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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悦秋

6

月
13

日，“摄影名家聚焦信阳”采风活动在河南信阳灵龙湖举
行。来自各地的摄影家、摄影记者在这座著名“茶城”进行为期

3

天的
基层采风，拍摄这里的美丽山水、风土人情和发展变化。 河南信阳市
山水秀丽、气候宜人，是生态宜居之城、旅游之城、创业之城，也是连
续五年入选“中国十佳宜居城市”的城市。 图为摄影家在信阳东双河
镇杜河村千年银杏树下拍摄长寿老人的休闲活动。

新华社记者张燕辉摄

管好自己的“点”

卫生、秩序、绿化、亮化等市容市貌
的客观要素， 在城市发展中是动态的，

这类动态的要素达到文明卫生城市的
规范标准，则需要久久为功。

连日来， 平桥区震雷山街道办事处
党工委书记肖志尚几乎每天最早到岗，在

做好摊贩的管理工作中，他带领社区服务
人员分包各个路段，偶尔发现摊贩的违规
行为，不是吆三喝四，而是面带微笑，先聊
一聊生意如何，再说说违规行为的不良影
响，用情感引导摊贩自觉到划定的合理区
域经营。 这说明，单纯粗暴的驱赶不能解
决根本问题， 反而会激起群众的逆反心
理；如果诚心诚意地关心他们的生意和生

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时间长了，他
们不但支持工作， 还能正面影响身边人，

群众的力量是何等的大啊！

大道理要讲，但是，创建文明卫生
城市中许多不大不小的实际问题需要
面对面解决，只要每个人将自己的“点”

管好了，城市的“面”就会越来越现代、

文明、清洁、有序。

淮

滨

今

年

麦

收

亮

点

纷

呈

本报讯（记者韩浩通讯员
李鹏）又是一年麦收时，淮河大地麦浪
滚。

6

月
13

日，记者走进淮滨县大片大
片的麦地， 昔日农民汗流浃背“挥镰割
麦”、“碌碡打场”、“摊晒粮食” 等麦收忙
碌的景象已荡然无存， 不少新鲜事却浮
现眼前，让记者感到新奇。

麦秸秆不烧能赚钱。上午，记者刚到
淮滨县三空桥乡阳光农机合作社地头，

就看到秸秆打捆机来回穿梭，“响应政府
号召，秸秆坚决不烧”的宣传条幅地头悬
挂。

“秸秆在我们这里都是‘宝贝’，没人
烧，都在‘抢’！ ”三空桥乡阳光农机专业
合作社的负责人王亚军说，“我们合作社
有

57

台打捆机，覆盖包括三空桥乡及周
边乡镇的近

9

万亩土地，年处理
10

万吨
秸秆。农民不用动手，麦秸地头赚钱。 ”

“以前农民觉得麦秸秆没什么用处，

很多人偷着烧，既污染环境，又破坏土壤
结构。 现在麦秸秆变成钱，没人烧，一斤
麦秸秆能卖

0.2

元钱， 一亩地
700

斤麦
秸秆能为农民增收

100

多元。 今年阳光
农机合作社派秸秆打捆机到地头收，我
家

6

亩秸秆就卖了
800

多块钱， 让我省
心省时又得利，再也不会烧麦秸了。 ”三
空桥乡农民简向华对秸秆回收很满意。

镰刀麦场都“下岗”。“现在收麦省事
多了。”淮滨县王家岗乡马关农民杨世海
老汉说，“以前全靠人用镰刀割麦， 打场

晒粮，又收又种，少说也得折腾十来天。如今，联合收割机收
脱一遍清，不管晴天阴天，麦子在地头就卖了，镰刀和麦场
都‘下岗’了。 ”

外出劳力不返乡。 淮滨县有近
30

万劳力在外务工，往
年农忙时，都会形成十来天的返乡务农高峰。 而今年，却只
有为数不多的农民工返乡。 芦集乡返乡农民工徐学银给记
者算了这样一笔经济账：他在上海打工，往返一趟车旅费加
上误工收入一般在

2000

元左右， 而自己家
10

亩地的小麦
采用机收、请人帮工夏种的总投入还不超过

1000

元。 为帮
助家中无劳力的农户搞好夏收夏种，在政府的引导下，淮滨
县农村出现了许多“农民钟点工”，既提高了钟点工的收入，

又解决了种粮户缺少劳力的问题。

收了就卖真方便。下午，记者在马集镇陈楼村万亩高标
准粮田示范方看到，粮食部门把收购点设在了田间地头，装
满粮食的车辆排队等着过磅。 “现在农民收麦轻松得很，麦
子是机器收的，收完在地头就能换成钱。粮食部门考虑得真
周到啊！ ”村民谢时营笑着说，“现在国库有粮食烘干设备，

