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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新闻
商城为应征大学生进行专场体检
本报讯（饶德忠曾令森）

8

月
6

日是商城县征兵体检的第
一天，该县征兵办公室按照大学生应征“四优先”的政策，为应
征大学生开辟绿色通道，组织专场体检。 据悉，该县规定，此后，

应征大学生随到随检，争取把优秀大学生都输送到部队去。

纪录片《万家姓》摄制组到潢川采访拍摄
本报讯（晏乾坤） 昨日， 由香港影星、 导演黄百鸣投资

6000

万元拍摄的
100

集大型纪录片《万家姓》摄制组一行人
走进潢川，对黄姓文化资源进行了为期一天的采访拍摄。

关于张亚军等九名同志拟任职务的公示

现将经中共信阳市委常
委会研究的拟提拔任职干部
的情况公示如下，请予监督：

张亚军，男，

1963

年
9

月
出生，

1981

年
12

月参加工
作，中共党员，河区人，党校
大学学历，现任市委老干部局
副局长，拟作为市委老干部局
局长人选。

刘学军，男，

1962

年
2

月
出生，

1983

年
7

月参加工作，

中共党员，罗山县人，大学学
历， 现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拟作为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人选。

王亚玲，女，

1964

年
3

月
出生，

1983

年
8

月参加工作，

中共党员，光山县人，党校大
学学历， 现任平桥区委常委、

副区长， 拟作为市商务局局
长、党组书记人选。

厉天军，男，

1969

年
8

月
出生，

1989

年
8

月参加工作，

中共党员，罗山县人，党校大
学学历，现任市机关事务管理
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拟作为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党组
书记人选。

胡俊杰，男，

1962

年
12

月
出生，

1984

年
7

月参加工作，

中共党员，淮滨县人，大学学
历， 现任市财政局党组副书
记，拟作为市发展投资公司经
理、党委书记人选。

鲁卫，男，

1963

年
9

月出

生，

1981

年
7

月参加工作，中
共党员，息县人，党校大学学
历， 现任市工商联党组副书
记、副主席，拟作为市物流管
理中心主任、党委书记人选。

李新毓，女，

1963

年
8

月
出生，

1981

年
11

月参加工
作，中共党员，潢川县人，党校
大学学历，现任信阳职业技术
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拟作为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党
委委员人选。

丁立平，女，

1966

年
6

月
出生，

1989

年
7

月参加工作，

中共党员，邓州市人，大学学
历，现任市纪委常委、监察局
副局长，拟作为南湾湖风景区
党委副书记， 南湾水管局局
长、党委副书记人选。

余华， 女，

1972

年
10

月
出生，

1992

年
12

月参加工
作，中共党员，新县人，博士研
究生学历，现任市行政服务中
心副主任、党组成员，拟作为
市体育局党组书记人选。

自公布之日起
7

日内，市
委组织部集中受理各方面的
举报。 举报电话：

0376 -

12380

，

0376-6366712

，邮箱：

xygbjdk@163.com,

人访、信访
的接待地点在市委组织部干
部监督室（羊山新区行政办公
区九号楼

1012

房间）。

中共信阳市委组织部
2014

年
8

月
7

日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说：大力发展紫云英与水稻轮作，水稻产量会更高，米质会更优
国内绿肥权威专家说：信阳紫云英研究，有花有果，花果并茂
种粮大户说：多种紫云英，发展绿色食品，种田也能赚大钱
农民说：紫云英开花好看，田肥大米好吃

紫云英花开别样红

时下的豫南， 正是农民朋友难得的农闲
时节。然而，固始县顺兴粮油有限公司董事长
苗守根却没有感到一点清闲： 他要去信阳市
农科院， 请专家给他的万亩有机稻田进行新
一轮规划；他要去种业公司，洽谈紫云英种子
供应业务；他还得去养蜂协会、外贸公司，商
谈紫云英产品出口事宜……

不仅苗守根忙，跟他“同一个战壕”的种
粮大户们都是如此。与此同时，还有一批人在
忙， 他们是从市里到县里到乡里再到村里的
干部们，当然更少不了农业部门的专家们。他
们“为谁辛苦为谁忙

?

