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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文宣

光山电商激活老区“ 触网脱贫”

该县目前已有各类电商网点5000多家、网上销售国内外产品100多种、从业贫困人口年均增收5000元以上，电商扶贫已走在全国前列
本报讯（记者王博）你看，

在“国务院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与“电商扶贫全国先进典型”的坐
标上是什么？ 是革命老区河南省
光山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征程
上的新亮点———“触网脱贫”。

昨天， 该县北向店乡刘店村
脱贫户敖思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兴奋地说： “昔日穷得买不起电
脑，如今靠电脑营销脱贫，真是爽
啊。”敖思峰

2014

年在网上销售家
居产品收入

40

多万元，

2015

年带
动本村

6

户贫困家庭青年创业，每
户收入

10

万元以上。目前，像敖思
峰这样“触网脱贫”的人在该县越

来越多， 全县已开设各类电商网
点
5000

多家， 从业人员
1

万多人，

其中贫困人口
4000

多人， 网销各
类产品

100

多种；

2015

年全县网销
收入

20

亿元， 从事电商的贫困人
口人均增收

5000

元以上， 仅此一
项带动全县

7300

名贫困人口脱
贫。

2015

年
10

月
16

日，在人民大会
堂举行的“

2015

减贫与发展高层
论坛”上，该县作为电商扶贫先进
县（区）的唯一代表作典型经验介
绍。

该县现有
23

个乡镇、 区街，

359

个村（居委会）、

90

万人，

1985

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级贫困

县、

2011

年被国务院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确定为新一轮开发工作重
点县和大别山片区县。 根据新的
贫困认定标准， 该县现有贫困村
106

个，贫困人口
79573

人。尽管该
县位于大别山深处，但是“羽绒之
乡”闻名遐迩，每年有

10

多万现场
充绒大军遍布全国各地， 他们大
多采取“背负千件销一地”的传统
方式。

2014

年，该县成功争取全省
首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项
目， 网销羽绒服和防寒服

1000

多
万件、远销

30

多个国家，销售收入
超
10

亿元，羽绒产业实现了“轻点
鼠标卖全球”的历史性转型。

这样的一触即“发”，让该县
找到了脱贫奔小康的新路径。该
县结合《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
展纲要》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制定电商扶贫计划，从
2014

年开
始，确定每月

1

日为电商发展例
会日、每月

28

日举办电商论坛；

同时， 该县建立了电商培训基
地和实训基地，培训内容包括网
店开设、运营推广、产品开发等
10

多个科目； 班级由初级到高
级，并开设特色班等，两年来已举
办了

31

期、培训学员
6000

多人次，

其中专门针对贫困人口培训
4

期、

500

多人次。

为了开发新产品丰富网销货
源， 该县每年投资

100

万元用于
网销产品开发基金，全县已新开
发羽绒服、 棉服产品

500

多个款
式；仅在

47

个特别贫困村，就有
2400

名贫困人口进行农副产品开
发上线。

2015

年
9

月
25

日，全县首
批

10

个乡镇、

50

个村点的“村淘”

项目同时开业，当天就有
4000

多
位农民实现网上购物，交易额近
200

万元。

2015

年，中央国家机关
及有关单位先后两次到该县进
行专题调研， 该县也被确定为
“河南省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
范县”。

平桥职业培训成就“ 金牌蓝领”

本报讯（记者刘国启通讯员
何泽篧）“我闺女就是通过这儿的职
业培训找了份好工作， 离家近工资
也高， 比外出打工还合算呢！ 冬天
闲， 这不我也寻思着来学学。”

12

月
29

日， 家住平桥区五里镇的王大姐
来到平桥公共实训基地向工作人员
咨询，主动要求“充电”，将自己的打
工技能“转型”。

以技能培训优化人才培养结
构，强化教育与产业、专业技能与职
业要求对接，实现人才培养、就业期
望与企业需求的良性互动， 是平桥
区职业教育发展的新思路。 今年以
来，该区按照“性质不变、渠道不乱、

统一管理、集约培训”的原则，坚持
“六路并进”，把人社、教育、农业、扶
贫、民政和残联以及工、青、妇等部
门的培训， 全部集中到职教集团公
共实训基地， 强化了资源整合。同

时， 把职教技能培训宣传深入到乡
镇村、办事处社区，将每人

1000

元的
“技能培训券” 及时发放到市民手
中， 广泛动员有意愿的市民领券后
免费参加培训。

2015

年全年完成各
类培训

18547

人次，培训后的农民变
为“就业有底气”的产业工人，不断
进取的精神使许多技工成了企业的
骨干和“金牌蓝领”，他们成了各家
企业纷纷争抢的“香饽饽”。

“我们厂需要
6

位有电焊经验的
技术工人， 能不能在年前帮我们培
训一批？”“可以，没问题！”一批批的
定向培训， 根据企业实际岗位需求
和用工数量制定培训内容， 培训后
立即对接上岗， 为企业输送了新鲜
血液。“职业培训既破解了就业这项
‘当务之急’， 又为企业招工难谋划
了长远的解决之计， 真是一举两得
啊。”超越服饰公司彭经理高兴地说。

