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6

日上午， 商城县金刚台（西河）生态旅游区推
介会举行。该旅游区由茶谷、华佗谷和峡谷漂流三部分组
成，集生态山水、峡谷漂流、红色旅游、地质科普、品茶养
生于一体，是休闲养生、生态旅游的绝佳境地。推介会上
还举行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艺演出， 让嘉宾与游客一饱
眼福。 本报记者徐靖摄

□

本报记者向炜郭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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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中国国际茶商大会召开

国内外茶界人士同议茶事共谋茶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黄铎）

4

月
29

日，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信阳市人
民政府主办， 信阳茶文化节茶事活
动处、信阳国际茶城承办，中国国际
茶文化研究会和海峡两岸茶业交流
协会支持的

2014

中国国际茶商大
会在信阳百花之声召开。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周国
富，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常务副会长王
庆，河南省茶文化研究会会长亢崇仁，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党委书记
姜仁华，国际茶商代表

Rajiv Lochan

，

我市领导乔新江、宋效忠、王道云、焦
豫汝、郑志强、霍勇等出席会议。 来自
国内外茶行业组织的负责人， 茶企业
代表共

300

多人参加了会议。

市长乔新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
致辞。 他说，信阳是中国著名的茶产
地，茶是信阳的象征，茶承载着信阳
历史。 茶推动了信阳发展，茶促进了
信阳开放，茶关系着信阳未来。 当前，

信阳正致力于打造中原经济区现代茶
产业示范区、 中原最大的茶叶产销集
散地和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茶文化休闲
旅游城市，欢迎国内外茶界有识之士，

开展交流合作，共谋发展。我们将借这
次茶商大会的东风，积极打造“南茶北
销、国茶外销”的茶叶产销集散中心和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茶文化休闲旅游城
市， 努力在促进国内外茶叶产销和扩
大茶界交流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王庆在致辞中说，中国国际茶商
大会致力于推进国内外茶商的交流
合作， 推动全球茶产品流通融合，促
进世界茶经济的繁荣兴旺。希望社会
各界一如既往地关注茶产业，支持茶
产业，实现茶界的合作发展和共赢。

周国富以倡导茶为国饮， 复兴
中华茶文化， 振兴中国茶产业作了
主题报告。

姜仁华围绕科技创新与我国茶
产业转型升级作了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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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马保群）

4

月
28

日下午，中
国茶叶流通协会茶叶深加工与茶食品专业委员
会一届二次会议暨中国茶叶深加工领域食品安
全与经济运行研讨会在我市召开。 中国茶叶流
通协会常务副会长王庆，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食监一司巡视员陈传意， 市委常委焦豫
汝出席会议。

此次会议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组织召开，

邀请了农业部、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领
导、专家，茶叶产销区政府和行业协会，国内外
著名茶叶深加工产销企业以及科研院所、 行业
专家等

80

多人，共同分析当前我国茶行业整体
发展形势，对全国茶叶深加工产业发展现状、热
点问题及战略性规划进行研讨。

焦豫汝在致辞中说， 茶产业是信阳传统特
色产业。近年来，在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及茶界同
仁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 我市茶产业呈现又好
又快的发展局面，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同时，在茶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和茶叶深
加工综合利用方面做了很多尝试和探索， 茶饮
料、茶食品、茶日用化工品等相关产品的研发也
取得重要进展。此次会议在信阳召开，为我们提
供了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我们将借此次大会
的东风，不断加强与全国茶界的交流、合作，在
茶叶深加工和综合利用方面不断迈出新步伐，

共同推动我国茶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王庆在讲话中指出， 茶叶深加工与综合利用
是应用现代高新技术及加工工艺，实现多学科、跨
领域、集成化、系统化的茶叶新产品加工方式。 近
年来，随着我国茶叶产业整体持续迅猛发展，产能
过剩、 传统产品附加值偏低等一系列制约产业可
持续发展的矛盾和问题越发突出。 茶叶深加工作
为茶叶生产利用的重要内容和发展方向， 对于充
分发挥我国茶叶资源优势， 实现茶行业的产品创
新和产业转型升级， 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和战略
意义。同时，茶食品作为茶叶深加工产品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 正逐渐发展成为市场消费的主流产
品和推动我国茶叶行业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们要认真分析当前茶叶行业发展形势， 研究探
讨茶叶深加工行业领域如何发挥自身作用，加强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和信息互
通，有效促进茶行业经济平稳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希望参会代表踊跃发言，集
思广益，群策群力，共谋茶行业长远发展。

