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年初息县“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息
县将深入实施中国生态主食厨房发展战略， 加快推进滨水
宜居城市建设，强基层、重民生，积极作为、务实发展，奋力
开创美好息县建设新局面。

这是一组实实在在的数字： 近年来， 息县生产总值由
2010

年的
104.56

亿元增加到
2015

年的
178.01

亿元； 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由

1.85

亿元增加到
4.2

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由

16.69

亿元增加到
32.76

亿元；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

731.7

亿元，是“十一五”时期总投资额的
2.6

倍。 经济发
展步入了增速加快、质量效益同步提升的新阶段。 美好息县
建设的基础更加坚实、支撑更加有力、前景更加广阔。

数字背后蕴深意。 一项项政策，一个个规划，一组组数
据，一桩桩实事，构成了一份暖心的成绩单，见证着息县的
大发展、大变化，凝聚了所有奋斗者的才智、汗水和拼搏，寄
托着息州儿女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美好息县，在不经意间，

正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

农业之“变”

◇◆

福地息县，有米有面。 但在过去，限于种种因素，农业作
为息县第一产业一直大而不强，生产效益不尽如人意。

如今，息县立足农业大县的基本现状，积极利用惠农政
策支持，不断加大农业资金投入力度，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补齐短板，突出优势，全面实施“中国生态主食厨房”主
战略，息县农业发展在新时期有了新变化、新亮点、新成绩，

正在逐步上演从“田间”到“舌尖”的华丽蜕变。

“出去打工的多了，地很多都荒了，怪可惜的！ ”十多年
前， 息县彭店乡农民柳学友率先在村里承包了几十亩荒地
搞起了规模化种植。 正赶上国家农业政策的支持，柳学友承
包土地的规模也越来越大，目前他承包了

16000

多亩土地，

先后购置了
70

余台各种型号的农用机械设备， 实现了播
种、施肥、除草、收割等环节全程机械化，一个现代化农场应
运而生。 不仅如此，他还吸引了周边地区六七十户农民共同
建起了合作社，柳学友成了名副其实的“河南粮王”。

年仅
25

岁的冯俊岭则被称为“新农人”。 他大学毕业后
在息县项店镇流转了

800

余亩土地， 成立了兰庭科技有限
公司，建起葡萄种植园。 他的种植园里有近

20

万株葡萄和
提子，品种

40

余种，总投资近千万元，是目前全国最大的葡
萄种植家庭农场。 不久的将来，葡萄庄园还要发展集观光、

采摘、餐饮为一体的生态农业旅游，实现效益最大化。 像他
一样，曾在河南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娄星，现如今也
回到了老家曹黄林镇娄寨村， 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技术型
果农。 如今娄星的红心火龙果种植已实现了盈利。

近年来， 这种新型合作社在息县如雨后春笋一样蓬勃
崛起，大家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千百年来的传统种植业正在
一群有技术、懂市场、会管理的“新农人”手上发生改变。

种了粮食、蔬果直接卖出去，农产品仅停留在简单粗加
工的状态，附加值较低，农业产业链不长，老乡们还是不能
脱贫致富。 考虑到这一现实问题，息县立足县情，提出了打
造“中国生态主食厨房”的发展战略，以米、面、水（即饮品）

三大产业链条为重点做大做强食品产业。

2013

年， 息县产业集聚区选择了
1

平方公里范围的立
翔大道西侧作为突破口打造形成了食品一条街， 盯紧主导
产业不动摇、不分心、不放松，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下大力
气把集中、集合、集群、集约做个样子出来。 现如今，食品一
条街成了息县的新亮点：产销两旺的“熊出没饼干”、筋道可
口的“息县坡馒头”、品种繁多的“绿滋园糕点”等，代表了地
地道道的“息县制造”，这些产品像一个个刻标，时刻在延展
着息县食品街的长度，扩增着农产品附加值的深度，聚积着
息县发展主食产业的力度。

未来，息县将积极发挥农业大县的优势，围绕粮食深加
工、肉类深加工、果蔬饮料深加工等领域，不断加快主食产
业发展，打造从田间到舌尖的产业链条，真正形成“生态主
食，膳待国人”的息县认知。

◆◇

乡村之“变”

◇◆

“俺村以前沟里污水横流，垃圾成山，看现在多干净，感
觉空气都变好了，能多活几年呢，没想到这辈子还能住进小
洋楼。 ”近年来息县开展生态文明创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在扶贫攻坚的推动下，打造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美丽乡村。

