，老百姓买汽车、购家具等很

多还要去武汉；城市投入不足，道路、供
排水等基础设施落后；城市功能不完善，

缺乏休闲娱乐产业， 不符合旅游城市的
要求。 针对这些问题，县委、县政府着手
进行县城总体规划修编， 提出县城建设
要拓空间、提功能、优布局、增实力，进一
步做大做强。

如今到新县，很多人发现，在过去几
年间，这座小城已悄悄“长大”。 县城北
部，是城市空间扩张的主方向。这里规划
了近

2

平方公里的商务中心区和
1

平方
公里的蔡庄行政区，同时通过

213

国道
6

公里改线，开辟县城新的迎宾大道，往北
直达浒湾乡， 把浒湾乡作为县城规划区
的一个新组团。 时至冬季，来到这里，仍
是一片热气腾腾的建设场景。 健康谷区
域，群众的安置小区已在紧张建设之中。

将来， 这里将布局一个大型城市综合体
项目， 建设一批特色街区和高端社区。

213

国道改线工地，几十台挖掘机、运输
车辆一字排开，紧张地施工着。小潢河下
游，县城第三座橡胶坝已经开工建设，届
时， 县城将实现小潢河十公里蓄水壮观
景象。 橡胶坝下游，一座新桥正在建设。

这将是连接新县产业集聚区和商务中心
区的重要通道。 新桥两岸，（下转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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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
２

月
１４

日电（记者尚昆仑姜亮）

元宵节前一天，飘飘落落的雪花，让渐渐远去的年味
又浓了起来。 “打工那么多年，这是第一次能在正月
十五跟家人过节。”正在工厂车间里忙碌的王娟停下
手中的活，乐呵呵地地告诉记者，“厂长说了，元宵节
放假一天。 ”

王娟是信阳平桥区一名普通农民。 往年的这个
时候，她已经远赴他乡务工。今年她在家门口找到了
一份工作，“初八过来上班的，离家里很近，方便。 ”

王娟所在的信阳市户籍人口
８５０

多万， 其中长
期在外务工人员达

２６０

多万。和身边的同乡一样，外
出打工的王娟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少得可怜。 “从
２００４

年开始，我在上海一家服装厂打工，每年腊月
二十七才回家， 正月初六就要走， 去晚了还要扣工
资。 元宵节、中秋节什么的，都是在外面过的。 ”

“在外面是能挣得多一点，但家里孩子也需要照
顾，还是与家人在一起才踏实。”最近这两年，王娟更
多地留在家里。期间有人介绍外出打工的机会，她都
没有去。

王娟说， 眼下的新工作， 得益于家门口的招聘
会。这个春节，很多返乡务工人员都收到了政府发来
的当地用工信息。 村干部让她到离家不远的就业服
务中心看看， 没想到一下子就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还是跟以前一样，做服装，工资保底每月
１６００

元，

还有奖金。 厂子就在村子附近，也能照顾到家。 ”

在信阳市平桥区就业服务中心记者看到， 紧挨
着的招工展板从大厅摆至门口。一有村民来问询，几
家企业的招聘人员就会围上去介绍情况。“招工服务
通勤车”把村民带进周边厂里参观，很多人当场就报
了名。

平桥区曹店村村民曹新华常年在深圳打工。 今
年一回家，就有村干部告诉他，县城的企业在招工，

离家近，待遇也不错。“在外面钱也不好挣，在家里还
能管管孩子，这里有合适的工作就不走了。 ”

作为劳务输出大市， 信阳外出务工人员一年带
回劳务收入达

３７０

亿元。近年来，随着当地产业集聚
区建设加快， 本地企业对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的
需求日益增加。

为吸引在外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就业， 当地政府
在春节期间发布就业岗位

２０

多万个，走访慰问外出务工人员
５０００

多人次，发
送手机招聘信息短信

４０

余万条次，发送招聘手机报
６０

多万人次，向回家过节
的外出务工人员宣传家乡变化、发展形势和用工需求。

王娟所在的国泰服装厂就是当地招商引资的产物。厂长陈奎介绍，这家总
部位于江苏张家港的企业已在信阳开办了两家服装厂。 “过年这段时间，政府
帮着我们在十几个乡镇做了

