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姓冷暖挂心头嘘寒问暖寄深情

市领导分组走访慰问困难职工群众

本报讯（记者胡瑜珊向炜马保群
程成黄铎冯康松见习记者黄宁
李浩马迎春）百姓冷暖挂心头，嘘寒问暖

寄深情。在春节来临之际，

2

月
10

日上午，市领
导分组走访慰问困难职工、群众、党员和敬老
院老人、劳动模范、军烈属等，向他们致以新

春佳节的问候和良好的祝
愿，给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
温暖。

市委书记郭瑞民，市委
常委、 市委秘书长李水，市
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朱
继先，市政协副主席曹茂明
带领市委办、 市总工会、市
人社局、市民政局等相关部
门负责同志来到河区，深
入企业、 社区和敬老院，看
望慰问困难职工、群众和敬
老院老人。

创办于
1970

年的河南
二纺机股份有限公司，曾经
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

2002

年改制以后，企业在产
品结构调整上狠下功夫，市
场份额逐年增加，如今已经
发展成为中国规模最大、品
种最全的锭子研发制造企
业。郭瑞民十分关心企业的
发展，从年销售收入的多少
到生产原材料的供应，从用

工问题到员工待遇，都一一询问，详细了解情
况。他说，二纺机作为一家老企业，坚持改革创
新，积极引进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大力开

发新产品，不断调整和优化结构，成功实现了
转型升级。目前，企业虽然仍存在一些困难，但
困难是暂时的，新的一年，希望你们进一步坚
定克难攻坚的信心，振奋精神，抢抓机遇，积极
适应新常态，在破解难题中谋求发展，努力实
现生产经营的新突破，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岁末天寒，年关将至。困难职工、群众的
生活怎么样， 党和政府的各项惠民政策是否
得到有效落实， 群众还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
解决？带着关心和牵挂，郭瑞民先后走进二纺
机困难职工金义福、刘振华、刘峰和三五八社
区困难群众柳运廷、宋洪湘的家中，详细了解
他们的生活情况，听取他们对市委、市政府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他强调，我们建立领导干部
定点联系基层制度也好，实行一帮一、结对子
也好， 绝不能仅仅满足为一户两户群众办几
件实事， 最根本的是要不折不扣地抓好党的
各项利民、惠民政策的贯彻落实，让改革发展
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让党的阳光温暖每一
个家庭。要深入研究政策和机制问题，如在保
障体系建设上， 要认真研究如何通过惠民政
策的制定和不断完善， 织牢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安全保障网，做到应保尽保，确保每一个困
难家庭基本生活都能得到保障， 确保每一位
老百姓都能享受到应该享受到的政策和得到
应该得到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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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近新春，年味渐浓，喜庆
祥和中，透着一种清新气息。各
地加强监督，严防“四风”反弹；

商家纷纷主打亲民牌， 推出实
惠的年夜饭套餐； 豪华高档礼
品不再时兴， 攀比挥霍的也少
了……崇清尚俭、廉风劲吹，正
悄然成为节日新常态。

俗话说： 有时一根针可以
解决一把刀都无法解决的问
题。从中秋节时管住月饼，到元
旦时叫停公款贺卡， 再到管住
“舌尖上的腐败”，表面上看，是
少了公款吃喝，少了铺张浪费；

往深里看，却是观念的改变、文
化的重塑。

“如此一来，会不会淡了年
味儿？”有人会问。

细细想来，年味的浓淡，虽
说是一种气氛的呈现， 却与生
活的变迁息息相关。信息时代，

世界变小了，人心变大了。平日里都“蛮拼的”，

难得到了春节，生活方式趋同、“物质更浓，精神
偏淡”的节日生活，曾让人们感叹：这样的年味
儿，真的该“淡”了。

“廉则年如一日， 好过； 贪则日似一年，难
熬。”无论是党员干部，还是普通百姓，过度的物质
堆砌会让年味变淡，惟有品味亲情、友情，才能将
年味儿聚浓。年味儿浓不浓，在于我们把多少感恩
之心编入了平安结中，在于人们将多少优秀的传
统文化融进了福字窗下……剪除利益的纷繁，抛
弃物质的负累，摈弃越界的念想，以一颗健康的
心去营造节日
暖意， 这些不
都是原汁原味
的年味吗？

南湾湖里捕鱼忙

昨日上午， 记者随南湾水库水产站捕捞
队感受寒冬捕鱼。

快艇在南湾湖上驰骋，烟波浩渺，冷风袭
人。记者兴奋地拍照，相机却因为手不听使唤
差点滑落。

这样的天气捕鱼，怎一个“冷”字了得？

“这算什么？我们队员跳到水里，一呆就
是几个小时，那才叫冷！”队长马超快人快语，

“有时我们拉网时， 手和网结冰冻在一起，掰
都掰不开！”