谯楼办事处庞湾村曾经和大别山革命老区中众多的村
庄一样，闭塞、贫穷，青年外出、孩子留守、老人无依。 近年
来，在保留传统农耕习俗的同时，庞湾村通过集体土地流转
的形式，将

5000

余亩土地流转租赁给了鑫晨公司，依托庞
湾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生态优势，大力发展蔬果采摘、旅
游观光、水产养殖、休闲农业等特色产业。 同时村民们通过
土地流转和就业，也基本实现了脱贫梦。

八里岔乡莲花村，则发挥依山傍水的优势，提升村庄整
体文化特色，塑造碧水、青山、花艳、果香的风景，依托电子
商务把村头的新鲜蔬果送到千家万户，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致富模式。

而路口乡弯柳树村，以德孝文化为核心，以带动村民脱
贫致富为宗旨，融合文化创意、乡村旅游、生态农业、教育培
训、观光工厂、养生养老等，打造多产业支撑型旅游美丽乡
村。

还有项店镇黄围孜村、 岗李店乡宋庄村等
5

个美丽乡
村重点村都是该县集中人力、财力、精力重点培育形成的，

高标准、高起点规划，高层次、高水平推进，

5

个风格迥异、亮
点鲜明、可借鉴、可推广的样板村，再以点带面，帮助全县每
个乡镇办事处都因地制宜挖掘自身特色，大胆创新，因村施
策，打造各具特色的美丽乡村。

现在， 走在息县广袤的乡村大地， 一个个村落干净整
洁，一栋栋小楼亮丽别致，无不让人赞叹、欣喜。 田野里、院

子内，一个个笑容可掬的村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喜悦，让人
感慨与欣慰，“中华第一县”的乡村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

城市之“变”

◇◆

“我来息县
40

多年了，在这里安家落户、娶妻生子，现
在息县的发展变化真是太大了，公园越来越多，越来越有大
城市的味道，我是看着这座城市一年年变美的。 ”说起息县
的变化，

70

岁的王建国先老人有太多的感触和回忆———当
年的息县平房多、楼房少；县城狭小，骑自行车半个小时就
从东跑到西，从南跑到北；没有公交车，没有超市，街道道路
狭窄，只有一条街道有路灯；公园没有，大众娱乐的广场也
没有……

而如今，息县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条条
背街小巷通过集中整治改变了昔日的面貌； 一处处街头绿
地应运而生，俨然一个现代化小城；一系列惠民、便民、利民
工程，切实顺应了群众的需求。

2015

年以来，息县在加快推进城市建设的进程中，以民
生需求为出发点，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强力推动民生建设。 息县加快
治理全县人民期盼已久的龙湖公园， 努力将其打造成集生
态、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城市风景带；规划建设了息州广场、

晴川广场，亮化美化城市对外大门；完善了息州森林公园配
套设施，息夫人纪念馆、马援广场即将开门迎客；提出了滨

水宜居城市的规划理念， 沿淮两岸的关店和汪湖湿地公园
风景优美，刘邓大军渡淮纪念馆已基本完工；全面叫停了矿
山与河沙开采，濮公山省级矿山遗址公园正在修复期，一切
都在向着青山绿水更宜居的方向发展……这些公益设施的
投入建设，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提升了息县的城市
品位，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让老百姓生活得更方便、更舒
心、更美好！

如今息县的各大广场、公园，每天早上都有大量市民晨
起锻炼，尽情地享受悠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随着城市后期工
程的逐步完善，“一路带三园、一桥架南北、一湖美两岸、文
明大跨越”的滨水宜居美好息县即将呈现！

◆◇

交通之“变”

◇◆

“现在走省道
337

回息县，

1

小时
20

分钟就到啦！ 不像
之前，班车都要绕远路，单程将近

3

个小时。 ”李明宇家住信
阳市区，

2013

年来到息县工作，每周都要往返于信阳市区和
息县之间，以前他每每提及息县的路都“头疼”不已，现在终
于能露出笑颜了。

说起来，息县是信阳市人口最多的县区，距离信阳市区
也仅有

75

公里，境内有大广高速，城区有“七纵八横一环”

的路网框架，国道省道路网通达东西南北。

然而，多年来由于资源型产业的开发、超限超载运输的
破坏，导致息县境内国道省道公路基本无一完整好路，大多

数信阳人提到去息县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去，路太烂”，这成
了息县的一道“伤疤”，不仅给息县广大群众出行造成困难，