粮食收了直接就卖了。不怕下雨，不怕路滑，不用晒粮食，多
方便啊！ ”

我市新登记市场主体14134户
本报讯（龚轩）笔者昨日从市工商局获悉，自

3

月
1

日
实施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以来， 我市市场投资热情和创业活
力激涨，市场主体快速发展。

3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我市新
登记市场主体

14134

户，同比增长
81.18%

，认缴注册资本
74.45

亿元。 其中企业
1445

户，认缴注册资本
57.95

亿元；

个体工商户
12462

户，认缴注册资本
9

亿元；农民专业合作
社

227

户，认缴注册资本
7.49

亿元。

市体育局举办单位（县区）乒乓球团体排名赛
本报讯（记者周亚涛）

6

月
14

日至
15

日，由市体育局
和市乒羽协会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大别山革命精神杯”单位
乒乓球团体排名赛（县区组）在市十三小体育馆举行，来自
各县区的

15

个组
60

多名乒乓球爱好者参加了此次比赛，

并决出了名次。

《自然·而然》油画展在信阳书画院展出
本报讯（记者黄铎）

6

月
14

日，《自然·而然》油画展在
信阳书画院展出。 本次展览共展出我市青年书画家王俊、徐
福庆、刘登科、项军

4

位作者的油画作品
100

多幅。这些作品
或写实、或抽象，体现了作者较高的艺术修养和艺术成就，也
展现了

4

位年轻油画家感知生活、执着探索、追求高尚的艺
术品德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信阳：谋发展不动山色

位于豫南的信阳市毗邻皖、鄂，淮河迤逦
其北， 大别山雄踞其南， 森林覆盖率达到
34.44%

，部分县区高达
70%

以上，河溪纵横，水
库近

900

座，山区和丘陵占总面积的
3/4

以上。

这种地貌上，全境
1.89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承
载了

850

万人口，每平方公里达到
450

人。 信
阳是怎么利用自己的发展空间和资源的？

护生态：青山为证湖为鉴
信阳毛尖名闻天下，于

1915

年与茅台酒
一起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时人戏称
“二毛（茅）”。信阳现有茶园

210

万亩，一大批

制茶企业依托茶山创造出高附加值， 与茶农
共赢，多个企业老总跻身全国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 一家名为广义的茶叶公司就带动了周
边

3

个贫困村的茶农脱贫致富， 还设立茶叶
研究院，开设博士工作站。

就在信阳市区的西边，茶山环抱南湾湖。

实际上，这是一座水面面积达到
75

平方公里
的水库，内有

61

个岛屿。湖水一度受到污染。

在各界的努力下，

2009

年，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通过了《河南省信阳南湾水库饮用水水源保
护条例》；

2011

年年底， 该湖被纳入国家重点
湖泊生态环境保护试点范围。经过治理，这里
已经成为游客与猴、鸟等动物的共同乐园，成
为了著名旅游景区。 光是湖中所产之鱼就不
知馋坏了多少游人。全市共打造了鸡公山、南
湾湖、灵山、鄂豫皖苏区红色首府等一批精品
景区，创建了

5

个“

4A

”级景区、

16

个“

3A

”级
景区， 还有

6

个红色景区进入全国百家红色
经典景区名录。

除了茶叶、 旅游之外， 信阳也发展工信

业。 在市区旁边， 有一座建在荒坡上的园
区———信阳市产业集聚区。 这里集聚了以泛
蓝科技、天扬液晶、圆创磁电、星天空数码等
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 其中不少从沿海地
区转移而来。许多河南人都没想到，能买到家
门口产的手机。在东森移动通信技术公司，记
者听到对一款手机的介绍： 便利店店主用它
扫描店里商品的条形码， 生产厂家就知道需
要给这家店配送多少产品。

记者看到这里很多企业，包括制茶企业，

多为无尘车间， 工人们安静地在生产线上忙
碌。 厂房外、园区里也是同样的静谧。

求拓展：文化为根情为蔓
信阳市区一带作为周代申国所在地，曾

被称为申城， 它与另一座申城———上海有了
一种天然缘分。实际上，上海这座申城及其母
亲河黄浦江的名称来自其开发者、 战国著名
的四公子之一“春申君”黄歇，而黄歇正出生
于信阳辖区潢川县这块土地上。 可能正是由
于这种“亲戚”关系，信阳与上海方面的合作

