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茶采摘工作准备就绪

本报讯（张伟）日前，河
区董家河镇设立服务热线电
话，成立春茶生产服务站，组织
协调各相关部门配合行动，随
时协调解决茶农生产、 交易中
遇到的问题，为茶农、茶商交易
提供市场秩序维持、车辆停放、

矛盾纠纷调处、信息发布、法律
咨询等便捷服务。目前，全镇共
有茶园

15

万亩， 开采面积
13

万
亩，春茶生产形势良好，预计今
年春茶产量为

200

万公斤，产值
达
8

亿元。

加强指导，强化管理。该镇
组织茶叶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
头，指导茶农、种茶大户对茶园
进行除草、施肥、病虫害防治。

免费为茶农提供茶园管理、茶
叶精细化加工、 茶叶营销等技
能培训。同时，利用信阳毛尖茶

网平台， 免费为广大茶农、茶
商、茶企提供茶叶青叶、干茶供
需销售服务， 缓解广大茶农卖
茶难。

完善设施，繁荣市场。该镇
增设路灯，划停车位，免费提供
公平秤， 不断完善茶叶交易市
场设施建设。 抽调专人成立春
茶生产服务队， 规范茶叶市场
的管理和服务， 为茶农和茶商
营造舒适的交易环境。 利用各
种渠道搜集和整理市场信息，

为商家和茶农及时提供信息。

加强协作，提供保障。该镇
积极与交通、农机、电力、安监
等部门通力配合，对运输车辆、

茶叶加工机械、 电力设施等进
行全面排查，及时检修更新，确
保春茶生产期间交通畅通、各
项茶叶加工设备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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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村级事务管理

本报讯（马宜洛）日前，
河区东双河镇以“四中心一平
台”建设为抓手，创新农村工作
方法，推行村务工作“小微权
力”清单，进一步规范村级事务
管理，使村级干部权力在“阳
光”下运行。

编织“笼子”促规范。该镇
纪委按照“厘权清单化”的要
求，对村级权力进行梳理，根据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
规，厘清村民委员会

16

项“法
权”。同时，根据国家惠农惠民
政策，厘清村民委员会落实政
策

35

项“事权”，编制《“小微权
力”清单》，明确权力的运行程
序，确保每一项权力行使都要
经过“四议两公开”。对村集体
事项和便民服务事项进行规
范， 实现了村级组织和村干部
行使村务权力的全覆盖。

设计“导航”定程序。该镇
在梳理“小微权力清单”的基础
上，对村级“四议两公开”、招投
标管理、集体资产资源处置、公
章管理等

11

项村集体重点事项
及低保申请、救灾申请、危房改
造申请等

12

项群众关心的便民
服务事项办理步骤进行明确，设
置运行程序， 绘制运行流程图，

形成“看图干事、 照单操作”的
“权用程序化”模式，既为群众指
明了办事方向， 又将村干部的
权力约束到一定的操作空间。

科学“监权”保透明。该镇
全面加强对农村资产、资源、资
金的管理监督， 严格落实党务
村务公开、“三资代理”等制度，

定期公示村财务状况， 长期公
示低保救助、粮食补贴、土地承
包经营等群众关注的热点问
题，让老百姓更放心。

河区
东双河

发展绿色产业促进农民增收

本报讯（心语剑锋）

近年来，光山县槐店乡坚持将
生态理念融入经济转型，走
“公司（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

的产业发展路子，着力打造东
部苗木花卉景观带，取得显著
成效。目前，全乡共种植苗木花
卉
7300

亩， 立体观光农业已成
雏形。

该乡在原有油茶和苗木花
卉种植规模的基础上， 新流转
山地山林面积

6700

亩， 其中四
方植物油公司在乡东部王南
洼、 杨大湾两个村流转土地
5700

亩，建设“油牡丹”种植基
地，联兴油茶公司在陈洼、大栗
两个村流转土地

1000

余亩，建
设蓝莓、 油茶等特色产业种植

基地，在项楼、草店等村成片植
树造林

750

亩，逐渐形成了西部
油茶观光带。

据该乡负责人介绍，目前，

全乡油茶种植面积达
3

万余亩，

从种植、采摘、管理到加工，不
仅可带动周边

1500

余名群众致
富增收， 同时也发展了旅游观
光产业。如今，该乡以槐香园、

晏岗为依托， 在打造美丽乡村
旅游示范带的同时， 大力发展
田园农家乐、山水农家游，以槐
香园为中心的便民服务中心、

农贸大市场、文体广场、文化中
心、 文化大舞台等全部建成并
投入使用。该乡先后获得“河南
省生态示范乡”“河南省旅游示
范乡”等荣誉称号。

光山县
槐店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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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海燕通讯员黄伟刘雷）

