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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刘?是从俄罗斯留学回来的海归，

2012

年，他在平桥区
九店乡流转

15

亩地开始人工培育泥鳅苗。目前，他培育、养殖的泥鳅不
仅畅销周边地市，还出口到韩国。图为

8

月
7

日刘?正在向客户介绍他培
育的泥鳅种苗。 本报记者卢小龙摄

3500年古沉舟“出浴”

信阳博物馆淮河古沉舟脱水浸渍保护顺利完成
本报讯（记者郝光）信阳博

物馆淮河古沉舟历经两年的“洗
澡”，终于“出浴”。近日，由河南省
文物科技保护中心、信阳博物馆联
合实施的淮河古沉舟脱水浸渍保
护工序顺利完成。

现陈列在信阳博物馆的“镇馆
之宝”淮河独木舟，

2009

年
7

月发现
于息县城郊淮河西岸。由于独木舟
沉于淮河水底几千年，舟体绝对含
水率普遍在

200％-300％

之间，局
部腐蚀严重的部位，其绝对含水率
在
600%

以上， 木纤维素含量只有
正常木材的

20％-30％

， 必须进行

脱水处理，才能达到长期保护的目
的。为此，信阳博物馆委托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省文物科技
保护中心编制保护方案，并报请国
家文物局批准，于

2012

年正式开始
实施脱水处理。

脱水处理工作主要分脱盐清
洗、脱水浸渍、定型加固、修复补全
及防霉封护

5

个阶段，整个过程约需
5

年以上时间。此次进行的是脱水浸
渍阶段处理工作， 随后即可转入定
型加固、修复补全、防霉杀菌及封护
处理阶段。 所有处理工作完成后，

观众就能看到古沉舟的全貌了。

紫 云 英 花 开 别 样 红

（上接
01

版）

其三，紫云英有着独特的药用和食疗价
值。 据谢宗万的《全国中草药汇编》记载：紫
云英是一味中药，名曰紫云英子，以根、全草
和种子入药。夏秋采集，鲜用或晒干。具有祛
风明目，健脾益气，解毒止痛的功效。其根用
于肝炎，营养性浮肿，月经不调；全草则用于
急性结膜炎，神经痛，带状疱疹，疮疖痈肿，

痔疮。 紫云英茎叶是富硒食品，具有抗癌作
用。

其四，紫云英是重要的蜜源植物，不仅产
量高，而且品质好。紫云英蜂蜜具有澄清色浅、

气味清香、滋味甜而不腻的特点，营养丰富，国
际上大有市场，是可以出口的土特产。

其五，紫云英种子是重要的出口创汇产
品。 紫云英不仅有肥田作用，其花还有观赏
价值。日本人评价紫云英花“色比樱花艳，花
期更久长”，是“长在田里的樱花”。 日本、韩
国商人纷至沓来，采购信阳紫云英种子。

然而，曾经大面积种植的紫云英，在农
村劳动力转移以后一度成了“弃儿”。进入新
世纪以后， 一部分农民虽然还种紫云英，但
粗种轻管，“望天收”。 春季一到，不管好坏，

都是一犁了之。 究其原因，平桥区五里镇农
民李停干掰着手指头娓娓道来：一是种田利
润薄，种紫云英毕竟比白茬田费事。 至于长
期施化肥会土壤板结什么的，那不是咱考虑
的事。 二是紫云英种子市场波动大，难以捉
摸。 三是年轻力壮的都到城里赚大钱去了，

现在是有田没人种。四是农民种紫云英历来
就是“望天收”，管它死活……

果真如此吗？ 放眼世界，紫云英以其多
用价值日益受到国际市场的青睐。 仅紫云
英种子， 大部分年份市场价格都稳定在

25

元
/

公斤左右，按照每亩
40

公斤计算，亩产
值可达千元以上，综合效益十分可观。

或许，中国绿肥行业首席专家、国家农
科院曹卫东博士的一番话更能说明这个问
题：一是长期施用化肥，会导致土地板结、土
壤酸化，农作物不但不能正常生长，而且产
量也会停滞不前，甚至下降；二是长此以往，

