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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桥区:

干群齐心共创文明城

本报讯（记者刘国启通讯员
郑旗）近日，记者走在平桥区的大
街小巷里发现，围墙上的彩绘多了，

乱贴的小广告少了； 马路上的志愿
者多了，违章行驶的车辆少了；公共
图书馆里的青少年多了， 网吧里玩
游戏的年轻人少了……这一切都得
益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开展以
来， 平桥区各相关单位和广大市民
的共同努力。

用心宣传获得市民认同。 该区
创建文明城市办公室印发

5

万份
《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 发到广大
市民手中，同时，利用手机短信、户
外

LED

电子显示屏、 彩绘围墙、微
信公众号等平台开展公益宣传。 目
前， 该区通过手机短信平台发送创
建文明城市宣传口号

2

万多条，制
作墙体彩绘

1200

平方米，并在中心
城区进行了

500

人次问卷调查，创

建文明城市工作获得广大市民的认
同和支持。

载体丰富使得市民受益。 该区
通过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
动、 发挥道德模范示范引领作用、

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深
入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推
进文明社区创建工作等，积极构建
创建文明城市的载体。 截至目前，

该区先后开展“小手拉大手，共创
文明城”、“文明信阳·和谐幸福平
桥” 等主题文化活动

50

余场次；评
选出

30

余名道德模范，并利用道德
讲堂平台， 让道德模范走上讲堂，引
领社会风尚； 成立

98

支学雷锋志愿
服务队，建成

29

个“文明使者志愿服
务站”，完成志愿者登记

7825

人……

丰富多彩的各类创建活动，使广大
市民切实感受到创建文明城市带
来的益处。

红色情 代代传

———我市征兵工作综述之一

这里， 曾经有
200

多万优秀
儿女前仆后继，走进枪林弹雨。

这里，曾经培育出红一军、红
四军、 红二十五军等多支红军主
力部队， 不但是全国著名的革命
根据地和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
地， 还是刘邓大军挺进中原的主
战场。

这里山山埋忠骨，岭岭树丰碑，

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

“

28

年红旗不倒”的传奇。 从这里走
出了许世友、李德生、郑维山、尤太
忠等

100

多位共和国将军……

这片红色的土地，叫做信阳。

和平年代， 革命前辈用奋斗
和牺牲写就的大别山精神， 一直
在信阳大地上星火燎原， 爱国拥
军的“接力棒”更是一代一代接力
相传。 老区人民的红色情结绽放
出时代本色， 绘制出一幅幅令人
振奋、自豪的新时期红色画卷。

红色情结根植于先辈的薪火相传
“从四次反围剿

/

到两万五千

里长征
/

从西征作战到抗日战争
/

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
/

从战士
到团长

/

他带着不同的弹片一路
走来……” 吴向东的诗作《不老
松》，写的正是新县百岁老红军罗
明榜的故事。

罗老的一生就是一部“红色
的历史书”。 他年少从戎、身经百
战，深知国家和平来之不易。 罗老
生前身体允许时， 经常为广大干
部、 群众和青少年学生讲述自己
三过草地、戎马一生的战斗生涯，

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他总是语重
心长地教育大家，要珍惜生活、捍

卫和平。

今年
6

月
3

日，

105

岁的老红
军罗明榜在新县逝世， 平静地走
完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但
他和无数革命前辈报效祖国、英
勇无畏的精神却薪火相传， 影响
教育了几代信阳人。 游耀廷就是
其中的一位。

游耀廷是固始县城关镇人，

从小家境贫寒， 年轻时外出打拼
闯荡，事业逐渐有成，终于创办了
自己的公司， 产业涉及百货超市
和物流等行业。 面对越做越大的
生意， 他迫切需要一个得力而又

可靠的人才做帮手， 而从山东财
经学院毕业的儿子游军就是最佳
人选。但是，

2013

年全市征兵工作
开始后， 他却毅然动员儿子报名
参加应征。

谈及这次的选择，游耀廷在电
话中语气坚定地告诉记者：“‘国无
防不立，民无兵不安’。 革命战争
年代， 那么多前辈为国捐躯，‘送
子参军’的比比皆是。 和平年代，

我们同样责无旁贷！ ”

对于父亲的选择，游军也十分赞
成，“作为信阳人， 我的身上也有着
同样的红色基因密码，（下转

02

版）

□

本报记者胡瑜珊程成

心系老区人民 情牵信阳发展

———省委书记郭庚茂信阳调研纪行

盛夏转秋，豫南大地满目葱翠，

生机盎然。

带着对老区人民的深情厚谊，

带着对信阳发展的关心关注，

8

月
11

日至
13

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郭庚茂又一次来到老区信
阳调研。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文慧，