都知道南湾鱼好吃，原来从水库到餐桌，

来得并不容易。

说话间，捕鱼船闯入眼帘。

捕捞队员们正在收网。 大大小小的南湾
鱼赶趟儿“自投罗网”，露天船舱里不一会儿
就满满当当了，煞是喜人。

“这次集中捕捞从去年
11

月
27

日就开始
了， 到今天就可以全面收网了。

100

多万斤活
鱼已集中放养在活鱼库，并陆续投放市场，满
足春节需求。”马超边指挥着捕捞队员将不足
5

斤的鱼放生到水库，边向记者介绍。

“要想捕鱼效果好， ‘赶、拦、刺、张’少
不了。赶，就像赶鸭子一样，将鱼群赶到一
起。拦则是拦断鱼群的逃路，使鱼群按预定

方向前进。刺网是驱导渔具，与拦网配合，

将鱼群驱集到捕鱼区。张，顾名思义，就是
经过赶、拦、刺，鱼群被诱导进入张网而被
捕捞。”

马超说，这四步捕鱼法环环相扣，少说也
要耗上十天半月。

70

多天来，他们在南湾湖
75

平方公里的水面上，分区域捕捞，步步推进，

不留死角。一直吃住在船上，捕到哪儿夜晚就
在哪儿“安营扎寨”。夜晚值班时，还要驾快艇
巡库，寒冷、孤独，都不在话下，只为那捕捞丰
收的喜悦。

“这一船鱼，足有两万斤吧？”“可不，只多
不少！”队员们忙碌着，乐呵着，不一会儿，就
将船舱里不足

5

斤的鱼放生完毕，又马不停蹄
地赶往下一个捕捞地点。 记者则随同那满舱
的鱼群， 驶向活鱼库。 它们将在那里入库待
售，让南湾鱼美名远扬。

“北京、郑州，都有咱的南湾鱼，卖得可俏

了！”马超言语中难掩自豪，“南湾鱼好，那是
真的好！咱们信阳人大水缸里养出的鱼，能不
好吗？”

不远处，南湾水厂的取水口波光粼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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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基层

行进中国精彩故事

中国光彩事业信阳行成果丰硕

全市共落地、开工项目126个，完成投资425亿元
本报讯（徐永刚宋斌）

2014

年，在中央统战部、全国工
商联和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
和帮助指导下，市委、市政府和
全市各级各部门持续高度重视，

坚持不懈抓组织推动、抓深入对
接、抓督查考核、抓制度保障、抓
宣传引导，强力推进光彩事业项
目落地和后续招商各项工作，取
得了显著成效。据统计，截至去
年年底，全市共落地、开工项目
126

个，总投资
835.3

亿元，完成投

资
425

亿元； 持续招商新签约项
目
15

个，签约投资金额
85

亿元。

加强组织推动。我市把光彩
事业项目列入每两周召开一次
的全市产业集聚区重点项目攻
坚督导协调例会的督导项目，先
后召开光彩事业项目落地和后
续招商工作市委常委会、 专题
会、现场会、推进会、协调会等
各类会议

17

次。 市委书记郭瑞
民、市长乔新江和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冯鸣，市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方波， 坚持定期听取汇
报，研究指导工作。同时，市、县
区分别成立了项目落地和后续
招商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机
构， 制定下发了项目落地和持
续招商考核办法等多个文件。

健全制度保障。我市建立健
全并认真落实光彩事业项目落地
和后续招商工作一月一反馈制
度、一月一通报制度、工作情况双
月汇报例会制度、 领导小组各工
作组每月召开一次联席会议制

度、领导干部联系项目制度、专项
督查通报制度、 新闻媒体跟踪报
道监督制度等一系列工作制度。

深入开展对接。“光彩事业
信阳行”活动之后，全市各级各
部门积极“走出去”、“请进来”，

先后开展外出回访和项目对接
活动

300

余批次，邀请参加“光彩
事业信阳行”活动的企业家和各
地各行业商会组织企业家，再次
到信阳开展投资考察和项目洽
谈活动

120

余批次。

“春风行动”大型农民工招聘会

2

月
14

日将在体彩广场举行
新春伊始，市人社局、市总工会、市妇联与河区人民政府、平桥区人民政府、羊山新区、信阳工业城等单

位携近千家企业，提供上万个就业岗位，同时免费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险、人事档案代理、公务员及事
业单位人员招聘政策咨询服务的

2015

年“春风行动”在我市全面展开。 今年的主题是“搭建供需平台，促进
转移就业”。 据悉，春节期间，市中心城区举办

10

场大型招聘活动，第二场市区联动的大型招聘会将于
2

月
14

日在体彩广场举行。预计有
200

家以上企业和培训机构参加，提供就业培训岗位信息上万个。竭诚欢迎有
参与就业、培训意向的返乡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及下岗失业人员前来“赶集”，定有收获！