大量的化肥残留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
毒性，毒大米就是这样“炼”成的；三是即使
少施化肥， 土壤结构也没有多大的破坏，但
是土壤会“营养不良”，生长在这样土地上的
农作物也会“体弱多病”……

紫云英能改良土壤吗？能！科学实验表
明，紫云英根部有很多固氮瘤，一株株紫云
英就是一个个微型地下氮肥厂，也是一个个
微型空气清洁器。

1

亩紫云英所产生的肥
力，相当于

16

公斤尿素、

12

公斤磷肥、

15

公
斤钾肥。 以紫云英为底肥，农作物岂有不高
产、不丰收之理？

怎样让老百姓重新认可紫云英呢？这是
个问题。

市委书记的眼光与情怀：小产业能做大
文章

2012

年
7

月初的一个上午， 罗山县子
路镇一望无垠的稻田边，市委书记郭瑞民饶
有兴趣地听着种粮大户陈贵权的“种田经”，

听着听着， 郭书记来了兴致：“照你这么说，

你们水稻之所以实现优质、高产、高效，都有
紫云英的功劳？”陈贵权回答：“不仅是水稻，

连小麦、油菜优质、高产都与紫云英大有关
系，一茬紫云英的肥效可以维持

2

年
-3

年。

如果全面推行紫云英与小麦、油菜的倒茬种
植，生产的大米、面粉、菜籽油样样好吃。 ”

一个没有紫云英花开花落的季节，一次
轻车简从的调研，紫云英的魅力在书记的心
里深深地扎了根。

是啊，紫云英不仅是最好的绿肥，还是
建设生态信阳的“底肥”，它既可以促进养殖
业、旅游业、观光农业、蜂蜜产业发展，还可
以出口创汇赚“洋钱”。紫云英集绿色、健康、

美丽、甜美于一身，是不可多得的多功能产
业。

光有“第一印象”还不够，市委、市政府
主要领导继续深入调查研究，“精打细算“后
得出了几个结论：

第一，算“政治账”。 种植紫云英是策应
党中央、 国务院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需
要，也是调整农业结构，建设河南省农村改
革发展综合试验区的必然要求，更是保障食
品安全的必由之路。

第二，算“优势账”。发展紫云英，信阳天
时地利人和俱备：信阳属发展紫云英的优势
区域，有做大做强的自然条件；农民有种植
紫云英的传统，稍加引导就能够获得较好收
成；信阳有一定的白茬田存在，与其闲置，不
如种植；信阳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
植大户渐成气候， 适时适度发展紫云英，条
件成熟。

第三，算“经济账”。开发紫云英产业，可
以实现政府、企业与农户多赢。 假如信阳的
白茬田大都种植紫云英，不仅可以消灭白茬
田， 还可以促进紫云英种子和花蜜出口、增
加水稻产量，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

第四，算“环境账”。紫云英作为绿肥，不

仅能够改良土壤，提高土壤肥力水平，增强
土地肥力后劲，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而且
还可以改善环境，净化空气，为信阳“十佳宜
居城市”增添一抹靓丽的色彩。

2012

年
7

月下旬，市委办、市政府办联
合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紫云英及相关产业
的意见》，成立了“加快发展紫云英及相关产
业领导小组”，由市委副书记任组长，分管副
市长任副组长，市政府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
为成员， 统一组织协调紫云英及其产业发
展。 在市委、市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各县区、

各部门纷纷行动起来，定任务、保面积，抓宣
传、创氛围，讲道理、算效益。 为了激发农民
种植紫云英的积极性，市委、市政府拿出“真
金白银”， 在财力并不宽裕的情况下， 筹措
2500