民建河南省市级组织工作座谈会在我市召开

本报讯（记者殷英）近
日， 民建河南省市级组织工作
座谈会在我市召开。 省政协副
主席、 民建河南省委主委龚立
群， 民建河南省委专职副主委
张晓林，副市长、民建信阳市委
主委曹新生等出席会议。

会上， 曹新生介绍了民建
信阳市委组织建设工作情况。

他说， 民建信阳市委一直以来
高度重视组织建设， 注重发挥
好领导班子的战斗堡垒作用和
每一个班子成员的作用， 勇于
担当，带好队伍；注重发挥好基
层组织的作用， 调动广大会员
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选好题、参
好政、议好政，积极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 注重做好会员发
展工作， 积极吸纳优秀会员入
会，凝聚力量，树立形象；注重

后备干部培养，发现、挖掘、选
拔年轻优秀的会员作为后备干
部人选， 保持队伍朝气和战斗
力； 结合民建以联系经济界为
主的特点， 充分发挥专委会作
用，全面抓好专委会的建设，提
升参政议政水平。

曹新生说， 这次民建河南
省市级组织工作座谈会在我市
召开，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千载
难逢的学习机会， 民建信阳市
委将进一步解放思想， 加强自
身建设，务实发展，积极作为，

为勇当中原经济区建设前锋、

推进魅力信阳建设做出新贡
献。

开封、许昌、商丘、漯河等
省辖市的民建市委负责同志
分别就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作
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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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侠深入我市调研供销合作社工作

本报讯
(

记者方慧玲
)

出席信阳第二
十二届国际茶文化节开幕式及其他茶事活
动后，

4

月
28

日下午至
29

日， 中华全国供
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 理事会主任王侠一
行，在副省长张广智的陪同下，深入我市调
研供销合作社工作。 省供销合作总社党组
书记、理事会主任吕彩霞，市委书记郭瑞民
等陪同调研。

王侠一行先后前往新县箭厂河乡消费
合作社旧址、信阳市供销社果品新市场、信
阳市供销社天合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基地、

平桥区马氏生态茶叶专业合作社等地实地
调研。

箭厂河消费合作社成立于
1929

年，是
河南省第一个消费合作社， 也是鄂豫皖苏

区第一个农民消费合作社。革命战争年代，

该合作社既是革命队伍的物资供应站，又
是我党的重要地下交通站， 为革命胜利发
挥了重要作用。在合作社旧址陈列馆内，王
侠边看边听讲解，不时询问有关情况，要求
当地保护好、利用好这一难得的历史文物，

教育广大供销合作社人继续发扬革命传
统，锐意改革创新，艰苦奋斗，为老区经济
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市供销社果品新市场位于金牛农产品
现代物流中心， 是从市区楚王城整体搬迁
而来。新市场占地面积

100

多亩，可容纳商
户

500

余户，吸纳
2000

多人就业。 目前商
户入驻率达

95%

， 已成为豫南最大的干鲜
果品物流集散地，年交易额

5

亿多元。王侠

向市场负责人了解新果品市场的运营、效
益情况，对我市转换思路、整合资源，利用
交通区位优势加速发展果品市场的做法给
予充分肯定。

正在建设中的市天合再生资源回收利
用基地，是商务部重点扶持项目，也是全省
供销社重点扶持的“新网工程”建设项目。 基
地一边建设二期工程，一边同步开展废旧家
电、金属、废纸等的回收、分拣、加工业务。 在
该基地，询问公司建设、运营、管理有关情况
后，王侠说，大力开展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是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环境、建立资源节
约型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 她叮嘱企业负责
人要进一步整合资源，扩大再生资源回收规
模，提高拆解、深加工能力，提升产品附加

值，做大做强再生资源回收产业。

位于平桥区五里办事处佛山村的马氏
生态茶叶专业合作社， 是在市区供销部门
大力支持和指导下成立的， 现已吸收社员
720

户，为入社茶农提供茶树种植、管养及
茶叶加工、销售“一条龙”服务。现场向合作
社理事长马德记详细了解合作社组织架
构、管理运行、服务茶农、社员分红等情况
后， 王侠对我市大力发展茶叶专业合作社
推动茶产业发展， 带动茶农增收致富的做
法给予了充分肯定。