打造特色蛮拼的 盘点收获蛮好的

信阳市肿瘤医院通过河南省二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验收
全市专科医院仅此一家

本报讯（朱德军）羊年喜洋洋。近日从河南省卫计委传
来喜讯， 信阳市肿瘤医院顺利通过河南省二级甲等肿瘤医
院的验收，成为我市专科医院获此殊荣的第一家，也是该院
多年坚持打造特色品牌的特别收获。

该院自
1993

年成立以来， 立足豫南大地， 积极服务患
者，围绕打造肿瘤专科的特色医院，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即办公面积不增加，医疗用房在扩大，目前已开放病床达到
200

余张；行政费用不增加，先进设备在添加，先后购买医疗

先进设备
120

台（套），仅去年就投资
3000

万元添置豫南地区
第一台、世界顶级飞利浦

256

排极速
CT

，以及头、体一体伽
玛刀；行管人员不增加，特色专科在增长，在完善和规范治
疗肿瘤十大手段基础上， 目前治疗肿瘤的相关科室有

10

余
个，其中乳腺科成为全市第一家省级重点专科、肿瘤靶向射
频治疗填补河南省一项空白、

I125

粒子植入治疗肿瘤技术
填补了我市一项空白。该院先后荣获河南省卫生先进单位，

信阳市文明单位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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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裴娅晖）市委四届
七次全会和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召开
后，息县迅速传达贯彻会议精神，确定
该县

2015

年经济发展新蓝图， 抢抓全
面深化改革的新机遇， 顺应经济发展
的新常态，激活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为实现上述目标，该县坚持“工业
兴县、农业强县、工农互补、四化协调”

的发展思路，努力开好局、起好步。

突出工业兴县，舞起发展龙头。该
县确立以绿色生态食品产业为主导，

打造中国生态主食厨房， 实现从“田
间”到“舌尖”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同
时，息县积极延伸产业链条，提升规模
效益，打造淮河生态美食文化体验园、

休闲食品产业园、生态主食产业园、生
态纺织产业园、服装鞋帽产业园、火车
站物流园等“六大园区”，逐步形成独
具特色的产业集群。

突出农业强县，放大发展优势。该
县积极探索以绿色食品工业引领农业
现代化，提高粮食生产的规模化、集约
化、产业化、标准化水平，在确保粮食
稳产增产的同时， 把一二三产联动发
展的全产业链拉动起来，形成从研发、

种植、 管理到营销的全产业链发展模
式，放大发展优势，为保障国家粮食生
产安全作贡献。

突出城乡统筹，夯实发展基础。该
县根据村庄区位和基础条件，多角度、

全方位地发掘村庄的亮点， 引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教育， 从改
变村民的内心入手，建设美丽乡村；突
出“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
韵”，建设聚集发展型、新村完善型、保
留改造型、乡村旅游型、古村保护型等
不同类型的美丽乡村，努力建成民富村美、崇德向善、生态
宜居的美丽乡村。

突出深化改革，增强发展动力。该县将深化改革作为加
快发展的驱动力，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深化社会事业改革
和深化农村改革三个方面入手，加强学习研究，积极对接沟
通，将政策机遇转化为发展优势，一方面积极作为，一方面
慎重作为，立足实际、统筹考虑、全面论证、稳妥推进，正确
处理好“胆子大”与“步子稳”的关系，确保干一件、成一件。

突出民生优先，共享发展成果。该县在协调发展社会事
业方面，把教育事业、文化事业和卫生事业等与百姓息息相
关的重点民生工作作为重点，努力改善民生。

□

陈启文

农业部力推我国农业结构优化调整

新华社北京
２

月
１０

日电
（记者王宇） 农业部日前发
布《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农业
结构的指导意见》，确定主要农
产品自给水平和产业发展优先
顺序， 对新时期调整优化农业
结构进行系统部署。

《意见》指出，要以确保国家
粮食安全为前提，以数量质量效
益并重、竞争力增强、可持续发
展为主攻方向， 以布局优化、产
业融合、品质提升、循环利用为
重点，科学确定主要农产品自给
水平和产业发展优先顺序。

《意见》要求，要更加注重
市场导向和政策支持、 更加注
重深化改革和科技驱动、 更加

注重服务和法制保障， 加快构
建粮经饲统筹、种养加一体、农
牧渔结合的现代农业结构，走
产出高效、 产品安全、 资源节
约、 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
道路。

根据《意见》，此次结构优
化调整将聚焦四大方向： 一是
更加突出发展理念创新， 拓展
农业发展的广度深度； 二是更
加突出种养结合、循环发展，调
整优化种养结构、 大力发展草
牧业； 三是更加突出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农业产业化，拓展农
业多功能； 四是更加突出可持
续发展， 建立与资源承载力相
匹配的产业结构。

2

月
10

日上午，在河区三五八社区困难群众宋洪湘的家中，市委书记郭瑞民与其夫妻俩亲切交谈。

本报记者胡瑜珊摄

丰收啦！ 本报记者邹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