近年来，罗山县紧紧围绕水利改革发展，大力
弘扬“献身、负责、求实”的水利行业精神，抢抓
水利机遇，大上水利项目，整合涉农资金，强
化工程管理， 全县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取
得了显著成效，连续

2

次获得省“红旗渠精神
杯”，连续

3

次获得“信阳精神杯”。

去年冬季以来，该县持续开展农田水利暨
“兴罗杯”竞赛活动，在县财政“以奖代补”的政
策撬动下，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兴修水利的积极
性空前高涨，农田水利建设蓬勃开展。截至目
前，全县累计投工

244

万个，投入资金
4

亿多元，

共衬砌渠道
154

公里，维修提灌站
15

座，改造坑
塘

1.1

万多口等，新增旱涝保收田、有效灌溉面
积和改善灌溉面积等共计

14

万亩，建成高标准
粮田

13

万亩等，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扶贫开
发打下了坚实基础。

项目带动，夯实基础。去年以来，在上级业
务部门的精心指导下，该县立足全县水利建设
实际，积极捕捉国家投资动向，争取了水库除
险加固、饮水安全、水土保持治理、山洪沟治
理、 农田水利项目县等多个水利重点项目，累
计争取项目资金

1.9

亿元，为全县水利建设注入
了强劲活力。其中，组织实施了

58

座小二类水
库除险加固工程， 全面完成全县现有的

154

座
水库除险加固任务， 使所有病险水库脱险。解
决了

4.68

万农村居民饮水安全及
1.07

万学校师
生饮水问题，全面完成“十一五”“十二五”规划
建设任务， 治理山区水土流失

30

平方公里，治
理中小河流

29.4

公里，治理山洪沟
3.33

公里，建
设小农水项目高标准大塘

283

口等， 进一步改
变了山区面貌，完善了农村水利基础设施。

整合资金，整体发力。该县坚持“集中连
片、综合开发”的原则，积极整合农业开发、土
地平整、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等涉水项目
资金

1.7

亿多元，按照集中实施、渠道不乱、用途
不变的原则，打捆投入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
在部分乡镇、部分村整体建设。目前，共整修塘
坝
765

口，新建电灌站
9

座，整修渠道
78

公里，配
套各类建筑物

3347

座等， 形成了灌排通畅、沟
渠相连、塘库衔接的水网体系，确保了灌得到、

排得出、效率高、长期有效益。

出台政策，撬动发展。

2012

年，该县出台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
理养护体制改革意见》《关于对坑塘建设实行以奖代补的意见》 等政
策文件， 对以坑塘建设为重点的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给予奖补， 承诺
“用

3

年时间将全县蓄水量
5000

立方米以上的坑塘改造一遍”，继续加
大“以奖代补”政策的财政资金投入，极大调动了社会投资坑塘建设
的积极性。

2015

年， 共验收蓄水量
3000

立方米以上合格的坑塘
6169

口，其中
5000

立方米以上
3758

口，共奖补资金
3157

万元。在“以奖代
补”政策激励下，全县共改造坑塘

1.3

万多口，其中，共改造
5000

立方
米以上坑塘达

6055

口，“

3

年内将全县
5000

立方米以上的坑塘改造一
遍”的目标已顺利完成。

3

年累计兑现奖补资金
5151

万元，撬动民营资
金
2

亿多元，极大增强了农田水利设施蓄水灌溉能力，提高了农业抗
灾减灾能力，进一步改善了农村居住环境，为全县贫困地区扶贫、脱
贫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立机制， 巩固效益。 为确保国家投资项目落地后能够顺利实
施，该县专门成立领导小组，多次召开座谈会和促进会，广泛开展调
研，有效解决了项目征地补偿、地方配套不足和后期管护等问题。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该县水利局严格“四制”管理，成立技术服务指导
组，全程跟踪指导，确保了各个水利项目顺利实施。制定了坑塘建设
验收标准和验收办法，由县农建指挥部牵头，抽调县政府办、县监察
局、县发改委、县财政局等单位人员组成

