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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将新增55座变电站

省电力公司与市政府签订“十三五”电网发展合作框架协议
本报讯（记者程成）

12

月
2

日上午，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与
信阳市人民政府“十三五”电网
发展合作框架协议签字仪式在市
行政中心举行。

根据协议，“十三五” 期间，省
电力公司规划投入

86.4

亿元支持信
阳各级电网建设，较“十二五”增长
26.8%

。其中，新增
55

座
110

千伏及
以上变电站， 各产业集聚区

110

千

伏变电站实现双电源、 双主变供
电，

35

千伏及以上变电站覆盖所有
乡镇，

10

千伏配变覆盖所有自然
村， 机井通电覆盖平原地区所有
农田， 配电自动化覆盖所有中压
线路， 智能电表覆盖所有电力客
户。到

2020

年，信阳电网整体供电
能力突破

340

万千瓦，市区、县域户
均配变容量分别达到

3

千伏安
/

户
和
2.32

千伏安
/

户， 电网整体水平

达全省先进水平， 为我市经济社
会发展电力需求提供有效保障。

市长尚朝阳，市政府副市长、

市工商联主席李正军， 省电力公
司党组成员、 副总经理畅刚出席
签字仪式。

尚朝阳在致辞中首先对省电
力公司和信阳供电公司对信阳经
济社会发展给予的支持和帮助表
示充分肯定。他说，近年来，省电力

公司不断加大电网投资力度、加快
项目进度， 完善地区电网结构，为
更好地服务信阳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了坚强的电力支撑和充足的电
力保障。他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合
作交流，拓宽合作领域，实现互利
共赢。下一步，信阳将积极优化环
境， 在项目落地上全力搞好服务，

为电网规划的实施创造良好环境。

畅刚在致辞中表示， 合作协

议的签订进一步明确了信阳电网
今后五年发展的目标、 投资重点
和建设标准。下一步，省电力公司
将结合信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
电力的需求，科学制定电网规划，

持续加大投入力度， 加快合作项
目建设，为“实力信阳、生态信阳、

活力信阳、诚信信阳、清风信阳”

建设提供坚强的电力支撑和优质
的供电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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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过去农民创业办贷款很难，又是
抵押又是担保，门槛挺高！”

12

月
2

日，淮滨县顺合
旺黄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黄顺合提起信阳珠
江村镇银行惠农信贷给农民朋友带来的实惠，喜
笑颜开， 激动地说：“多亏了信阳珠江村镇银行的
金融贷款解了俺的燃眉之急

!

有了这些资本，这
也更加坚定了我们这些泥腿子创业的信心， 可得
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得到“雪中送炭”的黄顺合仅仅是信阳珠江村
镇银行支农惠农群体中的个例。 自

2012

年成立以
来，信阳珠江村镇银行始终坚持服务“三农”的市
场定位不动摇， 穿行在乡间田野， 奔走于村户之
间，大胆改革创新，践行普惠金融，借助金融的力
量帮助贫困农民走上脱贫致富之路。 截至

2015

年
末，该行各项贷款余额

35.4

亿元，当年新增
8.84

亿
元；其中涉农贷款余额

33.2

亿元，占比
94%

，当年
新增

8.4

亿元
,

占当年新增贷款的
95%

。截至今年
9

月末，该行涉农贷款余额
31.21

亿元，占比
75%

。

◆

资源向“三农”倾斜
◆

“我们十分重视农村市场调研工作，并以此作
为与农村金融需求有效对接的重要抓手。”该行董
事长李泽华告诉记者，信阳珠江村镇银行对各级
经营管理人员明确要求深入农村调研的时间不低
于工作时间的

1 ／ 3

。通过在考核制度中设置新增贷
款有效户指标并加大考核权重，让跑农村市场、拓
“三农”客户成为全行客户经理的自觉行动。

近年来，无论是经管人员还是客户经理，走街
串巷、 进村入户已经成了他们的工作常态。 全市
2000

多个行政村， 他们已跑了一大半， 每到一个
村，都要了解村里基本情况、主要特色产业、农业
经营模式，目前农村融资模式、农户贷款情况、及
当前贷款需求情况等。

人员沉下去，信息浮上来。全行支农支小的动
力和活力被充分地激活和释放出来：成立四年来，

该行每年涉农贷款余额占比均保持在
90%

以上。

2015

年，该行贷款户均余额仅为
77.9

万元，这一数
字的背后是该行当年累计向

4218

户农户、 小微客
户提供了信贷支持。

◆

产品为“三农”设计
◆

针对农村小微企业融资“小、频、急”的特点，

早在
2012

年， 该行就引进了发起行广州农商银行
与德国

IPC

公司合作开发的小微贷产品。

2013

年以
来，该行又先后推出了“珠江·诚信贷”“珠江·消贷通”“珠江·创富贷”等信贷产
品。同时，针对信阳“三农”特点，该行整合推出了“阳光支农贷”系列产品，包括
茶叶贷、农民专业合作社贷、农户联保贷、订单农业贷、出国务工贷、“新农村”

