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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日报》记者卢松高长岭

靠山临水 村庄当做景点建

———“美丽河南·宜居乡村”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面面观·信阳篇

青山、绿水，白墙、灰瓦，小桥、人家。走进
信阳市河区董家河镇楼房村， 一幅幅乡村
美景，让人目不暇接。

“我们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好，回来就不
想再出去。 ”现年

70

岁的江丙文，

21

岁外出
工作， 退休后便领着老伴回乡养老。

11

月
11

日， 正在村广场与老伙计聊天的江丙文说，这
两年村民房子越建越漂亮，水泥路通到家家户
户，到处都是花草树木，好像生活在风景中。

董家河镇优美的生态环境， 不仅留住了
村民的乡愁，而且因是有名的茶乡，又距离信
阳南湾湖近，还吸引许多游客慕名而来。为提
升旅游品位，打造知名旅游名片，董家河镇集
中开展了人居环境整治， 实现人居环境与生
态环境的和谐统一。

据董家河镇镇长王廷辉介绍， 今年在各
村干部的示范带动下， 群众对房前屋后进行
了植绿补绿，坑塘周边及道路、河道两侧做了
绿化美化，旱厕进行了改造；部分“农家乐”探
索使用了小型污水净化处理设施， 水韵茶乡

显得越发秀美。

“户户是小品，村村是景点。”河区委书
记邵春杰说，按照规划，河区将全力打造环
南湾湖

86

公里风光旅游带，包括董家河镇在
内的环南湾湖的

4

个镇， 将被改造成一个个
靓丽的景区。

“我们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发展乡村
旅游结合起来，不仅使乡村建设得更美，而且
让群众更富裕。 ”信阳市委农办负责人说，信
阳各地依托旅游产业，以精品村为支点，以景
观带为轴线，串点成线，连线成片，打造出各
具特色的美丽乡村风景线。

商城县赤城办事处培山村程老湾组村
民，临铁佛寺水库而居，村内竹树环合，满目
葱茏。 村口的“和谐”湿地小公园，树木茂密，

飞鸟嬉戏。

“以前这里是荒坡，村民的垃圾、粪桶、柴
草胡乱堆放，进村就能闻到一股臭味。不仅影
响居民生活，而且耽搁整个村的旅游发展。 ”

11

月
7

日，培山村村委会主任刘泽喜指着湿
地公园说，今年村里对荒坡进行集中改造，硬
化了路面，新栽了植被，修建了健身器材，并

依坡地走势建成潜流式污水处理池，“以前脏
乱不堪的荒坡，‘变身’人工湿地小公园。 ”

在程老湾，不仅有荒坡变成的公园，更有
把劈山修路的挡土墙设计成的彩绘文化墙，

还有荒地改成菜园后把随处可见的竹子统一
编制成的竹篱笆墙； 新建大型公厕，

11

个旱
厕被拆除； 垃圾桶被漂亮的垃圾屋替代……

看着越变越美、 风景如画的村子，

70

多岁的
程老湾村民熊作海感慨作诗：“美丽乡村是我
家，门前栽树又种花，环境优美人长寿，农村
不比城里差。 ”

依据优美生态环境这个优势， 信阳各地
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过程中， 不仅“巧妆打
扮”，打造出一个个闪亮的新村。还因地制宜，

修复出众多“玉妆天成”的古村落。

商城县金刚台乡杜畈村和新县周河乡西
河村历史悠久，古色古香，文化底蕴深厚。 当
地在进行人居环境改善时，不矫揉造作，不生
硬造景，而是按照村里实际情况，力争原汁原
味还原乡村本色。如今，这些“看得见山，望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古村落，吸引着各
地游客纷至沓来，休闲度假。