4

个验收小组，分赴各乡镇对
申报的坑塘逐塘进行

GPS

定位， 现场测量， 对验收合格、 蓄水量在
3000

立方米以上的坑塘，根据蓄水量和完成的工程量分别给予
0.3

万
元—

1.5

万元的奖补。

（上图为正在建设中的铁铺山洪沟治理工程。 本报见习记者
董智傲摄）

我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巡礼

风 正 好 行 船

———信阳茶都茶业有限公司茶产业发展侧记

清明节前，在河区河港镇
海拔

800

多米的人山上，信阳茶都
茶业有限公司的万亩茶叶基地满目
翠绿，淡淡的茶香随着轻云细雾，在
一条条山沟的茶园里弥漫扩散。

悠然午后，在位于河港镇郝
家冲村的信阳茶都茶业有限公司

麾下的茶都三农茶叶合作社里，怀
着舒适的心情， 沏上一壶绿茶，在
清香淡雅之中，与己对话，体悟生
命片段中的恬淡和静谧，这就是信
阳茶都茶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徐
启来的智慧生活。

“一直以来， 我们以质量求生
存、 以生产有机生态茶叶求发展，

坚持走绿色环保之路，努力打造优
质品牌，让大家知道我们，认可我

们。为了保持信阳毛尖原生态状况
和其特有品质，我们积极与信阳农
林学院合作，建立茶叶病虫害绿色
防控基地，共同研究防治茶叶病虫
害。目前，我们的原生态茶园所种
植的茶叶不使用任何化学肥料追
肥。 我们投资购买了

240

台太阳能
频搌式杀虫灯和

35

万片诱虫黄板、

3

万只性诱瓶， 每亩成本价为
120

元， 茶叶的病虫害均采用生物、物
理措施进行防治，从源头上杜绝了
茶叶中残留农药、重金属、有害微
生物的污染。”在氤氲的茶香中，从
事
30

多年茶产业发展的徐启来，感
悟到做茶好似做人， 都必须恪守
“良知”和“责任”，只有如此，才能
安心受到市场“青睐”。

记者了解到，信阳市茶都茶业
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是一家集
“茶都牌”信阳毛尖种植、加工、科
研、营销于一体的市级农业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 现拥有总资产
1000

万元，年销售额
1600

万元，下
辖
3

个茶叶合作社、

1

家茶叶公司、

16

家专卖店、

30

吨茶叶保鲜库、

6

个茶叶加工厂， 万亩生态有机茶
园基地和科研基地。 茶都合作社
现有社员

720

人，党员
12

人，大专

以上学历
12

人， 专业技术人员
20

人。其中，具有专业技术职称或资
格的高级农艺

(

工程
)

师
4

人，助理农
艺
(

工程
)

师
5

人，茶技师
5

人。

面对竞争激烈的茶叶市场，该
公司生产的“茶都”牌信阳毛尖势头
强劲。或许是一份茶人的责任，徐启
来决定大力发展信阳毛尖的中低档
茶叶。“去年我们合作社就加工生产
了近

140

吨中低档茶， 薄利多销，利
润也很可观，一年也能赚

100

多万。”

徐启来话锋一转，“茶虽然有价格高
低，但是首先要保证质量，不能让低
价茶成为低质茶的代名词。”

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茶都三
农专业合作社带动了

20000

多亩名
优茶标准化生产。已经研发

2000

亩
具有抗衰老、防癌功效的“富硒茶”

项目，所产茶叶行销北京、上海、广
州等国内大城市。茶园面积不断发
展，产量不断增加，带动周边董家

河镇、谭家河乡、十三里桥乡等多
个乡镇的茶农致富，这些茶农年均
增加收入都在

3000

元以上。

随着规模不断扩大，在企业获
利的同时， 徐启来不忘回馈社会。

多年来，他为群众修路、架电、捐资
助学，向农户无偿提供茶苗、肥料
等生产物资。尤其是在今年的精准
扶贫攻坚活动中，作为郝家冲村村
委的村干部，他更是带头把全村的
70

多户贫困户全部纳入茶都三农
合作社当中，优先收购他们的青叶
和茶叶，为他们的茶叶修剪和管理
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

风正好行船。 徐启来告诉记
者，在河港镇党委、镇政府的支
持下，他将大力推广茶园绿色防控
技术，在龙潭村、马家畈村、夏家冲
等村组发展万亩绿色防控示范基
地，着力打造茶叶绿色病虫害防控
百里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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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拂面时，菜花飘香至。昨日，记者在
商城县伏山乡里罗城村采访时发现， 这里满
地油菜花竞相绽放， 就像镶嵌在绿色大地上
的“黄金海岸”。

据该乡乡长赵阳辉介绍，近年来，该乡依
托丰厚民俗文化和村落景观， 积极推进传统
古村落的保护与开发， 大力开展美丽乡村建
设，并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引领，发展绿色旅游
业，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乡村旅游事业兴起。