我市提前五天完成
全年地税收入任务

本报讯（见习记者崔阳）昨
日，记者在市地税局获悉，截至

12

月
27

日， 全市累计入库税收收入
579080

万元，占年计划的
100.78%

。

提前
5

天完成全年组织收入任务，为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财
力支撑。

一年来， 市地税局坚持以组织
收入为中心， 先后多次召开全市组
织收入推进会、“百日攻坚”动员会、

“争先进、比贡献”部署会，增强完成
任务的信心和决心。同时，采取多种
措施，全力攻坚。加大重点税源和重
点项目的监控力度，将房地产业、建
筑业、金融保险业、住宿餐饮业等重
点行业的纳税前

10

名企业作为重点
监控对象。今年前

11

个月，全市重点
税源企业累计入库税收收入

255195

万元，占总收入的
50%

；通过积极与
市财政、发改、政府项目办等部门联
系沟通， 获取全市重点工程项目的

施工进度、 计划投资等详细涉税信
息；积极推进第三方信息平台建设，

深化与国土、 住建等政府职能部门
协作配合，建立健全多层次、全方位
的税源监控网络。

此外，该局抓住重点不遗漏。一
是抓“四行业”营业税清理。全市共
清理建筑业

232

户，房地产业
192

户，

金融保险业
58

户， 服务业
488

户，共
清理税款

1.62

亿元； 二是切实加强
耕地占用税控管， 全年共入库耕地
占用税

5.09

亿元， 同比增长
106.48%

，增收
2.63

亿元；三是开展
“三违” 及新农村建设税收治理。对
全市

112

个“三违”整治项目、

182

个
新农村建设项目涉房、 涉地税收进
行了清查，清理入库税款

1.06

亿元；

四是全面推广房屋租赁业税收管理
经验， 上半年试点单位累计征收房
屋租赁业各项税收

1800

余万元，较
去年同期增幅高达

45.89%

。

“十二五”亮点回眸
�

“十三五”精彩展望

编者按
:

计划经济时期，基层剧团以其寓教于乐的方式起到了教化人民、传承文化的积极作用。当
前，在市场经济大潮和体制转型的双重冲击中，基层剧团普遍面临着资金困难、人才老化及断档、市
场意识缺乏等问题。 既要发挥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综合效应

,

又要创新路径更好地生产文化产
品、提供文化服务

,

信阳市豫剧团根植本土文化，瞄准市场需求，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驱动力打造精品剧
目，加强文化交流，以艺术的形式体现了信阳文化软实力，提升了信阳根亲文化影响力，在国内外引起
强烈反响———“小剧团”有了“大作为”，在新时期基层剧团创新发展的道路选择上做出了积极的尝试。

鉴于此，本报今天推出本篇特稿，和读者一起分享其中的成功经验。

“ 针爱”和“ 剪爱”

———湖东街道党建工作走笔

河区湖东街道办事处创新
为民服务的方式，他们请来社区的
专业人士，如针灸师和理发师在党
员活动日这天上门为行动不便的
老人服务，群众高兴地称之为“针
爱”、“剪爱”，从这些小细节可以看
出湖东街道党工委的为民情怀。

12

月
29

日，记者到此采访时，也深深
感受到这股暖流在寒冬中涌动。

贸易广场社区“大党委”书记
竹怀工向记者介绍，今年，他们采
取有偿或无偿的方式创建“剪爱”

和“针爱”项目，利用每月党员活动
日时间，与爱心人士凌海燕、张志
玲商洽为社区居民提供针灸理疗、

老年理发志愿服务，此举得到社区
群众热烈欢迎。行动不便的刘国珍
老太太说：“我脑梗偏瘫，社区就邀
请凌医生上门免费给我针灸，很感
动。”

70

多岁的师老先生说：“自打
小凌扎银针，颈椎疼痛感减轻了。”

百岁老人王清秀欣慰地说，“小张
每月都来家里给我理发，感谢她对
我的照顾。”

小个体与大时代之间，总有着
同频共振的命运关联。摈弃“自上

而下”的管理模式，激活了社区里
的每个人。他们用自己的能量实现
着前所未有的价值，构建着更具活
力的“共同体”。而一个社区之变所
折射的恰是宏大的社会之变。三五
八社区着眼居民需求，集聚医疗资
源设立义诊日，设置娱乐室，完善
功能室； 京深社区推行共驻共建
“轮值制”渐入佳境；五星社区开办
“市民学校”，让区直单位人员轮流
授课；三里店社区与区总工会联合
搭建再就业培训站，因地制宜让农
民逐步向市民转变；报晓新村社区
开设老年文艺课堂，热心居民踊跃
参与书法、演艺教学……五星社区
党员李永和说“能为社区居民传播
信阳历史文化而感到荣幸”。 三里
店社区居民李艳茹感叹：“家里离
不开人，也没时间去办，要不是办
事处帮忙，不知啥时能拿到这笔城
镇独生子女奖金！” 居民王女士也
深有感触道：“现在， 环境变好了，