记者感言
在信阳农村采访，仿佛置身诗画田园，

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美”。依托旅游产业，

信阳市把村庄作为景点来建设， 把农户当

做小品来改造， 实现了人居环境和生态环

境的融合发展，处处可见“村在山水中，屋

在树木中，路在花草中，人在图画中”的乡

村美景。

值得一提的是， 信阳市在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过程中，既不“涂脂

抹粉”，又不大拆大建；既不千篇一律，又不

崇洋媚外。 而是依山就势，随形就貌，既还

原了乡亲、乡情、乡景，又体现出“一村一

韵”、“一村一景”的特色。这种实事求是、因

地制宜的做法，值得肯定和借鉴。

（原载
11

月
12

日《河南日报》）

中共信阳市委统战部 信阳日报社 联办

信阳“欧凯龙”本月底开门迎商

———羊山新区欧凯龙国际家居体验中心在建项目速写

2013

年
12

月打下第一根基桩
,2014

年
2

月开始土建，

9

月着手装修， 计划
11

月底开门迎商……欧凯龙国际家居体验中
心项目进度令人想起了当年的“深圳速
度”。

昨日上午， 记者再次来到这个光彩事
业项目建设现场， 所见与一个半月前大不

相同： 那时连片的三层楼房还在绿色防护
网中孕育， 而眼前项目招商展示中心的内
外装修正忙得热火朝天。

招商展示中心地处项目一期
A

区最
显眼的位置，门前正在焊接一个直径

18

米
的

1/4

钢构球体，不时飞溅起耀眼的钢花。

“这是楼顶上的装饰物，再有半个小时就可
以搞定。上面还要站个”小精灵“，马上就要
吊装上去。”电焊工熊道国指着不远处的大
吊车和刚运来的金色双翅小天使说。 中心

□

项目责任人心语

把项目建设作为工作的重心

作为项目责任人， 就是要把项目建设
作为工作的重心， 把促进项目建设作为工
作的目标， 把能为项目建设服务见成效作

为荣誉。要常在项目施工现场走动，多跟建
设方展望未来，多促施工方强化施工质量，

多与各方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问
题。 欧凯龙项目是要建设一个集展览、销
售、体验为一体的现代家居生活广场，我们
不仅要将其建成，而是要把它建好，打造成
为具有

300

公里辐射力的豫南家居产品展
销中心。从现在的项目建设，到以后的项目
营销，商家入驻，只要需要我们，我们都会
一如既往、尽职尽责、不遗余力地支持。 对
于项目未来，我们任重道远。

□

赵怀虎（羊山新区管委会副主任、信阳
国际家居产业小镇欧凯龙项目责任人）

欧凯龙项目简介

信阳欧凯龙国际家居体验中心项目

位于国际家居产业小镇境内，由河南欧凯

龙家居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兴建。 欧凯龙集

团始创于 1997 年，是集实业投资，高端家

具、建材专卖，时尚饰品等多种业态为一

体的大型家居建材连锁企业，商业经营面

积近 45 万平方米， 进驻品牌 1500 多家。

信阳欧凯龙项目总投资约 50 亿元， 总占

地面积 2100 亩， 总建筑面积约 130 万平

方米，将建成一个集家具、建材、办公、文

化休闲、餐饮娱乐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

国际家居体验中心。 项目一期占地 175

亩，预计总投资 7 亿元，分 A 区、B 区建设，

目前 A 区商业建筑全部竣工，B 区已开工

建设。

（本报记者方慧玲整理）

链接》》相关资料

□

本报特约记者宋斌
本报记者方慧玲

门前宽阔的场地中间， 几位水泥工正在修
砌喷泉水池， 乳白色的大理石地砖快铺到
了墙根，数名装修工正在做外墙装饰。钻过
脚手架进入室内，只见一楼的接待台、文化
墙、模型沙盘底座等布设工作均已完成，几
名小伙子正对照图纸， 小心翼翼地组装着
将要悬挂于穹顶的大型水晶灯饰。“这些装
修工程

11

月
26

日前要全部完成， 本月底
将要开盘对外招商。”工程部主管徐明华告
诉记者。

一期
A

区还有
6

幢已建成的楼房，将

用来展示现代的、古典的，中国风格、欧美
等域外风情的众多品牌家具。“人们来到这
个家居博览园里， 既能在体验中选购心仪
的产品，还能了解家居的发展史、各国的家
居文化。 ”项目负责人、信阳天筑实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李强介绍。 项目采取边经营边
建设的模式，目前一期