省政府副省长王铁和省发展改革委
主任孙廷喜、省工信委主任王照平、

省财政厅厅长朱焕然、 省扶贫办主
任张成智等先后陪同调研。

两天的密集行程里， 郭庚茂走
村入户、访贫问苦，与群众面对面探
讨脱贫致富的方法和门路。 他下企
业、进车间、入工地，实地考察产业
集聚区、重点项目、水利工程、城乡
一体化建设等， 调研指导信阳经济

社会发展。

这是郭庚茂书记到河南工作后
第十一次来信阳调研， 每一次都是
风尘仆仆、步履匆匆，留给老区信阳
太多的感动和鼓舞。

“让贫困户有长期稳定的收入
来源，才能实现精准脱贫”

光山县既是一个集山区、库区、

革命老区于一体的国家扶贫开发重

点县， 又是新十年国家扶贫开发片
区县， 现有

106

个贫困村、

7.9

万贫
困人口。

8

月
12

日上午， 光山县槐店乡
陈洼村， 郭庚茂走进贫困户郑树厚
家， 察看主人家的起居室、 庭院、厨
房、猪圈。郭庚茂说：“我们来，主要是
看望大家，看看党的政策落实得怎么
样，想想怎么帮大家脱贫致富。 ”

郑树厚激动地握着郭庚茂的手

说：“党的惠民政策好啊，多得说不完！ ”

在郑树厚家的堂屋， 郭庚茂与
郑树厚一家围坐在一起， 详细询问
他靠什么营生？收入怎么样？还有啥
困难？

“主要靠种地，养养鸭子，农闲
的时候再到县城打打零工。 ”“一年
挣个一两万块钱。 ”“养老、低保、医
保咱都有，没啥困难，党的政策好，

我自己也要努力脱贫致富啊！”郑树
厚一一回答。

郭庚茂说， 贫困户在家搞养殖
增加点收入的想法可以， 但靠这个
很难实现脱贫致富， 因为贫困户个
体是很难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的，

特别是面对过山车行情时， 这种收
入就极不稳定。贫困户脱贫，最主要
的出路还是要帮助解决他们的就业
问题。只有稳住了就业，才能让他们
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 才能
真正实现精准脱贫。

“通过油茶产业带动更多的贫
困户脱贫致富”

地处大别山腹地的光山县，

南部区域以丘岗和浅山地形为
主， 丘岗和浅山区面积占全县总
面积的

63.9%

。

2009

年，光山县紧
抓《全国油茶产业发展规划》出台
的机遇， 因地制宜， 围绕自身优
势，实施“全民油茶计划”，大力发
展油茶种植。目前，全县油茶种植
面积达到

16.7

万亩。 油茶种植已
成为带动贫困户脱贫、 助农致富
的有效途径。

槐店乡晏岗村万亩油茶高产示
范基地是当地以特色产业为引领推
进的精准扶贫项目。基地内，油茶树
漫山遍野、一片碧绿，一颗颗油茶果
长势喜人。

郭庚茂向企业负责人详细询问
油茶的种植、产量、销售、效益等情
况。 得知通过“公司

+

农户”的发展
模式，不仅实现了企业受益，也带动
了贫困户增收，郭庚茂十分高兴。他
说，我国缺食用油，特别是缺优质食
用油。茶油是一种生态、健康的高等

级食用油， 符合我国居民的烹饪习
惯，市场容量大。 在当地种植油茶，

既能够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 又能
够带动当地贫困户脱贫致富， 在可
能的条件下， 光山县完全可以大力
推广这一特色产业。

郭庚茂要求， 省涉农部门要围
绕油茶产业发展做一个专题研究，全
面分析一下这一特色产业的发展前
景、可行性，预测一下这个产业在我
省的产业规模，研究一下用什么措施
可以促进这个产业发展，通过这一产
业带动更多的贫困户脱贫致富。

“服务百姓，第一位的是帮助
他们就业”

就业为本，生计为先。在槐店乡
晏岗村村委会， 郭庚茂走进就业和
社会保障服务站，以一个“求职者”

的身份，寻求就业岗位。

工作人员介绍， 如果想就近在
本村就业， 村委会可以帮助联系村
里的司马光生态园、 南树北移试验
园、油茶产业园、循环经济养殖园四
大园区，找工作不成问题。如果不想
在村里工作， 村委会还可以帮助联
系县产业集聚区里的企业， 或者请
县里的劳务输出部门搞劳务培训，

帮助联系外地的工作。

听完工作人员的介绍后，郭庚
茂十分满意。 他说，为百姓服务，第
一位的是要帮助他们就业。 作为个
体的农民，由于受信息、技能等限
制，找工作非常不易，政府应该对
他们进行帮扶， 用稳定的工作制
度、畅通的联系渠道、完善的服务
网络，帮他们找生产门路，解决就
业问题。

在了解到易地搬迁到这里的村
民， 通过技能培训实现了稳定就业
时，郭庚茂给予肯定。 他说，扶贫搬
迁不能一搬了事， 还要让群众有营
生，解决好生计问题。

“把羽绒基地建设成为全国最
大的羽绒产业基地”