志愿活动多了，经常能看到戴小红
帽、穿红马甲的志愿者。”

所有这些，是这一年湖东街道
党工委深化文明城市创建，拓展社
区服务项目，谱写基层党建之新篇。

(

下转
02

版
)

□

本报记者常征

小剧团 大作为
———以信阳市豫剧团为例探析新形势下基层剧团创新发展的路径选择

大别苍苍，淮水泱泱。信阳市
位于河南省南部，鄂豫皖三省交界
处， 大别山北麓与淮河上游之间，

面积
1.8

万多平方公里， 辖七县两
区，山清水秀、环境优美，有“北国
江南、江南北国”之称。信阳历史悠
久，是古代姓氏发祥地、外延集散
地，根亲文化源远流长；是著名的
革命老区，土地革命时期是仅次于
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鄂
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被誉为“红
军的摇篮，将军的故乡”；是著名的
“歌舞之乡”，民歌、民舞藏量丰富，

兼具北方的粗犷豪放和南方的委
婉缠绵，形成了鲜明的“豫风楚韵”

特征。

根植于这丰厚文化沃野的信
阳市豫剧团，成立于上世纪

50

年代

初期，在服务信阳人民文化需求上
作出了很大贡献。 不同历史时期，

呈现了各具风格的代表剧目，如大
型现代豫剧《命根》、《掀锅女人护
窝汉》、《师娘》、《茶乡月明》， 大型
历史剧《桃花夫人》、根亲文化大戏
《开漳圣王陈元光》等，多次获得全
省戏剧表演类奖项。受信阳地域文
化影响，该团在音乐唱腔设计和表
演风格上，体现着鲜明的豫南文化
韵味，被业界誉为“南派豫剧”。

一段时期，该团在继承悠久历
史传统和光荣作风的同时，也存在
着新时期基层剧团普遍面临的问
题：专业人员青黄不接、行当不全、

资金匮乏、缺服装少道具、音响灯
光老化。加之单位被拆迁后，一度
无排练厅、无办公场所，各项工作
均陷于困境。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大
潮中寻找新的突破点， 重铸辉煌，

信阳市豫剧团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和努力的探索。

2010

年以来， 该团
抓住文化体制改革的契机，在转企
改制中整合优质资源，重塑市场主
体，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驱动力，“练
内功、借外力”；“瞄市场、接地气”；

“广开源、引活水”；“拓路子、走出
去”。 尤其是以编创的根亲文化大
戏《开漳圣王陈元光》为代表，在全
国多个省区巡演，两赴台湾，并作
为中美文化交流项目赴美国演出。

小剧团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与活力，取得了丰硕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 在文艺百花园中绽
放出一抹绚丽的“信阳红”，也形成
了河南省豫剧演出市场上别具一
格的文化现象。

(

下转
02

版
)

庆祝中原银行成立一周年

文明创建为信阳添彩

为配合信阳市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活动的开展， 中原银行信阳
分行结合本行实际， 成立了领导
小组，制定了方案，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文明创建活动。

该行以中心城区
4

个支行为
依托， 建立了

4

个志愿服务站，组
建了近

60

人参加的志愿服务队，

进社区、进企业，开展“学雷锋见
行动”和“文明使者志愿服务”活
动。西城支行志愿服务窗口受到
省委宣传部的表扬。积极响应市
委的号召，推进党员进社区进企
业服务活动， 全行

300

多名党员

分别在居住的社区进行了志愿
服务登记。特别是组织了

30

多名
党员进三五八社区，为居民提供
电子银行业务、卡业务、理财业
务、 反假币业务等咨询服务，受
到好评。对分行所有营业网点进
行了绿化、美化、净化、亮化，对一
线服务人员进行了文明服务再
培训再督导，对服务软环境进行
了再规范。继续推进省级文明单
位在建活动，开展了创建文明银
行、绿色家园、优美环境、文明岗
位、文明家庭、文明员工等系列
活动。

图为该行员工正在为市民提供咨询服务。

《开漳圣王陈元光》赴美国休斯敦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栗金明文
/

图

主办单位：信阳市创建办信阳日报社协办单位：信阳正和集团

12

月
28

日， 淮滨县台头乡吕大营村民吕凯
正在挖虫草地参。 虫草地参是一种菜药兼用的
作物，今年，吕凯从山东引种种植

10

多亩地，亩
产
2000

多公斤，每亩产值
3

万元。

吴晓睿蒋宗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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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对照检查践行“三严三实”情况讨论研究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措施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