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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时秀敏
见习记者黄宁

近年来， 罗山县
抢抓省、 市大力支持
产业集聚区发展的机
遇，以基础建设、开放
引进、 项目推进为抓
手， 不断完善产业集
聚区的载体功能，提
升支撑力、 增加承载
量、扩大辐射圈，有力
推动了工业经济发
展。 图为罗山县产业
集聚区大忠电子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一角。

本报记者
马保群摄

□

本报记者高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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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熊华菊陈玉晗） 大项目顶天立
地，小项目铺天盖地。今年以来，一批批大项目、

好项目在河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该区经
济发展装上了新的引擎。

6

月
17

日，中国电商巨头、国内
500

强企
业苏宁电器实体店及物流中心落户河区，投
资

2

亿元在摩尔城建设
7000

平方米的旗舰店，

并在金牛物流产业集聚区投资建设豫南仓储中
心，运营后年销售额可达

1

亿元至
1.5

亿元，年
税收将超过

500

万元。

7

月
15

日，光大金控全
资子公司河南绿瑞有限公司与河区签约，投
资

25

亿元在金牛物流产业集聚区建设
500

万
立方米

/

日天然气液化工厂和
LNG

加气站，计
划建设周期为

12

个月，建成投产后每年可创税
过亿元。

7

月
28

日，中商国新集团与河区签
约，将在金牛物流集聚区投资建设信阳电商谷，

并就茶产业开发、商业地产、文化传媒等项目进
行进一步考察、商谈。

短短
42

天， 河区连续牵手三大名企，招
商引资工作风生水起， 这得益于河区坚持以
发展为本、以项目为纲，全民忙招商、全力抓项
目的发展战略。

明确责任，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今年，区委、

区政府继续实行处级领导联系重点项目制度，

实行“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抓到
底”责任制，对

52

个重点项目分别明确了分管
处级领导和责任单位、责任人，确保签约项目早
落地、落地项目早开工、开工项目早投产。 同时
在全年综合目标考核中， 提高招商引资工作的
比重，对向集聚区引进项目实行一票否决。

突出重点，实现产业招商突破。围绕金牛物
流产业集聚区的商贸物流和高新技术产业战略
定位，按照绘制的产业链图谱，选择一批符合高
新企业标准的项目入驻集聚区。

招商选资，提升项目支撑作用。围绕商贸物
流、电子商务和新能源建设产业，把有效的资源
集中，引导产品调整结构，引进了一批具有带动
性、投资金额大、科技含量高的好项目、大项目。

夯实基础，改善亲商护商环境。坚决兑现优惠
政策， 对近两年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落实情况进行
了清理，并逐一落实。坚持区招商引资领导小组成
员每月对重点外来企业进行一次走访、座谈，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同
时， 做好光彩事业信阳行和第九届仓储业大会的后续跟踪服务工作，

加强和参会各企业的联系和沟通，积极宣传河区的产业优势、环境
优势和区位优势，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吸引更多的客商落地发展。

今年上半年，河区共引进合同项目
20

个，其中亿元以上项
目

10

个，国内
500

强企业
1

个，行业
100

强企业
1

个，合同金额
92.93

亿元；已落地项目
15

个，金额
45.43

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
目

6

个，落地金额
41.09

亿元。

1

月至
6

月，全区合同利用省外资金
31.63

亿元，占年目标任务的
94.14%

；实际到位省外资金
8.94

亿
元，占年目标任务的

53.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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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顺笔：“牵手”农民奔小康

水泥小道一路延伸， 缓岗丘陵起伏错
落，比肩而居的田块绿意盎然，一望无边，一
口口白花花的水塘珍珠般散布其间，好一幅
美丽的山乡画卷！

在商城县， 这样的画面本也稀松平常。

但商城县李集乡杨集村牵手合作社理事长
董顺笔却赋予了它极不平常的意义。

第一个吃螃蟹
董顺笔是土生土长的杨集村人，高中毕

业后，在湖北挖过鱼塘，到东北伐过树木，跑
河北贩过大米。

1993

年，当广大农民还行走
在温饱线上的时候，董顺笔已成了“先富起
来的人”，他联合自家兄弟，建起了杨集村第
一家企业———兄弟米厂。

杨集村土地多是冈陵地， 收成微薄，很
多农民弃田外出，土地撂荒严重。 董顺笔看
在眼里，急在心里。 很快，兄弟米厂形成了
“企业

+

基地
+

农户”产业格局，带动了全乡
优质水稻的生产。

2004

年，兄弟米厂更名为
“商城县兄弟米业有限公司”， 生意红红火
火，可董顺笔的心里还有一个疙瘩：一家富
了不算富，全村富了才心安呀！

机会终于来了！

2009

年
4

月，信阳成立
“河南省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 的消息

让董顺笔彻夜难眠。 当年
5

月，商城县牵手
综合农业合作社正式挂牌，杨集村撂荒的土
地上开始结出了“金疙瘩”。

撂荒地里结“金瓜”

