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国粮业：带动中国糯米行业迈上新高度

———来自全市产业集聚区重点攻坚项目一线的系列报道之十二

昨日， 记者来到黄国粮业股份
有限公司， 见到许多大货车来来往
往， 工人们正在将一袋袋糯米往车
上装。 环顾公司四周，办公区、生产
区、仓储区、生活区分区布局，错落
有致；花木繁茂，场地整洁。

该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公司
奉行“产业富农、奉献三农”的企业
理念，采用“订单农业”的经营模式，

主要生产水磨糯米粉， 年销量超过
10

万吨，公司在亚洲各优质粮食产
区都拥有完善的采购系统， 可以满
足各类企业大批量的糯米和糯米粉
的需求。

河南黄国粮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2

年注册成立， 是集稻米深加
工、贸易、科研和综合利用为一体的
财政参股企业， 也是目前中国乃至
世界规模最大的水磨糯米粉生产龙
头企业，是国内最具规模、技术装备
最先进的糯米粉生产领军企业。

在公司工作人员的引领下，记
者走进生产区观看了一段生产流
程。 只见工人用加工稻谷后的稻壳
烧锅炉、 用锅炉产生的高压蒸汽发
电、 用发电的余热蒸汽经换热装置

烘干糯米粉、 用冷凝蒸汽循环进入
锅炉可冬季取暖、 再将稻壳灰外销
制作活性炭和保温材料。 随行的工
作人员介绍说：“你们看到的生产流
程代表了我们公司“清洁生产、环保
优先”的特色。这就是一举三得———

节能降耗、废物利用、减少污染。 经
过将烧煤锅炉改造为烧稻壳锅炉，

再在锅炉烟气出口安装最先进的电
磁脉冲袋式除尘器， 从而使烟囱排
放的烟气不再含有粉尘， 达到国家
一级烟气排放标准。这样，烟囱冒出
的白色气体，其实是水蒸气，宛如蓝
天下绽放的朵朵雪莲， 而不再是传
统意义上的粉尘烟雾。 ”

参观完河南黄国粮业股份有限
公司的生产车间， 河南黄国粮业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兴伍接受了记
者的采访。在与记者的谈话中，周兴
伍三句话不离农民、农村、农业。 他
告诉记者， 黄国粮业常年与当地农
户打交道， 并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
持鼓励下，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经
过不懈努力， 成了远近闻名的国家
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目前，公
司资产总值达

6.1

亿元， 年销售收
入

6.6

亿多元、 利税
5000

多万元。

三全、 思念等省内知名食品生产企

业及省外不少知名行业龙头企业都
是黄国粮业的深度合作伙伴。 与此
同时，当地农户也随之富裕起来，由
原来的每家每户分散式的种植，到
现在土地流转，集中管理种植，不仅
收入增加了， 而且种粮的积极性也
大大提高。 黄国粮业非常重视农业
项目的科技研发， 多次与省内知名
的业内专家展开合作， 目的就是为
了让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让农民

真正摆脱靠天吃饭的命运， 真正走
上富裕之路。

谈到今后的发展，周兴伍表示，

黄国粮业将继续与
27

家科研院所
及相关企业组成“全国稻米精深加
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实施
“一体两翼”发展战略，即以糯米粉
产业为主体，以向上、下游延伸为两
翼。向上游延伸，就是以现代生态农
业示范园区示范、带动种植农户，实

现工业与农业齐飞、 企业与农民共
赢。向下游延伸，就是利用糯米粉综
合利用专利技术， 生产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可
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化工等行业
的糯米淀粉、蛋白和多肽新产品，拓
展新的利润增长空间，就地吸纳、转
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从而带动中国糯米行业
迈上新高度。

学习讲话 奋发有为 添彩河南

服务“三农” 回报社会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解决
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
重中之重，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
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黄国
粮业作为涉农企业， 一直践行着
服务“三农”、回报社会的信念和
诺言，焕发出勃勃生机。 多年来，

公司与农业部门合作， 坚持运用
“公司

+

基地
+

农户”和“订单农业”

的经营模式，实行“包良种供应、

包技术指导、 包优惠价收购”的
“三包”政策和“农（民）企（业）共
建” 绿色糯稻种植示范基地的机
制，带动当地农民逐年扩大优质糯
稻种植面积。 目前，该公司已成为
国内最大的糯米粉生产企业，年产
糯米粉达

15

万吨。

真心“服务三农，回报社会”

的行动赢得了人心，也得到了回
报，从

2002

年到现在，黄国粮业
股份有限公司先后荣获河南省
“重合同守信用企业”、“民营企

业质量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
号，也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
龙头企业”河南省“农产品加工
业示范企业”、“首发上市省重点
后备企业”。 获得这么多的荣誉，