万元进行补贴和奖励。 农业部门更是
一马当先，迅速行动起来，一批批技术人员
派下去了，一页页《紫云英生产技术规程》发
下去了，一项项技术措施落实下去了，一份
份答卷交上来了……

“市委、市政府这么重视，投入这么大的
人力、物力、财力，再加上紫云英本身又这么
好，我们再不抓住这个机遇，实在是太可惜
了。”光山县罗陈乡种粮大户刘正礼如是说。

俗话说：有播种才会有收获。 信阳农民
在秋天播下的紫云英种子，在来年的春天就
收获了———

别样的“信阳红”与“红信阳”：紫云英唤
起生态热

信阳是红色的土地，人民群众素有跟党
走的优良传统。 此番政府提出的“紫云英计
划”迅速化为全市人民的积极行动。

从大别山下到淮河岸边，从古蓼大地到
楚王城下，信阳大地掀起了一场紫云英热。

地处信阳东大门的固始县， 根据实际，

迅速规划出以紫云英种植为主题的“东西大
岗搞出口，南部山区观光游，近城地区有机
稻”的发展布局。

具有多年种植紫云英历史的潢川县、商
城县， 把紫云英放在秋冬种的优先位置，严
格落实“三定”（定面积、定合作社、定示范
方），强化技术指导，启动“红花围城”工程、

“花带护线”工程、“观赏花圃”工程、“种子基
地”工程。

“山田秀美、风光旖旎”的罗山县、光山
县，将紫云英种植与新型农村社区、美丽乡
村建设结合起来，侧重于紫云英的产业化发
展，做好紫云英与有机食品、出口创汇、优质
蜜源、旅游产业的对接工作，使紫云英完全
融入大农业、大生态、大产业体系当中。

致力于打造“蓝天、碧水、红城”的新县，

提出了“山上有映山红、山下有草籽红”的口
号，在主要旅游景区种植紫云英，使紫云英
与油菜、小麦红黄绿相间，相映成趣。

“一脚城里、一脚城外”的平桥区、河
区是信阳城市的“后花园”，他们把打造绿色
食品基地与发展紫云英生态旅游结合起来，

为信阳市区居民提供了一个个好吃、 好看、

好玩的去处。

“地跨淮河两岸、兼有南北风情”的息
县、淮滨县小麦种植面积大、产量高，是全市
夏粮粮仓。他们也主动请缨，消灭白茬田，种
上紫云英。

最美信阳四月天，花山草海紧相连。 如
今的信阳，每到紫云英花盛开的季节，空气
里弥漫着花香，田野中织出了锦绣，美不胜
收的紫云英啊， 红透了信阳的山山水水，绣
出了别样的“信阳红”……

“紫云英计划”是信阳实施“生态农业战
略”、“绿色食品工程”、“美丽生活行动”、“甜
蜜事业”、“富民强市伟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许再过一些年头，信阳这张“绿色名片”会
叫得更响、传得更远，产生的效益更大。

在信阳紫云英发展历史中，还有一个群
体不能不提，他们就是为攻克技术难关而废
寝忘食的农业科技专家们———

试验田的“坚守”与“期盼”：咬定青山不
放松

市委、市政府的决定，犹如一声春雷，在
信阳市农科院引发了强烈反响：

50

年的不
懈努力，终于又迎来了紫云英发展的春天。

早在
1961

年， 市农科院的专家们就开
始了紫云英方面的专题研究，从搜集农家种
开始，整理、筛选，优中选优，终于鉴定出最
适合信阳种植的优良地方新品种，并研发出
一套与其相配套的高产栽培技术，推动了当
时信阳紫云英种植面积迅速扩大，种子质量
迅速提高，逐渐发展成为知名品牌和地方特
色产业。

然而，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科
研体制的改革，农科院的科研经费一度没了
着落，农民种紫云英的热情也在消退，一系
列困难接踵而来。紫云英研究是上，还是放？