B

区已开工，二期、

三期计划明年建成。

图为正在装修的欧凯龙国际家居体验
中心即将开盘招商。

本报记者王博摄

确保发行任务按时完成

本报讯（记者刘国启通
讯员郑旗）连日来，平桥区积
极行动，安排党报党刊征订工作。

针对今年党报党刊征订时
间紧、任务重、要求严等情况，平
桥区委一边安排专人将征订文
件下发到各乡镇和区直局委等
130

多个单位，一边及时召开会
议，成立了以区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为组长，区委办、区纪委、区
委宣传部、区委组织部、区政府
办、区财政局、郊区邮政局等单
位的

10

名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党
报党刊征订领导小组， 设立发
行、宣传协调、督察

3

个工作组，

配齐工作人员，专职负责征订工
作。 同时，区委宣传部和郊区邮
政局联合设立征订发行工作办
公室和区直单位党报党刊征订
窗口。

与此同时，平桥区继续发挥
过去党报党刊征订的传统优势，

不断扩大新型经济体、新招商企
业等单位的征订和发行范围；奖
励提前完成征订任务的单位，对
在征订时间内先期完成征订任
务的单位予以表彰。

本报讯（裴娅晖余江）

11

月
20

日，息县召开
2015

年度党
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 对

2015

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进行部
署，确保发行任务顺利完成。

会议指出， 做好
2015

年度
党报党刊发行工作，对于巩固壮
大主流思想舆论，引导全县广大
干部群众持续求进、 务实发展、

积极作为，加快推进建设文明道
德息县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
义。 各级党组织要高度重视，党
委有关负责同志要亲自部署、加
强领导，宣传、组织、邮政等部门
要各司其职、通力合作、形成合
力，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确保党
报党刊发行数量稳定。

会议强调，要在创新思路、扩
大党报党刊覆盖上下工夫。 各级
党委宣传部门要积极探索新方
法、新措施，既要保证党报党刊的
有效覆盖，又要减轻基层负担。要
积极探索利用党费和文化事业经
费， 建立向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
新社会组织赠阅的长效机制；继
续鼓励社会力量订阅党报党刊捐
赠给贫困地区，实施文化扶贫。

平桥区
息县

确 保 党 报 发 行 持 续 稳 定

要闻简报

省委第四巡视组到鸡公山管理区羊山新区实地调研

本报讯（记者胡瑜珊）

11

月
21

日，省委第四巡视组
组长孙丰年等在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刘国栋的陪同下，先
后前往鸡公山管理区、羊山新区实地调研，并于当日下午召
开座谈会， 听取两区及市行政服务中心等单位有关经济社

会发展、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的情况汇报。

孙丰年对两区建设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给予充分肯
定，并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加强工程建设项目
监督管理、提升行政审批服务质量等提出要求。

小

香

葱

富

了

王

湾

村

本报讯（韩浩李鹏）“种上一
亩菜，一年轻松赚个万把块；种上一亩
小香葱， 赛过去打一年工……”

11

月
21

日，淮滨县栏杆街道办事处王湾村
村民王振武向笔者介绍着这个远近闻
名的小香葱专业村的“致富经”。

地处淮河行洪滩区的王湾村，有
着种植小香葱的传统习惯。 经过多年
的摸索， 该村的小香葱不用化肥，不
施农药，是通过国家认定的纯天然无
公害的绿色产品，具有脆、嫩、香、辣、

甜的特点，有壮阳、发汗、抗癌、解毒、

降低胆固醇、 增进食欲七大功效，备
受市场青睐，产品远销郑州、武汉、阜
阳等地。

“俺这香葱一年收四茬，一茬亩产
1

万斤，按目前每公斤
3

元计算，除去
投资，年亩纯收入

5

万元左右，今年我
这

8

亩小香葱，年纯收入
40

多万元。”