不仅展示了公司形象，更大大提
高了知名度。 如今的黄国粮业正
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重组、整
合种植、养殖、加工、农机等农民
专业合作社，推动农业产业化集
群的培育和建设，实现农业生产
的规模化、集约化、效益化和现
代化，创造文明、宜居的农村环
境……我们坚信， 在不久的将
来， 黄国粮业必将以真诚的理
念、先进的科技、雄厚的实力，带
动中国糯米行业持续迈上新高
度，实现再次腾飞梦！

□

本报记者黄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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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座人笑脸”滋养美的心灵

武汉一位屠婆婆， 每次乘
坐公交车、地铁时，总有人主动
让座。 半年前，她突发奇想，每
当有人让座， 她就会在征得对
方同意后， 用手机为对方留个
影。 半年来，她一共拍下了

59

张照片。

给老弱病残孕让座， 一直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但近
年来， 却屡屡出现因让座导致
的“大战”，不免让人们感叹“霾
化”的社会风气。 对让座行为，

现在一些老人认为理所当然，

被让座时面无表情， 没有被让
座时则勃然大怒，动辄打骂。这
让社会上关于“坏人老了”的言
论抬头， 对社会中关爱老人的
道德堤坝造成冲击。

中国人讲究“施恩不图

报”，也讲究“点滴之恩，涌泉相
报”。 给需要的人让座，让座者
履行了自己的道德义务， 而被
让座者也应表达自己的谢意，

体现对让座人的尊重。 这些都
是个人修养和道德的体现。 屠
婆婆拍下让座人笑脸， 以特别
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激， 相信
让座的人们面对婆婆慈祥的笑
容和感谢的眼神， 道德精神会
得到极大的滋养， 而在之后的
生活中仍会坚持给他人以关
爱，这就是道德传递的力量。生
活就是这样一面镜子， 给予他
人微笑和善意， 必将收获微笑
和善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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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参事赵德润胡本钢在信阳调研时认为

看到一个升级版的信阳

郭瑞民乔新江等市领导参加专题调研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高晶晶）

12

月
5

日，中央
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参事室新闻顾问赵德
润，国务院参事、国家开发银行信息总监胡本
钢一行莅临信阳，就政府部门简政放权、转变
政府职能等情况进行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

市领导郭瑞民、乔新江、冯鸣，市政协原
副主席赵主明，以及市行政服务中心、市发改
委、市环保局、市工信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
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座谈。

市委书记郭瑞民、 市长乔新江等参加座谈

会的领导同志就我市各级政府落实简政放权、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具体措施、

采取相关措施后产生的效果及面临的问题、企
业对相关改革措施的意见、 对基层政府继续落
实简政放权、 基层政府在简政放权过程中进行
的创新、这些创新举措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遇
到的困难、 税务工商等系统如何将简政放权落
实在具体工作流程中以及相关改革为企业带来
的便利等情况向调研组作了详细介绍。

听取大家的发言后， 两位参事对信阳市

领导班子和各级干部表现出的积极进取的创
业精神和敢于担当的工作作风给予高度评
价。 赵德润说，与过去在河南工作时相比，这
次来，看到一个升级版的信阳。 信阳市委、市
政府领导班子有思想、有作为、敢担当，在实
现科学发展中，尊重规律、依法办事、积极作
为、敢想敢干，成绩斐然，令人振奋。特别是信
阳多年来坚持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之
路为今后信阳更大的发展留下了充足的空
间，信阳是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一个典型。调研

组将深入调研， 把信阳的发展经验充分消化
吸收并总结好，及时反映给相关决策部门。

胡本钢参事对市委、市政府领导依托现有
资源不断探索创造电商物流等新的发展优势
给予高度评价。 他说，信阳市委、市政府领导班
子求真务实，从本地实际出发，积极作为，尊重
市场，有思想有方法，讲政策讲规律，看大局看
发展，坚持下去，信阳的发展一定大有可为。

座谈会后，调研组深入我市部分县区、部
门和单位进行调研。

张春香到基层联系点调研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时强调

保护生态环境 展现乡村特色

本报讯（记者马保群）

12

月
5

日， 市委副书记张春香深
入基层联系点新县八里畈镇丁
李湾村， 就美丽乡村建设工作
进行调研。

调研中， 张春香详细了解
了村庄建设规划和房屋设计施
工进展情况， 实地察看了道路
硬化、村庄绿化情况，并就古村
落保护与开发、 优秀传统文化
与乡村建设相结合等问题与干
部群众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交流
和探讨， 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
和建议。