成了摆在专家面前的现实问题。 “宁肯少吃
一口饭，也要筹钱保科研。 ”他们下定决心：

绝不放弃！

一分耕耘就会有一分收获，他们的坚守
终于得到了回报。 进入本世纪以后，他们的

研究引起了高层重视，在国家的“十一五”

和“十二五”公益性行业
(

农业
)

科研专项中，

他们承担了一批科研项目。 在国家经费的
支持下，他们的“河南省南部稻区紫云英、

水稻一体化栽培管理技术规程”、“河南省
南部稻区紫云英种子生产与加工技术规
程”两项研究成果迅速上升到国家级定位，

只待转化后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2008

年
9

月， 信阳又迎来了一位尊贵
的客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
士。 袁隆平在高度评价信阳的水稻发展盛
况后，说了这么一句话：信阳是中国籼稻的
第二高产区，又是全国最优质籼米生产区，

如果大力发展紫云英与水稻轮作， 水稻产
量会更高，米质会更优。

院士的远瞩是对科研课题的最好定
位。

为了提升紫云英产业的经济效益，推
动信阳绿色食品基地建设， 市农科院组织
以紫云英为主要肥源的水稻清洁生产技术
攻关， 取得了阶段性重大成果———“紫云
英
+

覆膜有机稻生产技术”

2011

年
1

月获得
国家发明专利。

提起这项成果， 其最大受益者———固
始县顺兴粮油有限公司董事长苗守根道出
了科研人员的艰辛与坚韧： 为了准确测定
紫云英的施用量，他们一筐一筐抬，一秤一
秤称；为了找出紫云英最佳安全沤制时间，

他们一天一观测，一个一个数字记，一次观
测下来就是几个钟头，从土壤到水质，从外
形到气味， 从水色到酸碱性， 从理论到实
践，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环节；最终计算
出“紫云英

+

覆膜有机稻“生产最佳翻压量
和沤制时间……

2012

年金秋， 正是紫云英播种的关键
时刻， 一条新闻在业界不胫而走：“信紫

1

号” 紫云英新品种荣获河南省科技进步三
等奖。 小作物出了大成果！

“作为市级农科院，取得这样的科研成
果，在全国也不多见。 ”中国绿肥行业专项
首席专家、 国家农科院曹卫东博士如此评
价。

不经一番寒霜苦，哪得腊梅吐芬芳？ 这
项科研成果要归功于以潘兹亮副研究员为
核心的紫云英课题科研创新团队。

潘兹亮， 一个与紫云英打了大半辈子
交道的人。 在

28

年的科研生涯中，对它始
终偏爱有加。

2003

年，潘兹亮“突发奇思”：

紫云英种子要出口，路子必须走对。 日本人
喜欢白色樱花， 我们何不从紫花中选育出
白花？ 这样的紫云英一定会受到日本人的
喜爱。

说干就干。 潘兹亮的团队全身心地投
入到他们的“紫白事业”中。 一路走来，付出
了别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困苦。

一次，天降大雨，雷电交加，正在田间
做实验的潘兹亮为了保护刚刚授过粉的花
朵，把雨伞牢牢地盖在花朵上，而自己则冒
雨回家。 由于暴雨如注，视线模糊，再加上
本来就近视，在跨过一个田缺时，重重地摔
在田沟里，髋骨摔成重伤，后来虽然治好，

但仍留下了隐患， 至今每逢下雨天仍隐隐
作痛。

吕玉虎，别看外表文质彬彬，干起工作
却虎虎生风。 为防止蜜蜂乱传粉，他带领一
班人员在紫云英田里搭纱帐， 钻进纱帐进
行人工授粉。 还有张丽霞、郭晓彦等“铿锵
玫瑰”， 她们本来是从高等学府走出来的
“高才生”，或许应该在办公室、实验室从事
着一份悠闲的工作，但在这个团队里，她们
没有丝毫的娇气，“女人当着男人用， 一人
干着多人活”。