”此无他，在这个季节
里， 大家所关注的是一种很不起眼的小作
物———紫云英。

紫云英？年纪稍微大一些的农民，谁不认
识紫云英？不就是红花草吗？还有的叫“野鸡
翎”

,

又称“翘摇红”。说得好听一点，它是一种
绿肥作物；说得更直接一点，它就是一种草，

当年大种紫云英的时候，漫田遍野都是的，春
天开花的时候，风一吹，到处都是花香。

而今， 在豫南信阳， 紫云英又成了“宠
儿”：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号召种植紫云英，

把它作为美化环境、消灭“白茬田”的一个重
要抓手； 市农业主管部门和科研机构将之作
为改良土壤， 发展生态农业的契机和方向；

“农”字号企业、专业合作社扩大种植，把它作
为提高经济效益、 加强品牌建设的一个重要
突破口；广大农民也在种植，把它作为响应政
府号召，肥田肥地、增加水稻产量的好办法。

一度可有可无的紫云英又重新“火爆”起来，

成了闪耀在信阳大地的一个个“小精灵”。

随着一粒粒紫云英种子抛撒而下， 一个
个希望的种子被深深地植入信阳大地……

紫云英的“前世”与“今生”：欲说发展几
多愁

信阳紫云英种植始于五代十国时期，平
常作肥料用， 遇到灾荒之年春季青黄不接时
权作果腹之用。从此，原本生长在江南的紫云

英就在信阳大地扎下根来，一代代繁衍。

在上世纪轰轰烈烈的“大集体”时代，在
信阳人的记忆中， 紫云英不可或缺。 曾几何
时，作为自然景观，它给信阳大地带来春的希
望和姹紫嫣红的美丽；作为肥田作物，它是化
肥使用之前水稻增产的一大肥源； 作为经济
作物，它以每亩数十元的经济效益，使信阳农
民有了难得的“活便钱”。

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大
量农民外出务工，种田效益降低，信阳紫云
英种植面积也在下滑，从最高年份的

400

万
亩，降到

2010

年前后的
20

万亩左右。 “天生
丽质难自弃，金子自有闪光时”。 近年来，随
着土壤板结越来越严重，食品安全问题越来
越突出，紫云英的改良土壤、生态修复、富硒

保健、旅游观赏、出口创汇以及药用食疗等
作用，又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 专家们发现：

它浑身是宝。

其一，它是最好的绿肥。紫云英是豆科越
年生草本植物， 是稻田最主要的冬季绿肥作
物，其鲜草富含氮、磷、钾、硒等元素。 种植紫
云英对改良土壤、培肥地力、美化环境、促进
粮食和畜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它是优质的饲料。紫云英富含粗蛋
白质、粗脂肪、粗纤维，还含有多种矿物质，营
养丰富。 春花烂漫时节，鲜花鲜草，随手采来
随手喂，牛羊猪马都爱吃；到了冬季雪花漫天
飞时节，把紫云英秸秆粉碎、干贮作为家畜越
冬饲料，其效果不比麸皮、稻糠差。

（下转
02

版）

□

本报特约记者林大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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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马保群）

8

月
5

日，中国
大学生骨干培养学校第七期学员信阳新县暑
期实践锻炼团见面推介会在新县举行， 拉开
了“信仰的光芒”实践锻炼活动的序幕。 市委
副书记张春香出席见面推介会并讲话， 中国
大学生骨干培养学校信阳新县暑期实践锻炼
团的

55

名学员参加了见面推介会。

张春香首先对学员们的到来表示欢迎，

并向大家推介了信阳。她说，信阳是一个特别
的地方，地处亚热带和暖温带的过渡带，温度
适宜、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优美；信阳的
每一座山都有一个传奇的故事， 每一条河都
是一首歌，每一块土地都是一幅美丽的画卷；

信阳有很多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典故， 一代
名相孙叔敖、开漳圣王陈元光、大史学家司马
光等一大批名人都诞生在这里，子路问津、亡
羊补牢、 司马光砸缸等很多典故都发生在信
阳；信阳有特殊的文化，信阳非物质文化遗产
众多，信阳民歌、罗山皮影戏等

4

个项目入选
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有

8

个项目
入选省级保护名录；信阳是一块红色的土地，

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信阳坚持
28

年红旗不倒，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发源地和
主要活动区域之一；信阳还是一座新城，一座
开放的城市， 是中原经济区承接东南沿海产
业转移的最前沿，以液晶电视、手机制造为主
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迅速，并已初具规模。