张春香指出， 建设美丽乡
村不仅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载体
工程， 更是惠及全体农民群众
的民生工程和民心工作。 各级
各有关部门一定要深化思想认
识， 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提升

农民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的重
要举措来抓实抓好。 要因地制
宜，根据村庄的资源禀赋，实施
有针对性的“一村一策”建设方
法，突显生态文明，保护生态环
境，展现乡村特色。要注重文化
立村， 既充分挖掘和弘扬姓氏
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又
注重培育和发展现代文明，优
化美化村庄人居环境， 努力建
设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有机结
合的美丽乡村。要以人为本，把
美丽乡村建设与农村产业发
展、 农民增收和民生改善结合
起来，注重内涵式发展，用特色
产业带活农村经济、 带富农民
群众， 努力实现农业强、 农村
美、农民富。

随后， 张春香还深入新县
周河乡西河村实地调研。

信阳茶叶出口创新高

今年前
11

个月共出口
4099.9

吨，货值
1146.5

万美元
本报讯（记者赵雪峰）记者昨日从信阳进出

口检验检疫局获悉，今年
1

月至
11

月份信阳茶叶
出口

4099.9

吨， 货值
1146.5

万美元， 同比增长
28.9%

，创历史新高。

据信阳进出口检验检疫局有关负责同志介
绍，今年信阳茶叶（产品）出口呈现四个特点：一是
出口茶叶档次提升，信阳红茶首次出口香港；二是
出口产品多样化，除绿茶外，红茶、砖茶、茶叶籽
仁也实现出口；三是目的国家（地区）不断增加，

包括俄罗斯、中东、中亚等
14

个国家（地区）；四
是出口企业增加，目前全市具备茶叶（产品）出口
资格的企业达到

5

家。

2005

年，信阳茶叶出口实现零的突破。 近年
来，我市质检、商检、工商、税务等有关部门不断加
大帮扶力度， 帮助信阳出口茶叶企业加强质量管
理，获得出口资格，增强开拓国际市场能力，培育
出了卢氏茶叶公司、 河南辰龙茶业公司等出口龙
头企业。今年

9

月份，信阳红茶业有限公司“九拓”

牌信阳红茶经深圳口岸出口香港， 成为信阳市第
一家信阳红茶出口的茶企，首批出口“九拓”牌信
阳红茶

5.355

吨，直接创汇
96390

美元。

12

月
6

日至
7

日， 河南省毕业生
就业市场豫南地区
分市场

2015

届毕业
生就业双选会在信
阳师院举行，来自全
国各地的

300

余家
用人单位代表到会，

提供就业岗位
5000

多个， 吸引了
5000

多名毕业生前来应
聘。 图为昨日上午部
分学生在向用人单
位咨询相关情况。

本报记者
姚广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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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韩勇）今年以来，罗山县
采取稳定面积、集群发展、配套支撑等
措施，着力发展新型农业。

稳定面积。该县落实政策，整合资
金， 集中投入， 大力实施高标准粮田
“百千万”建设工程，扎实推进粮食生
产核心区建设， 确保粮食种植面积稳
定在

45

万亩左右， 粮食产量稳定在
14

亿斤以上。

集群发展。该县重点培育申林薮
北茶、“万林”良种猪等

7

个产业集群。

针对各产业集群产业链的薄弱环节，

设计实施了
20

余项延链、补链的关键
项目。目前，全县培育

7

个农业产业集
群、 市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

38

家，累
计流转土地

151.4

万亩，建成千亩种植
养殖基地

205

个， 万亩种植基地
6

个，

引导基地申报省级无公害农产品产
地认证

10

个、无公害农产品
13

个。

配套支撑。 该县加强农业科技支
撑、质量安全、防灾减灾等公共服务体
系建设，建立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动物防疫体系、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
检测体系全覆盖， 主要粮食作物耕种
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69%

； 建成谷泉
农业、 淮南综合大市场等一批区域性
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

本报讯（裴娅晖）“这样的培训对
我们来说真是太有必要了， 既有技术
指导还鼓励我们增强信心。 ”日前，在
息县

2014

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
第一期培训班上，青年“农场主”柳林
告诉笔者。

据了解， 此次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
历时两周， 主要围绕现代小麦产业生产
经营等内容。 参加培训的学员大多是来
自农村基层的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骨干，通过培训帮助他们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的问题。

作为粮食生产大县的息县，大力培育和发展新型职业农民
是加快现代农业发展，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这一举措
对深化农村改革、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
意义。

□

黄铎

图为黄国粮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角。

本报记者黄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