“金疙瘩”当然不会从天而降，董顺笔的
“金钥匙”是一个又一个富有成效的探索：

集中连片、整村整组流转土地
5600

亩，

小田变大田。

推广早稻和粳稻双季稻种植，亩纯收入
净增

500

元以上。 试种有机稻，为合作社带
来新机遇，已申报有机认证。 红薯种植则是
一年三熟，土地效益得到最大限度发挥。

打造产业链， 投资
2800

万元扩建兄弟
米业有限公司，有机米、优质粳米供不应求，

米糠、碎米、麸皮等加工成绿色饲料，发展养
殖业。 兴办万头猪场，猪粪用作有机稻的有
机肥料。 投资

1200

万元成立了兄弟食品有
限公司，红薯加工为粉条……

“每一步发展，每一项投资，首先考虑的
是农民利益。 ”这是董顺笔的原则。

合作社整修了
37

口大塘，“水中鱼鳖
虾、岸上猪鸡鸭”，每年可创收

150

余万元，

但在董顺笔看来，其最大的效益是“管住了
水”。社员可以免费承包鱼塘，前提是满足农
田用水所需。 合作社的农机免费为社员使
用，社员农机手每年工资

6

万元。

200

多位
农民实现就近务工。合作社还为符合条件的

社员缴纳养老保险金，

已有
31

名技术人员享
受了这一福利。

合作社员笑开花
“我今年

61

岁了，

出去打工没人要， 但在
牵手合作社， 我领双工
资呢， 固定工资加上企
业养老保险金！”社员柴
本银笑声朗朗。

“比个人单干好得
太多了，收入不用说，关
键是有干头！”社员董顺
发如数家珍。

这是牵手合作社
632

户社员共同的心
声。

在牵手合作社，凡
是有具体岗位的社员，

都有固定的工资， 理事
长董顺笔是唯一的例外。 他不但不要工资，

而且合作社用他家的房子和车，他也分文不
取。

县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省、市劳动模
范，总经理、董事长、理事长……董顺笔的头
衔越来越多，而董顺笔却说，他只是一个地
地道道的农民， 让千千万万的农民共同富

裕，是他最大的心愿！

2012

年
7

月、

2013

年
1

月，“全国农民
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全国农机合作社示范
社”，这两块响当当的“国”字号奖牌，次第被
牵手合作社收入囊中。是什么为合作社赢得
了至高的荣誉？ 董顺笔谦逊地一笑：是“牵
手”农民给俺带来了福分！

图为董顺笔
(

左
)

在查看红薯苗情。 本报记者时秀敏摄

沈泽民：今后唯有万死的决心来转变

沈泽民， 浙江省桐乡人，

我国著名文学家沈雁冰（茅
盾）之弟，中国共产党早期杰
出的党员之一，“五四”运动影
响下涌现出来的新文化战士。

1931

年
3

月，沈泽民受党
中央的派遣，到鄂豫皖革命根
据地工作，任中共中央鄂豫皖
分局常委、鄂豫皖省委书记。

1932

年
6

月，蒋介石调集
24

个师又
6

个旅约
30

万大
军， 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
第四次“围剿”。 张国焘等鄂豫
皖中央分局主要领导人推行以
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
一系列政策， 提出国民党军队
已成为“偏师”、红军力量已超
过敌人、 现在转到与敌人实行
决胜负战争的时候了， 完全脱
离客观实际。 作为鄂豫皖省委
书记的沈泽民，也头脑发热，盲
目轻敌。

1932

年
2

月
17

日，鄂
豫皖省委作出《关于目前形势
和党的紧急任务》

的决议。 其中认为
“在进攻苏区与红
军的战场上主要的
火线将由帝国主义
者所直接担负，而
国民党的洛阳政府

和其他军阀政府只担任偏师的
任务。 ”由于鄂豫皖中央分局和
省委对于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
力量的错误估计，无视严重“围
剿”即将到来的事实，毫不进行
必要的准备，实行“不停顿的进
攻”，最终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
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1932