张春香希望，各位学员在走出校园、走向
社会的时候能关注信阳，来信阳成就事业、成
就人生，为信阳老区的“三农”发展、工业发
展、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据了解， 中国大学生骨干培养学校由共
青团中央、 全国学联于

2007

年
5

月正式组
建，是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的
重要载体。 学员为全国“

211

工程”学校校级
学生会主席、研究生会主席，全国学联、省学
联驻会执行主席。 今年

8

月
5

日至
13

日，第
七期

179

名学员及
39

名河南高校学生会主
席代表分为四组，将在安阳、信阳、济源、兰考
分别开展为期

9

天的社会实践活动， 第二组
55

名学员来到新县，

参加“信仰的光芒”实践锻炼活动，了解基层民情，接受红色教育。

息县打响抗旱保秋攻坚战

本报讯（赵国民马童申玉光）

8

月
6

日， 南湾灌渠息县杨店乡双河村
段，

6

台水泵并排将水抽进南侧的支渠
内。村民丁明学说，“干渠放水好几天了，

我们正想方设法把水引到地里， 做到能
浇尽浇。 ”

一个月以来， 息县境内缺乏有效降
雨，秋作物已形成大面积旱情。 面对旱
情，息县启动抗旱应急预案，确保秋作
物收成。 旱情形成初期，该县就召开抗
旱保秋动员会， 召集县水利、 农业、农
机、电业等部门工作人员组成抗旱技术
服务队深入乡（镇）、村一线指导抗旱。

该县因地制宜， 针对不同的地域和
农作物用水需求，实施全方位用水模式，

充分利用水源，做到能浇尽浇。在沿淮河
9

个乡镇、办事处，整修、恢复
10

余座提
灌站。临河乡境内的临河、单台电灌站修
复投入使用，已浇灌水稻近

4

万亩。谯楼
办事处徐庄两座小型电灌站在满足本村
4000

亩水稻用水的同时，已向临村送水
浇灌水稻近

2000

亩。

南湾干渠流经息县
7

个乡镇， 水量
存在缺口。 该县一方面积极向市里争取
流量，一方面组织群众维护渠道，做到科
学用水、节约用水。同时采取以奖代补的

方式，鼓励群众自打机井抗旱。

该县淮南几个丘陵乡镇， 则积极利
用水库、坑塘蓄水，对小田块进行有效灌
溉。 北部东岳、白土店、岗李店等乡镇已
建成的高标准粮田完善的基础设施已见
优势， 密度合理的机井和通畅的水渠使
农民能够方便快捷地抽水抗旱。

据统计，截至目前，该县已完成
60

万亩以上旱区秋作物的灌溉。 浇灌后的
水稻、玉米、花生等秋作物长势喜人。

奏 响 鱼 水 情 深 新 乐 章

———河区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纪实（上）

8

月的茶乡，热浪滚滚。 一股股暖流正
涌动在河区

961

个基层党组织的
20712

名党员的心头，这暖流因作风转变而加速汇
聚，因党群干群关系融洽而愈加火热。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是神州大
地发出的推进党群干群关系的动员令， 由此
而来的这股强大的正能量， 正在河区快速
传递。河区各级党员干部沉下身子、放下架
子、迈开步子，走出机关、走进基层、走近群
众、走进农家，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
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奏响了一曲党
群干群鱼水情深、水乳交融的动人乐章！

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中，河区委带头真抓实干，广泛动员部
署，深入学习教育，认真征求意见，做到了规
定动作不走样，自选动作有特色，上下联动，

确保了活动深入扎实开展。

河区委把教育实践活动作为一项重
大政治任务，坚持高起点谋划、严要求部署、

快节奏推进，及时成立了领导小组，组建了
办公室和督导组， 认真研究制订实施方案，

以“三学三进三服务”为总抓手，以“三大平
台”建设为实验场，科学选定了符合区情特
点的“自选动作”，精心设计制作了全区教育

实践活动流程图和工作计划表，每周下发工
作计划，先后召开常委会、领导小组工作推
进会和督导工作培训会近

30

次， 定期听取
情况汇报，研究分析问题，议定工作措施，确
保活动有特色、有抓手、有方向。

学好、学深、学透是开展好教育实践活
动的基础。河区把学习教育的过程作为强
筋健骨、检验作风的过程，坚持把自身摆进
去，解决“总开关”问题。 河区委常委带头
“领学”，先后召开中心组学习会议