２０

多个招聘会。 现在还有用工缺口， 打算再招
２００

人。 ”陈奎说，除了用工成本较低外，他们更看重的是当地的劳动力资源潜
力，“现在这边的产业聚集区越来越有名气， 相信以后能留下更多当地人在家
乡打工挣钱。 ”

商城县产业集聚区：调整规划布局 完善配套设施

商城县产业集聚区今年将进一步加
快产业集聚区配套设施建设力度， 调整
规划布局，完善配套设施，编制完成产城
一体化规划，集聚区规划面积由原来的

9

平方公里拓展至
11.7

平方公里， 对
3

个
功能区和

6

个专业园区布局重新进行了
调整。 同时， 严格落实产业集聚区企业
“零阻碍”服务七项制度，严格落实“五禁
止”、“十不准”规定，实行“

25

天宁静工作
日制度”，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

概况与亮点
商城县产业集聚区

2013

年完成规
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118.1

亿元，实
现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99.4

亿
元，全年完成总投资

46.4

亿元，亿元以上
施工项目

35

个， 入驻规模以上企业
41

家，实现税收收入
2.2

亿元，企业从业人
员达到

1.97

万人。在集聚区项目建设上，

招商引资项目
17

个， 其中投资
5000

万
元以上的项目

16

个，新开工项目
15

个，

建成投产项目
6

个。

商城县产业集聚区目前已经形成以

山信集团公司为龙头的粮油、 大米加工
业； 以中原制鬃公司为龙头的生猪饲养
和制鬃业；以菜子、米糠、茶油为主的油
脂产业；以蜂蜜为主的蜂产品；以中药材
种植为主的中药成品加工业； 以丰渠源
公司为龙头的甜菊糖加工业， 并带动了
以千叶春粮储等粮食储运、 包装等配套
企业发展， 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链的形成
日渐明显。装备制造业已有开源环保、中
科钢构、睿讯电子等十多家企业落户。同
时，服装纺织、新型材料、仓储物流商贸
等产业也形成一定规模。

☆

思路与目标
商城县产业集聚区今年将按照“招

商、建设、管理、服务”四大职能，遵循主
导产业发展规律，倾力招商、科学规划、

合理布局、产城互动，逐步完善基础设
施，加大项目建设力度，持续打造“开
放、活力、生态、创新”产业集聚区，力争
全年规模以上企业达到

50

家， 企业主
营业务达到

150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48

亿元，从业人员
1.8

万人，税收达
2.5

亿
元， 招商引资投资在

5000

万元以上新
企业

10

家。

与此同时， 商城县产业集聚区一方
面积极破解难题，扎实开展“百日攻坚”

活动，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发挥政府牵线
搭桥作用，加强推进银、企合作对接，解
决企业融资困难问题。另一方面，探索招
商机制，转变招商方式，紧盯十个意向性
项目，力争招商有大的新的突破。

聚焦

务工创业成功人士

追踪

产业集聚区

发挥统战优势 大力招商引资

全市统战系统去年招商引资共引进项目182个，完成到位资金152.55亿元
本报讯（宋斌） 市委统战部

2013

年组织全市统战系统持续扎实
推进统战招商工作， 并取得丰硕成
果，共引进项目

182

个，引进客方合
同投资资金

426.34

亿元， 完成到位
资金

152.55

亿元。

市委统战部切实做好信阳台商
工业园和信阳台商产业园的创建及招
商项目落地的协调服务工作， 挖掘根
亲文化招商资源， 加强我市根亲文化
研究会自身建设， 圆满完成了信阳市
根亲文化研究会换届工作，并指导、协
调成立了

6

个根亲和姓氏文化研究及
联谊社团组织。同时，大力组织这些姓
氏文化研究及联谊社团组织广泛开展
“走出去”、“请进来”活动，以根缘、亲
缘、血缘、文缘、地缘为纽带牵线搭桥
招商引资；积极组织开展“光彩回归工
程”和“双百老板看信阳”活动等。创办
网络媒介招商载体，在信阳商界网站、