自然比较多。比如，起自南湾湖，流经市区、东
汇淮河的河， 其两岸的规划设计都出自同
济大学。

信阳是一块文化厚土，这里在
8000

多年
前就有成规模的农业，有裴李岗文化、龙山文
化和屈家岭文化遗址多处。说近一点，这里是
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交汇处———孔子周游列
国所到的最南端，子路曾于此问津；这里出土
的代表楚文明的战国编钟奏响了乐曲《东方
红》，乐曲随着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升天在太
空播出；还出土了很多国宝级的青铜器、玉器
等文物。

信阳人善于让这些过往的辉煌在今天仍
不失色、发挥作用。 唐代以陈元光、王审知为
代表的信阳人将这里的文化传播到福建漳
州。今天的信阳人通过发扬“根亲”文化，即能
从闽南话里听出乡音。在信阳博物馆里，就有
这两种语音的对比。由于包括黄姓（以黄歇为
代表）在内的十几个大姓是从信阳走出去的，

他们的后人深入发掘， 光是关于中原与闽台
关系的书籍就出版了不少， 还录制了不少电
视节目。 新编历史剧《开漳圣王陈元光》等在
多个省份和台湾地区演出，增进了两岸情谊。

于是，一批台资金企业进来了。

2011

年，在产
业集聚区内，台商电子科技园拔地而起，可解
决

8000

人就业。

（下转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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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社区进茶乡进企业 送实惠送政策送便利

河区创新载体践行群众路线
本报讯（汤红涛李昊陈玉晗）对于

京深社区居民秋霞来说， 河区湖东办事处
民政所所长扶俊早已成为自家的常客。 长则
每月一次，短则两三天一次的登门“叨扰”让
扶俊融入了这个经历坎坷和磨难的家庭，成
为秋霞一家无话不谈的知心人。

秋霞家有
7

口人， 其中
3

人因脑溢血瘫
痪在床，包括她的丈夫。 当秋霞一家为了“本
人无法到场”不能办理残疾证无助时，扶俊带
着相机来了，他把瘫痪在床、无法下地病人的
实际情况拍成照片， 带到残疾证办理中心向
工作人员解释说明。 当这个困难家庭为生计
发愁时，扶俊揣着各种资料、证明，为其办理
低保、医保和共计

2

万余元的伤残救助金。

谈起与群众越走越近、越处越亲的事情，

扶俊说：“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根红线

拉起了我们的缘分。作为一名党员，服务群众
是分内事，咱能多帮一把就多帮一把。 ”

走进群众，走进困难家庭，不仅走进他们
的生活，更要走入他们的心。河区自

3

月
10

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启动以来， 广泛开
展“进社区、访居民、服务民生改善，进茶乡、访
茶农、服务茶产业发展，进企业、访困难职工、

服务企业成长”的“三进三访三服务”活动，把
“实惠”送给群众，把“政策”送到茶山，把“便
利”送进企业，实现了干部作风转变与经济社
会发展双赢。 该区区委书记邵春杰说：“我们

确定这一活动载体，是与河区半城半乡、茶
农人数多、困难职工多的区情分不开的。

3

个
月来，全区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聚焦‘四风’

问题，注重民生改善，深入到牵手共建的
234

个村（社区）和
45

个重点企业，走访居民、农
户

270

多家，在茶山果园、农家小院、生产车
间、项目现场召开座谈会

56

场，征求意见建
议

542

条，现场对接安排实事
150

余项，结对
帮扶困难党员群众、空巢老人、留守儿童

200

余人，为全区活动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

开门纳谏，边学边查，即改即知，让群众看

到教育实践活动带来的新变化是河区开展
“三进三访三服务”的意义所在。 今年春茶上市
交易时， 该区东双河镇负责人来到茶叶市场走
访调研， 茶商反映说：“每年春茶下来， 交易量
大，存货多，市场人来人往，常常有浑水摸鱼的
现象发生。我们愿意每家每户出点钱，把咱们茶
叶市场的摄像头再增加几个。 ”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东双河镇党委、镇政府迅速与信阳联通公司
沟通、对接，在茶叶市场增设了

8

个摄像头，对
市场进行全覆盖无死角视频监控， 第一时间把
安全隐患排除在外。安装摄像头的

12

万元花费
全部由镇财政出资，没让商户拿一分钱。区人社
局小额担保贷款中心在活动开展中安排专人深
入辖区企业，对符合政策的企业提供便捷、高效
的小额贷款业务，实现了扩大企业规模、提升吸
纳就业能力、完善职工待遇的三赢之举。