就是这样的创新团队， 他们在科研领
域屡创佳绩，一篇篇论文发表出来了，一个
个新品种培育出来了， 一项项新成果研发
出来了。

谁承想到， 紫云英生产中新的难题却
接踵而来，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全苗难、

防渍难、收种难。

第一个是全苗难。 信阳水稻机械收割
面积占

80%

以上，收割机所到之处，车轮碾
压，稻草覆盖，收前套播的紫云英小苗有的
被碾死，有的被“捂”死。 专家们连夜查阅资
料，设计试验，终于研究出了水稻机收早晒
田留高茬技术：水稻成熟时提前晒田，把田
晒硬， 机收时稻茬高度留到

30

厘米
-50

厘
米。 这样收割机下田时轮不下陷， 稻草高
棚，既减少了稻草覆盖，又为紫云英幼苗生
长搭好了“荫棚”。 小苗保住了，群众放心
了。

第二个是防渍难。 信阳冬春多雨，水稻
田渗漏难， 再加上农民粗放种植， 懒得起
沟，一俟雨期，就会造成渍害，严重的会导
致紫云英大面积死亡。 难题就是课题，困难
就是任务。 科研团队迎难而上，又研究出机
械开沟、“三沟配套“技术，让紫云英田既能
排，又能灌，旱涝保收。 他们还做出样板田，

让农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

第三个是收种难。由于紫云英成熟时比
较低矮，人工割打费工费时，农民不愿意留
种。实现紫云英留种田机械收获是根本出路。

他们立即投身于对现有全喂入式收获机械的
改装与调试当中。紫云英种子比较小怎么办？

他们改进收割机的筛网；紫云英种子比较轻
怎么办？ 他们把风机风量调小；紫云英植株
比较矮怎么办？他们适度调低“喂口”……一
次不成功，两次；效果不理想，拉回来再改！

就这样，一台台适合收获紫云英种子的机械
被改装出来了。 人员不用下地，机械帮助收
割， 紫云英留种每亩成本由原来人工割打
160

多元直降到机械收割
30

多元。 李停干
深有感触地说：“当初大家都是以怀疑的眼
光看待这件事，因为从未听说过机械能收割
紫云英，而今我们见了、信了、服了。去年，我
们合作社的

600

多亩留种紫云英全部实现
机收，仅此一项，节约资金

8

万多元。还是科
学好，还是专家厉害啊！ ”

信阳的“新红”与“新绿”：幸福之花处处
开

紫云英花，被人们称为幸福之花。时下，

正值市委、市政府大力推动发展紫云英两周
年之际，“幸福之花”在信阳“幸福”吗？ 前不
久，记者走访得知，

2013

年全市计划种植
90

万亩，实际突破了百万亩大关，市委、市政府
的初衷基本实现。 紫云英在绿色信阳、美丽
信阳、生态信阳、活力信阳、魅力信阳建设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个朝阳产业已悄然形
成，以紫云英为纽带的三大基地初具规模。

第一大基地：种子出口创汇基地。

信阳紫云英品种耐寒、花期长、鲜草产
量高，深受东北亚部分国家喜欢。早在

1978

年，信阳就被农业部定为“全国紫云英种子
供应基地”。 但几十年来信阳紫云英种子的
外贸出口一直起起伏伏： 外销行情好时，农
民掺杂兑假，坑商害商，不讲信誉；外销行情
不好时，商贩压价收购，坑农害农。信誉的缺
失和基地锐减导致信阳紫云英种子外贸出
口逐渐萎缩，

2005

年跌入最低谷，当年外贸
出口为零，出现了空白年。

为了重新打开外贸市场，市农科院一班
人一边做好宣传工作， 一边跑出口指标

:

一
定要让信阳紫云英种子走得更远！

2006

年
4

月，一个消息传来：韩国农业
协会在江西省、 安徽省考察紫云英育种，有
合作意向。 于是，他们连夜赶到韩国客人下
榻的宾馆，用一组组数字向他们展示了信阳
紫云英独特的优势：纬度接近韩国，引种变
异几率小；抗寒能力强，品质更优良。百闻不
如一见， 韩国客人到信阳考察后一锤定音，