调研期间， 王侠一行还参观了鄂豫皖
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中国最美乡村郝堂，

了解了鄂豫皖苏区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史
和我市美丽乡村建设工作。

“他是我们农机人的荣光！ ”

———追记潢川县农机安全监理站站长熊勇

“田间地头，他热心为农机上牌、检修，

爬车顶、钻车肚；农民家门口，他冒雨为农
机手培训、讲安全知识、办理购机补贴；办
公室里，他熬夜加班，打证、做报表……”

“熊勇一生爱岗敬业、热心助人、敬老
爱家，他是我们农机人的荣光！ ”

与潢川县农机安全监理站站长熊勇一
起工作多年的同事们昨日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纷纷向记者述说。

对于许多人来说， 县农机安全监理站
站长是个再平凡不过的岗位， 工作任务重
收入少，在这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熊勇一
干就是

22

个年头。

2013

年
12

月
2

日晚，他
意外地倒在了去办公室加班的路上， 也永
远离开了他一直深爱的农机事业。

“总感觉他还在我们身边。”熊勇去世
4

个多月后， 与他打交道多年的潢川县广大

农民朋友仍感到莫大的悲伤， 他们向记者
回忆起和熊勇生前交往的点点滴滴， 还原
了一名共产党员对党、 对人民和对农机事
业的一片深情。

“农机事业是我一生的追求！ ”

“从踏上工作岗位的那一天起，农机事
业就是我一生的追求！ ”

1991

年， 熊勇调入县农机安全监理站任
站长。 他在工作笔记上郑重地写下了这句话。

虽说是县级农机站， 但工作起来一点
不轻松。 熊勇上任没几年， 就面临编制压
缩，站里的工作人员一下从原来的

11

人减
少到

4

人。农机监理工作主要是面向农村，

每年要对全县近万名农机手、

3000

多台大
型农机车辆进行年度检查、审验，身为农机
安全监理站站长， 熊勇带头担起了工作的
重任。

“站里出勤率最高的是他，请假次数最
少的也是他。 ”县农机局副局长王天喜回忆

说，“农机安全监理站的所有工作， 他都亲
力亲为，任劳任怨，一个人往往要干几个岗
位的工作！ ”

潢川县昌达农机有限公司经理雷孟
建，与熊勇相识

30

多年，两人既是朋友又
是多年的同事。 “有关熊勇的故事太多了，

就说
2012

年的一件小事吧，当时我们县桃
林镇的一位农机用户生病， 无法前来办理
入户手续获取农机补贴。他一听，当天就冒
着雨前往这个用户家，半路车轮打滑，只能
下车推，他弄了一身泥。 办完手续，用户要
留他吃顿饭，他硬是没同意又赶了回来。 ”

“要管的事情太多了，他的身体一直在
透支。”雷孟建接着话头说，“

2013

年
6

、

7

月
份，正赶上伏天，全县有

431

台农机需要办
理购机补贴，他楼上楼下来回跑，一天办理
几十台， 基本没顾上休息， 印象最深的就
是，我都没见他哪天衣服干过。 ”

每年从春耕备播开始， 熊勇就奔波于

潢川县各个乡镇的村村组组、家家户户，督
促检查农业机械保养、维修，对农机手开展
培训。 “熊站长的足迹踏遍了全县的每一个
乡村。 ”他的老部下蔡鹏林感慨道。

“三夏”、“三秋”是农民最忙的时候，熊
勇也最忙。全县

70

多个农机合作社全都装
在他的心里，收割期间，他要逐一走一遍，

检查农机安全，进行保障服务。 田间地头，

农民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 常常到中午
了，他就蹲在田头凑合吃一口，然后再去下
一站。

2006

年， 农业部发文在全国开展创建
“平安农机示范县”活动，从事多年农机安全
监管工作的熊勇深感，这是抓好全县农机安
全监理工作的最好平台。 为了能创建成功，

熊勇是费尽了心，出了不少力，流了不少汗，

亲自选材料、设计板面、制作并安装……

（下转
0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