羽绒产业是光山县的主导产

业，也是该县的一张名片。 目前，该县
有近

20

万人从事羽绒制品的生产、

加工、销售工作，规模服装生产企业
有

50

多家， 小微服装加工企业有
1

万余家，年产销羽绒服、棉服
3000

万
件，年产值

60

多亿元，利润近
20

亿
元。光山县也逐渐发展成为全国著名
的羽绒材料集散地、重要的羽绒服装
生产销售基地和羽绒制品销售中心。

在寒羽尚服饰有限公司， 郭庚
茂关切询问羽绒产业的发展前景。

企业负责人说，羽绒服保温性能好，

且经过技术改良和工艺改进， 更加
轻薄时尚，市场前景广阔。 同时，政
府牵头支持羽绒电商产业发展，帮
助企业实现将产品卖到全国各地，

卖向世界。

郭庚茂指出， 光山县的羽绒产
业原材料充足、从业人员多，发展基
础好，完全可以把鹅鸭养殖、服装设
计生产、电子商务结合起来，做大做
强，同时，要紧跟市场，积极主动承
接产业转移，拉长产业链条。我们有
优势，也有竞争力，完全可以把我们
的羽绒基地建设成为全国最大的羽
绒产业基地。

郭庚茂说， 通过到光山县实地
调研羽绒产业的发展情况， 了解到
光山县的羽绒产业完全具备从养鹅
养鸭开始，到设计，再到电商这么一
个大产业链的基础， 并且经过多年
的发展， 光山县的羽绒产业逐渐成
熟， 这也更加坚定了我们每个县发
展好主导产业的信心， 每个县都要
认真分析，仔细研究，看哪个产业成
熟，重点突破。

“共商扶贫开发良策”

在深入光山县调研扶贫开发工
作情况后，

8

月
12

日下午， 郭庚茂
在我市主持召开座谈会， 共商我省
扶贫开发良策。

市委书记郭瑞民从脱贫的根本
要靠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信阳
扶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 需要加倍
努力； 完成扶贫攻坚要有新举措三
个方面进行了汇报。 （下转

02

版）

图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庚茂在天一美家家居产业园，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产品技术、产能、销售等情况。 胡瑜珊摄

缅怀革命先烈，

珍惜幸福生活。周末，

许多市民带着孩子到
新县参观许世友将军
故居。在一件件实物、

一幅幅图片前， 他们
驻足观看， 了解许世
友将军的生平和战斗
事迹，感受他“忠国孝
母”的情怀和“忠、孝、

勇、义”的精神。 图为
市民参观时的情景。

本报记者
马保群摄

河南省四年实现

55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本报讯（《河南日报》记者党文民
实习生何洪帅）

8

月
14

日，记者从河
南省扶贫办获悉，

2011

年至
2014

年，

全省累计实现
550

多万农村贫困人口
脱贫。

来自河南省扶贫办的数据显示，

2011

年至
2014

年，我省共有
4350

个贫
困村实施了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对

18.35

万深石山区贫困群众实施了搬迁扶贫，

“雨露计划”培训了
82.21

万农村贫困人
口，贫困地区人口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目前，我省还有
53

个贫困县。 截至
2014

年年底，全省有
8103

个贫困村，农
村贫困人口

576

万人。 其中，大别山、伏
牛山、太行山、黄河滩区“三山一滩”地区
有贫困人口

403.6

万人， 是我省扶贫开
发的重点地区。

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河南省

正着力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今年全省
计划再对

1000

个贫困村实施整村推进，

再对
5

万深石山区群众实施搬迁， 完成
1.67

万黄河滩区群众迁建入住。 截至
6

月底， 全省扶贫开发基础设施类项目实
现了年度过半、工程进度过半，财政扶贫
产业发展类项目、“雨露计划” 培训项目
等都在稳步推进， 全年可望再实现

120

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

程相东

树立“典型”莫太急

某地刚刚着手开展一项文化
惠民工作， 就匆匆将之树成“典
型”，大力宣传推广。 但实行一段
时间后，发现并不成熟，“典型”成
了昙花一现。

以典型经验带动工作， 是一
种好的方法。 但典型不是盆景也
非插花，讲求的是示范效果、标杆
意义， 更要经得起实践和时间检
验。 遗憾的是，现在有些地方、有
些干部总是急于求成， 八字刚有

一撇就忙着归为“成果”，急着总
结经验，甚至不惜注水造假。结果
一些所谓的“典型”，变成了“写几
篇材料、 发几篇报道、 来几批参
观、留一堆烂摊”。

米刚下锅哪能就熟了？ 只有
尊重实践效果，老老实实地创造，

踏踏实实地探索， 才不至于把事
情做成夹生饭，也才能让“典型经
验”站得住、用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