更制约了全县经济的发展。 “烂路”问题成为人民群众难以
释怀的“心病”，也是困扰地方政府多年的“软肋”。

修路！ 修路！ 修路！ 成为全体息县人共同的心声。

今年年初， 省道
337

夏庄至陡河沿淮河大桥拓宽改建
工程正式动工———这是息县迎接四方来宾的北大门， 一年
前的

S337,

只是一条二级公路，路面崎岖不平、饱受诟病。 如
今道路扩宽为双向

8

车道，两侧准备栽种树木、安装路灯，

将作为息县的一条景观大道， 让远道而来的嘉宾和息县百
姓都能满意。

“这下好了， 再也不用担心每天上下班因为拥堵迟
到了。 ”家住息县北大街第三小学附近的小李提起门前
的道路高兴不已。 息县北大街曾经是鱼贯息县县城南
北的一条干道，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路面老旧、狭窄的问题
直接影响了老百姓的出行和生活。 现如今经过

2

个多月修
葺， 路面拓宽了， 下水道通畅了， 路边的行道树也更加葱
茏。

当然，息县正在改变的不仅仅是这些，“十二五”期间，

该县公路建设总投资达
17.5

亿元， 建成了淮息高速公路息
县段，还先后对

106

国道岗李店至包信段、夏庄镇至息潢县
界段和包信大桥南至新蔡交界、

S337

线长陵至夏庄段、

S336

马息线淮滨交界至包信镇、

S336

线息县至张陶段进行了大
修改建。 在农村公路建设方面， 大修改建县乡公路

46

条
227.34

公里、 通村公路
41

条
76.59

公里， 危桥改造
57

座
2278

延米。

息县还将在“十三五”期间，紧紧抓住省交通运输厅对
口扶贫息县的大好机遇，统筹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计划投资
50.6

亿元， 加快以公路建设为标志的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步伐，打好交通翻身仗和扶贫攻坚仗，为息县经济社
会发展进步创造良好的交通环境和条件。

走过崎岖，迎来坦途大道。 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息
县交通大动脉将全面打开、交通脉络将越发顺畅，用交通搭
台，息县的经济大戏会越唱越红火！

◆◇

民生之“变”

◇◆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教育是社会发展之基石，连年
来，来息县创业的人越来越多，来息县居住的人越来越多，

孩子读书的学校，也越来越被渴求。 就在今年，息县新建了
5

所城区学校，改扩建了一大批中小学校和幼儿园，累计招
聘

1797

名教师，招聘总量位居全市第一，并由县财政自筹
资金发放义务教育阶段乡村教师生活补助。 息县实施的教
育振兴工程，“让小孩子有书读、 读好书” 不再是一句口
号。

病有所医，是关乎每个家庭最切实的民生问题。 “先报
销， 看病不用自己提前垫付”“各级医院的报销比例远远高
于周边县区”“县里拿出

3

亿元补贴医院建设， 减少医院趋
利行为”……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到综合支付，再到协作
医疗，

5

年间，息县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走在全国前列，为百姓
构建了一张保障网。 息县医改的每一步都是从老百姓能看
病、能看起病出发，真正做到了便民利民，让群众得实惠、卫
生得发展、政府得民心。

安居才能乐业。 城市化进程迅猛的古城息县，加快推进
商务中心区、龙湖片区、城南片区等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

近年来，息县建成保障性住房
4027

套，改造农村危房
10500

户，确保居者有其屋。 以息县淮河办事处大河社区为例，

657

户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即将搬进新居，安置小区干净整洁，

环境优美。

一个政府对待低收入人群和老人、残疾人的态度，亦能
体现其责任担当。 作为省级贫困县的息县，财政用于民生的
支出比重从

2010

年的
54.9%

提高到
2015

年的
72.7%

；城镇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实现“十一连增”；城乡低保标准
分别由

160

元、

72

元增至
225

元、

115

元； 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实现了全覆盖，仅

2015

年，就发放了社会保险金
4.99

亿
元……

走过春华， 迎来秋实。 点阅近年来息县发展的笔笔清
单，处处以民生福祉为先。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
展成果惠及人民，一个“民生优先”以及更好的息县，正阔步
前行。

聚 焦 古 城 之“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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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年来，息县这座千年古城很拼，拼经济、拼转型、拼民生……正演绎着一场精彩的产业、城市格局之变。 用“新常态”的视角回顾变
化的背后，我们会发现，这张经济发展“成绩单”充满着精彩与希望，古城息县已经跨入了发展变迁的新纪元，正以更好的姿态走向未来———

本报记者裴娅晖通讯员余江姜伟张星彭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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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五年发展成就迎接市五次党代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