与信阳市农科院签订了紫云英种子购销协
议，第一笔业务量就达到

1200

吨。

以后几年， 缘于信阳紫云英的品高质
优， 其种子也越来越被外商所青睐。

2013

年，信阳紫云英种子外销东北亚
3500

吨，为
国家创汇

7000

多万美元。目前，紫云英种子
已经成为信阳重要的出口创汇商品之一。

“紫云英，信阳造！”信阳，因紫云英而蜚声海
内外。

第二大基地：绿色稻米生产基地。

走进潢川县魏岗乡民丰种植合作社有
机稻生产基地，“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绿色
产业链令人耳目一新。他们以紫云英为主要
肥源，配施一定量的有机肥，养鸭除草，用黑
光灯诱杀害虫，生产出来的有机稻米口感好，

香味浓，市场供不应求。 面对记者，该合作社
理事长张建松自豪地说：“生产有机稻虽然费
点事，但投入小，效益高，值得！ ”据悉，他的有
机米卖到

20

元一斤，是市场上普通大米价格
的

6

倍以上。 综合产量等方方面面的因素，

有机米的效益是普通大米的
4

倍左右。

目前，固始顺兴粮油、商城山信粮业、潢
川黄国粮业等多家信阳稻米加工龙头企业，

已经认识到绿色食品带来的巨大商机，他们
迅速行动起来，大规模流转土地，发展订单
农业，建立生产基地，拉长产业链条，占领高
端市场，既重塑了“信阳大米”品牌，又获得
了丰厚回报。

第三大基地：休闲观光农业基地。

紫云英花开时节，花团锦簇，姹紫嫣红，

令人流连忘返。 罗山县周党镇，地处大别山
脚下， 虽然距信阳市及周边县城均在

60

公
里开外，位置相对偏远。但每年的

4

月，这里
紫云英花、油菜花竞相开放，蜂闹蝶飞，煞是
醉人。 四面八方的帅哥靓女们纷至沓来，在
最美的地方留下他们最美的记忆。为什么风
景这边独好？因为这里是信阳市农科院的新
品种展示基地。 一望无际的紫云英，与油菜
花、杜鹃花交相辉映，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些
美丽的花朵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对大自然
的赞美，还有对幸福生活的歌唱与憧憬。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每
到春季，岂止是一个周党镇，连整个信阳都
是一个大花园。 俯视信阳大地，城市戴上了
红色的“项圈”，道路系上了红色的“飘带”，

田野披上了红色的“锦绣”，村庄穿上了红色
的“盛装”！

紫云英因信阳而娇媚，信阳因紫云英而
美丽。

紫云英， 注定会成为信阳最美的风景；

紫云英，必将使信阳更绿、更红，更宜居。

紫云英花开别样红！

奏响鱼水情深新乐章

（上接
01

版）

立足区情特点是开展好教育
实践活动的关键。河区党员干部
首先是沉下去听声音。广泛开展进
农村访茶农、进社区访居民、进企
业访困难职工“三进三访”活动，各
级领导干部带头深入村、社区和企
业联系点蹲点调研， 问群众所需、

帮群众解难、向群众求教，面对面
倾听群众呼声。区直机关单位干部
深入牵手共建村和社区，全面了解
掌握服务职能、服务效率、服务质
量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当地群
众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服务。其
次是迎上来找问题，坚持敞开大门
搞活动，分层次、分系统召开征求
意见座谈会