提升公民素质 创新社会管理

潢川县扎实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
本报讯（记者潘伯栋通讯员

晏乾坤）近年来，潢川县将开展志愿服务
作为提升公民整体素质、 创新社会管理
的一个重要途径， 充分发挥各类志愿服
务组织的作用， 调动和激发志愿者的参
与热情，广泛开展活动、拓展服务渠道、

打造特色品牌、创设活动项目，如今志愿
精神深入人心，志愿服务理念日益普及，

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 道德模范层出不
穷，社会美誉度得到了空前提升。

该县出台了《关于在全县深入开展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行志愿服

务制度化建设”活动实施意见》，明确志
愿服务制度化建设已成为该县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推动公民道德实践、 促进志
愿服务事业发展， 实现志愿服务常态化
工作的重中之重， 今后要紧紧围绕敬老
助老、助残助困、关心留守儿童、关爱和
帮扶道德模范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志愿服
务活动，并提出建立完善

6

项制度，即完
善招募注册登记制度、 建立培训管理制
度、健全供需对接制度、推进服务记录制
度、健全党团员带头做志愿服务制度、探
索建立星级认定和激励制度。

该县要求各级各部门以贯彻落实
《实施意见》为契机，自觉把推进志愿服
务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 作为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力
抓手， 作为加强新形势下精神文明建设
的生动实践。 按照《实施意见》明确的任
务分工， 积极探索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
建设的方法路子，创新工作方法，广泛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把志愿服务做到村组、

做进社区，以城带乡，城乡联动，实现城
乡全覆盖， 推进全县志愿服务活动常态
化、制度化。

□

《中国建设报》记者叶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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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胡荣华）在油茶籽采摘季节，走
进新县农村，漫山遍野的油茶籽硕果压枝，星
罗棋布。喜获丰收的农户们忙于采摘油茶籽，

喜悦之情洋溢在整个山林。如今，青翠欲滴的
油茶林已成为新县农民致富的“摇钱树”和
“金果子”。

近年来，新县利用得天独厚资源，大力发
展现代农业，做大做强油茶产业。

抢抓机遇，将得天独厚资源转化为产业。

新县山场土壤深厚肥沃，水资源丰富，发展油
茶产业资源得天独厚。自

2009

年被国家林业
局确定为首批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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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油茶产业发展重点
县之一后， 该县把油茶产业作为特色优势产
业和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来发展， 并制定了
油茶产业发展长期规划。

科学谋划，强化领导。该县因地制宜，分区
施策，分类经营，明确油茶产业项目年度发展任
务。为确保完成项目发展任务，该县成立了项目
实施领导小组，并设立了油茶产业发展办公室，

专门协调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实施项目。

政策支持，多元筹资。该县一是整合项目
融资。以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为平台，

将油茶示范林项目、 退耕还林成果巩固专项
规划等涉农资金集中整合， 用于油茶基地项
目的整地、造林及道路、排灌水渠、塘堰坝等
配套工程建设。二是鼓励社会投资。除积极争
取国家油茶专项发展资金外， 还鼓励有实力
的公司企业、 有实力的大户和有技术农户投
资发展油茶产业。

强化保障，夯实基础。该县转变林农粗放
经营意识， 引进和推广油茶新品种和油茶生
产新技术，提高油茶种植的科技含量。

严格监管，确保质量。 在资金管理上，该
县严格按照有关规定， 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
度，防止资金的违规截留、挤占、挪用。在工程
管理上，严把标准，严格管理，加强监督。

创新模式，和谐发展。 在实施油茶项目过程中，该县不断探
索、总结推广了“公司

+

基地”、油茶合作社经营、大户承包经营和
联户经营四种建设模式，促进了油茶集约化经营，推动了项目的
健康发展。

2013

年，该县油茶营造林项目增油茶干籽
66.8

万公斤、茶油
16.7

万公斤，产值
1000

万元以上；项目辐射带动周边区域新增油
茶籽产量

300

万公斤、茶油
75

万公斤，产值
5000

万元，项目参与
农户均增收

6000

元以上，吸纳当地农民
500

人就业。 油茶项目的
实施正成为促进该县农民增收、发展农村经济的新引擎。

关注民生，关爱健康。 昨日，农工党信阳市委组织部分专家
到街头为群众义诊。 图为义诊现场。

本报记者黄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