根在信阳网站上开办了《信阳统战招
商》专题，建立了统战招商资源库、信
息库、项目库，将信阳的招商引资资源
优势、优惠政策、发展环境、投资信息、

服务体系、 招商项目等全部发布于网
上， 并对有关内容定期进行补充和完
善；创建商会网络招商载体。 目前，已
指导协助成立各类异地商会和行业商
会组织

135

个、缔结友好商会
37

家，

并充分发挥这些行业商会、异地商会、

友好商会以及基层商会的网络优势和
会员的人脉优势，扎实做好商会招商、

以商招商工作。

2013

年， 市委统战部在协助做
好信阳茶文化节招商引资工作，以及
协助淮滨县成功举办第二届海峡两
岸蒋氏文化论坛暨第六届中华蒋氏
淮滨寻根文化节、协助固始县成功举
办第六届固始与闽台渊源关系研讨
会暨唐人故里·闽台祖地第五届中原
（固始） 根亲文化节等大型活动的同
时，还组织全市统战系统各单位牵头
开展各类统战招商活动

30

余次，并
积极“走出去”、“请进来”，参加各地
组织开展的招商引资活动、项目推介
会等

160

余次，邀请和接待莅临信阳
进行投资考察的外地客商

310

多批
次

1300

余人。

为丰富群众
文化生活， 连日
来， 市群众艺术
馆在市群众艺术
馆一楼开展了
“春之韵”民乐专
场演出、 “春之
声” 合唱专场演
出、“映山红”演
出秀活动等一系
列“春满中原”群
众文化活动，吸
引了我市广大群
众驻足观看。 图
为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黄铎摄

戏台搭到家门口 村民大呼过瘾

本报讯（罗强）

2

月
12

日，农历正月十三上午，雪后
的息县路口乡弯柳树村热闹
非凡。 息县文广新局文化馆
的流动舞台车开到了村门
口， 铿锵婉转的唱腔响彻现
场，观众看得如痴如醉，大呼
过瘾。

弯柳树村是个
2100

多
人的大村，因民风淳朴，环境
优美，是息县的孝心示范村。

息县文广新局演出人员
说，虽然天气很冷，但他们心
里很热火。

据了解， 这次共有
20

多个演职人员参加了演出，

豫剧《干部吃亏歌》、《朝阳
沟选段》、《五世请缨》，曲剧

《三子争父》 等一批群众喜
闻乐见的经典唱段让乡亲
们大饱耳福；大鼓书《圣贤
教育开新花》、快板书《传统
文化正民风》、三句半《传统
文化结硕果》等以息县道德
模范、孝亲模范为原型编排
的原创节目， 令人耳目一
新。

弯柳树村村民徐兰珍从
头听到了尾， 她激动地说：

“俺这里的农民好听书、好看
戏。 村里还有自己的业余文
艺宣传队。这次，县里的专业
剧团来演出，水平很高，让我
们大开眼界。这么冷的天，他
们这么敬业，条件这么艰苦，

我们很感动！ ”

小村庄 大变样

讲述人：上天梯管理区土城村妇女主任马利金 本报记者刘翔整理
说起上天梯的过去和今天，我还真

有很多话要说。

1986

年我从平桥区五
里店乡嫁过来时，别人就说这是谁家的
姑娘怎么会嫁到上天梯来。 的确，结婚
那天我随送亲的队伍天不亮就出发，由
于路不通，七转八绕直到过了中午才到
婆家。

上天梯山多地少，虽说有非金属
矿，但过去大多都是家庭作坊式的，且
都是对外出售原材料， 钱没赚到多少
不说， 因开采而扬
起的粉尘遮天蔽
日， 粉尘随雨水流
入田地， 田地便因
此而不长庄稼，流
入河流， 又污染水

源。那时我们从来不敢开门窗，即便是
这样， 家里的家具还是前面抹后面又
落一层灰。 我们一年到头不敢穿新衣
服出门， 因为你穿一身新衣裳外出走
一趟，回来身上头上就落上一层灰。进
出拉矿石的汽车将仅有的一条上天梯
通往外界的公路碾轧得坑坑洼洼，村
民们到平桥去买个东西看个病啥的都
是趟河过去，那叫一个难啊！

（下转
02

版）

我和我的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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