年
10

月，红四方面
军主力战略转移后，沈泽民留
下来仍担任鄂豫皖省委书记，

继续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斗
争。 当时有人力劝病情严重、

经常吐血的沈泽民离开苏区，

沈泽民说：“我的岗位是和红
军一起保卫鄂豫皖苏区。 ”

1932

年
11

月
29

日，沈
泽民在红安县檀树岗主持召
开最高军事干部会议，决定重
建红二十五军。 次日，省委宣
布新的红二十五军组成，军长
吴焕先，政委王平章，全军约
7000

人。 红二十五军组建后，

连续取得了郭家河、 潘家河、

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

1933

年
3

月， 郭家河战
斗胜利后，省委号召根据地广
大军民“起来，趁热打铁的起
来！ ”“夺回中心城市”，“首先
夺回七里坪、红安县、新集、宣
化店”，“恢复整个苏区”。

4

月
14

日，省委又发布通告，指出
“从郭家河胜利以来开始了
鄂豫皖的苏区反‘包剿‘斗争
的反攻时期”，（下转

02

版）

郭瑞民在红色感悟主题活动中寄语大学生骨干暑期实践团学员

感知红色信阳 坚定崇高信仰

本报讯（记者高晶晶）

8

月
9

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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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55

名学员， 身着红
军服，头戴八角帽，在新县鄂豫皖苏区首府
革命博物馆开展了“信仰光芒照耀人生”红
色感悟主题活动。 市委书记郭瑞民寄语学员
们———感知红色信阳，坚定崇高信仰。 团省
委副书记、党组副书记李若鹏，团中央大学
处周星宇，团省委少年部部长王鑫及河南师
范大学团委、共青团信阳市委、新县县委等
相关负责人出席活动。

活动中，学员们集体观看了讲述老红军
罗明榜万里跋涉寻找队伍的专题片《一个
人的东征》，并和

104

岁高龄的罗明榜现场
互动，聆听老人的讲述和教诲。 随后，学员
们一起分享了在新县开展实践锻炼的体会

和收获，并进行“青春誓言”宣誓，共同唱响
共青团团歌。

李若鹏说，能在红色首府与大家相聚，非
常高兴。大别山是红军的故乡，是中国革命走
向胜利的战略转折地。 从大革命到解放战争
的

28

年中，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宝
贵的大别山精神。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
共青团团员，要坚定理想信念。通过重温革命
先烈的奋斗史、 革命史， 培养对党的深厚感
情， 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 要
传承民族精神。 大别山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
的生动诠释， 是中华民族发愤图强的骄傲与
支撑，要自觉感受信仰力量，传承和弘扬民族
精神。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信阳这
片红色革命圣地，感受爱国精神、体悟诚信品

格， 树立崇高理想， 培育昂扬向上的公民品
格，为实现中国梦凝聚起磅礴力量。希望学员
们能够开展好实践活动，圆满完成调研任务，

真正做到学有所感、学有所悟、学有所成。

郭瑞民在致辞中代表信阳市委、 市政府
和全市人民， 对大学生骨干培养学校实践团
学员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信阳是一
片红色的土地， 无数革命烈士和老区人民为
革命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用生命和鲜血
铸就了“坚守信念、胸怀全局、团结一心、勇当
前锋”的大别山精神，其中“坚守信念”的重要
内容就是“信仰坚定”。对于个人来讲，信仰可
以激励其在一生之中为着伟大目标而始终不
渝、砥砺前行，老红军罗明榜一个人东征就是
因为他有坚定的信仰；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

信仰更是前进和发展的巨大动力。 在当代中

国， 坚定信仰就是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就是坚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执着
追求。 中国大学生骨干培养学校实践团的学
员们前来参加活动，感知老区信阳，追寻红色
记忆，大家普遍感到收获很大。刚才的发言和
成果展示，也使我们深受启发，深受教育。 过
去，特别是战争年代，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

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
持，从根本上讲靠的是信仰。 实现中国梦，信
仰绝对不能丢掉。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要
坚定共产主义信仰， 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的
光荣传统，始终如一地忠诚党的事业，在建设
伟大祖国的生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
值，让崇高的信仰永放光芒。