种植大户王振齐一边移栽香葱， 一边
高兴地谈论着效益。

“要将小香葱做成大产业，品牌化、规模化经营是
必由之路。 ”该村村支部书记王振发介绍，早在

2009

年，村里就成立了王湾村豫皖小香葱专业合作社，采取
“合作社

+

农户
+

基地
+

品牌”的生产经营模式。 目前，该
村已发展以豫皖小香葱为主的绿色无公害蔬菜种植基
地

1000

亩，年增收
5000

万元。

11

月
20

日，信阳师院党员志愿者
20

余人赴信阳市儿童福利院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代表全校师生为福利院儿童送去价值近

5000

元的保
暖衣、食品、水果等生活用品。 李东晓王存选摄

深

化

报

网

融

合

加

强

﹃

三

农

﹄

宣

传

市
委
党
校
第
十
六
期
秋
季
科
级
班
学
员
论
坛
在
本
社
举
办

本报讯（记者韩蕾）如今，新闻媒体
处在一个大发展的时代， 报网融合既是现
状又是未来。 那么如何在报网融合下做好
“三农”新闻宣传工作，形成关心农业、关注
农村、关爱农民的社会环境？

11

月
21

日下
午， 市委党校第十六期秋季科级班学员论
坛在信阳日报社会议室举行， 与会人员就
报网融合下如何改进和加强“三农”新闻宣
传工作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讨论会上，学员们结合实际，对在报网
融合下，如何深入基层、了解农民的所思所
想所盼，如何能够让农民受益，让新媒体深
入乡镇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学员们认为， 作为我市的主流媒体， 近年
来，《信阳日报》、《信阳晚报》在宣传方式、

宣传理念等方面进行了创新， 大力拓展阅
读群体；积极接地气，走基层，写农民关心
的事情，办人民满意的报纸；深入了解我市
农村现状，报道了对“三农”发展具有学习
价值的典型人物，弘扬了正能量。

在这次论坛上， 学员们提出了很多中
肯的意见和建议， 让报社的编辑记者受益
匪浅。 汲取这些建议和意见，今后，信阳日
报社将创新宣传理念、 宣传内容、 宣传领
域、宣传方式，按照“一体两翼”的发展思
路，以《信阳日报》为主体，以《信阳晚报》和
新媒体为两翼，实现报网融合，着力营造全
社会关心农业、关注农村、关爱农民的良好
氛围， 为推进农村新闻宣传工作提供强有
力的舆论支持。

善人者人亦善之

友善，可以是一个微笑、一声
问候，是生活中一些微小的细节：

大街上遇到陌生人问路时耐心地
讲解； 进出小区大门时替后面的
人挡几秒门的随手举动； 丢弃碎
玻璃时包一下， 以免扎伤环卫工
人的手……这些看似举手之劳平
凡无奇的举动， 却体现出一个人
对待生活的态度， 也折射着一个
社会最本真的人文关怀。 正是这
一个个随手行小善的点滴， 将人
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 让整个社
会少些隔阂，多分暖意。

可以说，友善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是公民优秀的个人品
质，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道德
纽带，更是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
伦理基础。

近年来，经济社会事业取得
极大发展，但步伐迅速的城市化
进程，在给予人们日渐丰富的物
质生活的同时，“见死不救”“不敢
和陌生人说话”“拒人于千里之
外”等冷漠之事、不友善之举，也
不时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 不少
人感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复
往昔，争强斗狠、互相算计多了，

互帮互助、扶危济困的少了。

然而， 一座充溢友善的城
市，才是一个宜居的家园。 没有
人愿意生活在充斥着冷漠和戒
备的社会氛围之中，每个人都渴
望在身处困境时得到一份关怀，

在遭遇挫折时听到一句鼓励，在
寒风凛冽中获得一丝温暖。 “善
人者人亦善之。”或许，我们之所
以感觉这个社会还不够友善，正
是因为作为社会一分子的我们，

对这个社会还不够友善。 生活就
像一面镜子， 当我们怀揣友善之
心、 用一份友善去点亮自己和周
围的时候，回馈给我们的，必将是
满怀善意的真诚与笑容。

以友善之举溶解隔阂、温暖
社会，需要你我他携手努力。让我
们从自己出发、从身边做起，在与
他人的交往中学会宽容、 学会关
爱，在传播善意的同时收获温情，

用实际行动为社会的和谐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