88

场， 区直各单位分

别开通征求意见热线电话，设立征
求意见箱，累计发放征求意见表万
余份，全面、客观、真实地听取群众
声音。再次是常态化集民意。河
区开通

20

部民生手机短信号码，

开设微博、

QQ

平台， 全天候搜集
社情民意，对接收到的问题做到了
第一时间转办、第一时间反馈。 截
至目前，全区共搜集汇总了各类问
题

6625

条次， 归纳梳理出
16

类
1961

条问题。

一次次学习，一次次洗礼。 
河区广大党员干部补足了精神之
“钙”、筑牢了思想之“魂”，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在对照中反复警
醒

,

不断升华；为了谁、依靠谁、我
是谁，也在学习中渐渐清晰。

综合要闻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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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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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

兹有信阳市美其居家具有限公司， 经公司全体股东大会研
究决议通过，拟向当地工商部门申请注销，请与公司有关的债权债
务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信阳市美其居家具有限公司

2014

年
8

月
8

日
●

兹有河南华隆羽绒有限公司， 经公司股东河南华英农业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决议通过，拟向当地工商部门申请注销，

请与公司有关的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河南华隆羽绒有限公司

2014

年
8

月
8

日

声 明

●

兹有固始县阳光众泰新型墙体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在固始县农行办理的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

J5157000203801

），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

兹有张豫购买的由信阳福源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政和花园
C

区
35

栋
3

单元
3

层
305

号房产壹处，建筑面积
141.88

平方米，其购房发票一式三联（发票联、房管办证联、土
地办证联），票号为：

00497174

，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

兹有信阳丰华实业有限公司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1300157764613X),

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公 告

经信阳银监分局批
准， 光山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西郊分社、 财神炉分
社、 九龙口储蓄所自即日
起终止营业。

光山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

2014

年
8

月
7

日

为了增加栗农收入，提高群众种植板栗的积极
性，我公司从

2014

年
8

月
20

日起，大量收购新鲜嫩栗
仁，收购价格为每公斤

13

元至
14

元，量大从优。

联系人：张振亮
电话：

13782969629

地址：信阳市河区柳林乡甘冲村
107

国道
旁张湾冷库

公 告

罗山县国土资源局现将河南省罗山县卫生学校的土地初始登
记予以公告： 该宗地坐落于罗山县九龙大道与龙山大道交会处南
侧，土地权属性质为国有，使用权类型为划拨用地，用途为医疗卫生
用地，面积为

1536.51

平方米。该宗地东以自墙为界，外水渠；南以自
墙为界，外水渠；西以自墙为界，外规划道路；北以自墙为界，外河南
省罗山县卫生学校用地。若对以上公告的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及他
项权利等有异议者，请于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罗山县国土资源局申
请复核手续。逾期无异议者，即认为上述公告的权益有效，将准予登
记注册。

罗山县国土资源局
2014

年
8

月
6

日

收 购 板 栗 仁

淮河源项目总结会在我市召开

本报讯（见习记者李海）

8

月
7

日上午， 淮河源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可持续利用项目（以下简称淮
河源项目）总结会在市行政中心召
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
项目经理马超德，环保部生物多样
性保护首席专家、淮河源项目首席
技术顾问薛达元，环保部对外合作
中心处长陈明，环保部对外合作中
心王爱华博士，省发改委、省财政
厅、省环保厅等部门的项目指导委
员会成员，市淮河源项目领导小组
各成员单位和

5

个项目县的负责同
志参加会议。

会议播放了淮河源项目专题
片， 集中展示了项目办近

5

年来所
做的各项工作和收到的成效。会

上，薛达元介绍了项目终期成果及
后续安排；罗山县社工协会代表介
绍了参与淮河源项目的经验体会；

马超德对淮河源项目办近年来的
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会议指出，虽然淮河源项目即
将结束，但信阳的生态文明建设没
有终点。 为运用好淮河源项目成
果， 我市需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继续保留淮河源国家级生态
功能保护区建设领导小组；二是聘
请国家层面技术顾问做指导；三是
继续开展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
监控；四是国土部门要继续完善生
物多样性友好型土地利用规划；五
是各级政府要充分完善好补偿机
制和激励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