走进革命圣地 坚定理想信念

“忆黄麻而燃血兮，铭红田之永殇。处炼狱
而严辞兮，发信仰之光芒。 ”这是在新县红色感
悟主题活动中，参加暑期实践活动的中国大学
生骨干培养学院的学员们铿锵有力地朗诵自
己写下的词句。 自

8

月
5

日到新县，这些来自
全国各地的学员们走进革命圣地，了解革命故
事，体验革命历程，继承革命遗志，践行着“走
中原大地，挺民族脊梁”的诺言。

在学员们制作的分享实践体会的视频
中，大家不约而同地谈到信仰。“来到信阳，大
别山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作为共产党员，

如果没有远大理想，没有坚定的信仰，我们怎
么能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许世友将军
是我的楷模。他的信仰就是对党忠诚、对国家
忠诚。”“新县以前有十万多人口，为了革命牺
牲了五万五千人。这是新县人民的牺牲，这也
是新县人民为坚守信仰付出的代价”……

与老红军罗明榜见面时， 吉林农业大学

的王彦超说，我一直在想，那个时候，到底是
一种怎样坚定的理想信念， 才能让他不远万
里，历经三年投入党的怀抱。 见到他，我们每
一个人都很激动， 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是坚
定了我的理想信念， 坚定了我对党组织的信
任。在未来的生活、工作、学习中，无论遇到多
大的困难，我相信，只要一直坚持下去，就一
定会获得成功。

参观完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来
自复旦大学的蔡启予说， 是信仰的力量支撑

革命先烈宁可把牢底坐穿也绝不背叛革命，

是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让穷苦人民成为了钢
铁战士！ 我在城市、在象牙塔里成长，从未像
现在这样感受深刻， 从未像这样坚定先辈和
自己的共同信仰！

“登大别而临河兮，沐中原之天光。 观三
州而察枢兮， 承六都之辉煌。 品楚韵而思远
兮，感豫风之醇香。 阅山川之出岫兮，居淮水
之正阳。采毛尖之撷英兮，享茶酒之烹尝。”这
是红色信阳。 “走在人生的奋斗路上，我们脚
步铿锵；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点燃信仰的万
丈光芒。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实现中国梦的
伟大理想！ ”这是学员们的青春誓言。相信在
未来的日子里， 他们将更加坚定自己的人生
信仰，记住这红色信阳！

光山县开展送法进乡村进社区活动

本报讯（苏良博李玲）

近日，光山县组织律师、公证
员、法律援助工作者、司法行
政工作人员等开展送法进乡
村进社区大型普法宣传活动。

首场活动在该县司马光
广场举行。活动采取挂横幅、

摆展板、设咨询台、免费代书
和解答群众咨询、 散发宣传
材料等方式进行， 吸引了许
多过路群众及附近居民参
与。 工作人员耐心细致解答
了现场群众提出的相关问
题，宣传了《兵役法》、《军人

军属优抚条例》 等涉军法律
法规和与群众生产生活相关
的法规， 让群众在家门口学
习了解法律知识， 解决法律
疑惑，提高法律素养，达到服
务群众、弘扬法治的目的，受
到广大干群的欢迎和好评。

首场活动当天， 现场参
与律师、公证员、司法行政工
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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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思中迈向希望的明天

云南省各地沉痛哀悼鲁甸地震遇难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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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地震遇难同胞
仪式在鲁甸县城举行。同一时间，从震中
龙头山到省城昆明， 从梅里雪山到珠江
源头，从乌蒙山区到孔雀之乡，云南各地
各族群众就地默哀

3

分钟， 深切缅怀地
震遇难同胞。

鲁甸县城悼念仪式现场布置得简洁
庄重，气氛肃穆，正中悬挂着黑底白字的
“深切哀悼云南鲁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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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遇难同

胞”横幅，两旁是“逝者安息”“生者坚强”

的竖幅，黑白两色的献花台十分素雅。

10

时整，国家有关部委和云南省各
级各部门党政军领导及各界群众代表
100

余人佩戴白色纸质胸花静静肃立，

低头默哀，现场内外汽车喇叭声、警报声

响彻县城。

３

分钟后， 各界代表在充满哀伤的
《思念曲》中手持白色、黄色的菊花，依次
缓缓走向献花台，把鲜花轻轻放在台上，

深深鞠躬，官兵们献花后庄严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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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厚的人民情怀 坚强的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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