上图为竞相绽放的油菜花。

右图为里罗城村民居。

本报见习记者董智傲摄

声 明

●

兹有息县裕申粮油收购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528395861373T

），因不
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

兹有李顺莲的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证号：

413023651112002

），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

兹有杨红林、李海侠之子杨晨浩于
2012

年
9

月
23

日在息县妇幼保健院出生， 其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M410965695

），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

兹有河南福鑫混凝土有限公司建筑企业预拌商
品混凝土资质证副本（证号：

B3054041150102-4/3

），因
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

兹有罗山县新区祥瑞文具门市部税务登记证副
本（证号：豫国税罗字

41302819710310729801

号），因不
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

兹有裴泽亮、曹然之子裴松青于
2014

年
9

月
16

日
在固始县妇幼保健院出生， 其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11150065

），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

兹有信阳市河区李太太罐汤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证号：

413001196208082037

），因不慎丢失，特声
明作废。

●

兹有信阳市河区华泰酒业经营部营业执照副
本（证号：

411502601020361

），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
废。

公 告

信阳市国土资源局现将信
阳市豫申园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土地登记审核结果予以
公告： 该宗地坐落于信阳市
上天梯非金属矿管理区土城
村境内， 土地面积为

4795.37

平
方米（本宗地为合并登记，信阳
市豫申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信市国用

[2012]

第
90004

号土地
证同时收回注销）。权属性质为
国有，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
用途为商住用地。 使用年限商
业截至

2052

年
3

月
26

日，住宅截

至
2082

年
3

月
26

日。宗地东至信
阳市上天梯非金属矿管理区珍
珠路，南、西至土城村，北至新
村辅路。 若对以上公告宗地的
土地所有权、 土地使用权及他
项权利等有异议者， 请于公告
之日起

15

日内到信阳市国土资
源局上天梯分局申请复查手
续。逾期无异议者，即认为上述
公告的权益有效，将准予登记注
册。

信阳市国土资源局
2016

年
3

月
29

日

公 告

信阳市国土资源局现将信
阳市豫申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土地登记审核结果予以公
告： 该宗地坐落于信阳市上天
梯非金属矿管理区土城村境
内， 土地面积为

7717.89

平方米
（本宗地为合并登记，信阳市豫
申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信市
国用

[2012]

第
90002

号土地证同
时收回注销）。 权属性质为国
有，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用
途为商住用地， 出让年限商业
截至

2052

年
3

月
26

日，住宅截至

2082

年
3

月
26

日。宗地东至信阳
市上天梯非金属矿管理区珍珠
路， 南至新村辅路， 西至土城
村，北至矿业东路。若对以上公
告宗地的土地所有权、 土地使
用权及他项权利等有异议者，

请于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到信阳
市国土资源局上天梯分局申请
复查手续。逾期无异议者，即认
为上述公告的权益有效，将准予
登记注册。

信阳市国土资源局
2016

年
3

月
29

日

□

本报记者周海燕
见习记者董智傲

里罗城村：油菜花开正当时

公 告

因
S337

息县夏庄至罗山段改建施工，特
对部分路段实施禁行和限行。

1.

禁行路段：项店
G45

高速出口至息县工
业园转盘

项店
G45

高速出口至息县工业园转盘计
划于

9

月底通车。根据施工需要，特对此路段
实行禁行措施。

禁行时间：

2016

年
3

月
23

日至
9

月
30

日
绕行路线： 小型车辆从项店镇十字街向

南，由息陈线出入息县城区。其它车辆需绕行
至
312

国道，从光山县寨河镇沿息寨路（

S213

）

出入息县城区。

2.

限行路段：息县工业园转盘至淮河桥
淮河桥至息县工业园转盘处有三处桥梁

拆除，通行车辆需从施工便道通行，由于施工
便道路基松软、坡陡、弯急，中型以上客货车
通行极易发生安全事故。 特在淮河桥处设立
限高杆，限高

2.7

米。禁止中型以上客、货车辆
通行。

限行时间：

2016

年
3

月
23

日至
12

月
31

日
中型以上客货车辆绕行路线：沿

312

国道
行至光山县寨河镇， 从寨河镇沿息寨路
（

S213

）出入息县城区。

在农忙季节，为保证农业生产，大型农业
机械因通行需要可临时拆解淮河桥处限高
杆。联系电话：

0376-5898686

（

S337

改建工程
建管局）

给群众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息县交警大队
息县交通执法所

图为该公司河港夏家冲茶叶病虫害绿色防控基地一瞥。

本报见习记者董智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