20

余次，

学原著、读原文、看专题片、到实地接受“红、

廉” 教育， 邀请中央党校有关专家为全区
300

余名党员干部进行专题辅导，组织专题
学习讨论，认真做学习笔记，共撰写心得体

会
64

篇， 为基层党员作辅导报告
46

场，做
到了先学一步、学深一层。 河区直各单位
突出实效“活学”，结合工作职能和业务需要
开展学习， 组织了多种形式的主题实践活
动。 区审计局开展“读廉政书、唱廉政歌、写
廉政诗、学廉政人”活动，树立廉政从审的意
识。区食品监督局在学习中谋划食品餐饮监
管的方法学以致用。区检察院组织全院干警
轮流接访、 担任中小学法制副校长强化业务
本领。 各乡镇办根据党员职业、年龄、文化程
度，因地制宜抓好学习教育，其中柳林乡编印
“教育实践活动漫画手册”图文并茂、通俗易
懂，金牛山办事处利用“红色网络家园”平台
组织党员在线学习。村、社区党组织依托远程
教育网广泛组织党员收看《践行群众路
线———百部优秀党员事迹专题片》，深受群众
喜爱。在生产、工作一线挖掘普通党员中的典
型人物，在河区属新闻媒体上开设专栏、专
版， 对第一批

4

个典型人物的事迹进行宣传
报道，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增强了学习教育
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下转

02

版）

编者按： 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开展以来，我市各县区、各部门
按照实施方案，坚持高起点开局、高标准
开展、高质量推进

,

在“抓严、抓实、抓长”

上下功夫
,

真正让党员、干部思想上受教
育、作风上有转变

,

让广大群众感到变化、

感到满意。 从今日起，本报推出“深入开
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立行立改
转作风务实为民谋发展”专栏，宣传介
绍各县区、 各部门的典型经验和工作特
色， 以更好地推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深入开展。

6000多条问题的背后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我
们既要解剖思想，触及灵魂，更要付诸实
践，求得实效。 而要做好群众工作，务实为
民，重要一点就是要了解群众所需，方能
解其所困。

河区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中， 共搜集汇总了各类问题

6625

条
次，经过归纳梳理为

16

类
1961

条问题。

6000

多条问题的背后，是河区党员
干部切实转变作风，进
农村访茶农、进社区访
居民、进企业访困难职

工的真实写照， 反映了河区党员干部的
公仆意识，为民解困的决心，更是密切党群
干群关系的真实体现。

群众问题无小事。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
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 都要竭尽全力去办。

直面群众问题，解决群众问题，这是检验党
员干部作风转变成果的“试金石”。 河区党
员干部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立行立改转作风 务实为民谋发展

□

本报记者姚广义马依钒

日前， 河区举
办广场文化活动，将
普及健康知识与广场
文化活动有机结合在
一起。 图为广场舞蹈
现场。

本报记者
李昊摄

我

市

首

次

培

训

基

层

社

科

工

作

者

本报讯（记者高晶晶）

8

月
7

日上午， 以“中原大讲堂·信阳讲
堂”为载体，我市首次基层社科工
作者业务培训会举行。 会上，信阳
师范学院金荣权教授为来自全市
各县区的近

180

名基层社科工作
者作了题为《社科项目申报与研
究》的精彩讲座。

金荣权教授从事社科项目研究
多年，参与过多项国家级重大课题的
研究。他结合自己从事课题研究的经
验，详细讲述了从课题申报到课题结
项等过程中需要注意到的一些细节
问题。 另外，他还就如何写好学术论
文和调研报告进行指导。

据悉，此次活动由市社科联组
织，旨在提高全市基层社科工作者
的社科理论研究方面的素养和能
力。来自我市市直有关部门的人员
和各县区部分教育工作者参加了
培训。 培训会上，市社科联有关同

志就
2013

年全市社科结项课题和
2014

年新申报
课题作了情况说明。

□

广义依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