创业贷、“新希望”助学贷、“新家园”住房贷等
8

款支农贷款产品。

“‘想贷款，找珠江’已成为信阳众多农户及小微企业的优先选择。”该行行
长范良向记者说道。

河区十三里桥乡茶叶经销商骆广浩经营一家从事袋泡茶、砖茶、黑茶等
农副产品收购、加工的贸易公司，产品主要出口到蒙古、韩国等国家。

2014

年，

骆广浩向珠江村镇银行申请贷款
260

万元，用于采购茶类副产品原料。该行客
户经理经过实地调查，并分析公司的生产模式、订单周期等行业特点，灵活运
用“茶叶贷”信贷产品，采取“一次申请、统一授信、循环使用”方式，为客户量身
定制了授信方案，及时向骆广浩发放

260

万元贷款。据悉，当年骆广浩公司的订
单较往年增加了

30%

，同时也吸纳了当地剩余劳动力。

◆

业务为“三农”创新
◆

根据农村金融环境与金融消费环境的实际情况， 信阳珠江村镇银行在风险
可控的情况下，扩大抵押担保范围，创新开办多种担保方式的涉农贷款业务，

并逐步探索法律法规不禁止、产权归属清晰的各类资产作为贷款抵质押物。

目前，该行在农户小额贷款、林权抵押、涉农企业联保和农户互保等多种
涉农信贷模式上均积累了一定的成功经验。今年

8

月
5

日，信阳珠江村镇银行
平西支行员工通过细致的走访调查和分析，为平桥区某生态农业公司发放了
“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

350

万元，这是自今年
7

月
25

日，（下转第二版）

弘扬革命精神

争当先锋表率

市政协机关党员干部赴光山潢川参观学习
本报讯（记者马保群）为

深入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
育，

12

月
2

日，市政协主席冯鸣、

市政协副主席周冀荣带领市政
协机关第一党支部、 第二党支
部全体党员干部到光山县、潢
川县参观学习， 接受革命传统
教育和廉政教育。

冯鸣一行先后参观了光山
县王大湾会议会址纪念馆、邓
颖超祖居和潢川县“五七”干校
旧址，通过观看历史文献、历史
照片、 实物史料和聆听讲解员
的讲解， 进一步了解了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可歌可泣的英
雄事迹和建立的卓越功勋，为
党员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革命

传统、理想信念和廉政教育课。

参观学习中， 党员干部边
走、边听、边看、边想，心灵受到
极大震撼，思想受到深刻教育。

大家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
中将继续继承和发扬先辈们
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 始终
保持共产党员的光荣本色和优
良作风，积极投身“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充分发挥好党支部的战
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紧紧围绕市委、市政
府中心工作， 立足全市发展大
局，积极建箴言、献良策，为人民
政协事业不断创新发展，为奋力
推进“五个信阳”建设，造福信
阳、添彩中原作出更大贡献。

刘国栋在全市金融扶贫现场会上强调
创新金融扶贫 助力精准脱贫

本报讯（记者黄宁）

12

月
2

日，全市金融扶贫现场会在光山
县召开。市委副书记刘国栋、市政
府副市长郑志强、 市政协副主席
霍勇出席会议。会上，光山县、商
城县、市农信联社、市政府金融办
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各自在金融
扶贫工作中的经验做法， 国家开
发银行河南省分行负责同志就国
开行支持信阳市搭建金融扶贫平
台、 国家的金融扶贫政策进行了
解读。

在听取发言后， 刘国栋对我
市金融扶贫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
了充分肯定。他指出，融资难是农
民脱贫致富和企业规模扩大的制
约因素， 是脱贫攻坚必须打通的
一条“断头路”，各级各相关部门

要进一步深化对金融扶贫工作的
认识， 持续加大信贷扶贫力度和
金融创新深度， 不断探索金融扶
贫工作长效机制， 协同推进精准
扶贫工作全面落实。

刘国栋强调， 金融创新是破
解脱贫攻坚难题的一把“金钥
匙”，金融扶贫是破解脱贫瓶颈的
重要手段。 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结
合工作实际，坚持问题导向，细化
实施方案，实现金融“输血扶贫”

到“造血扶贫”的目标，推动金融
扶贫政策落地变现； 要用足用活
用好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富有含金
量的政策措施， 撬动更多金融资
源投入脱贫攻坚， 把金融扶贫资
金引向能帮助群众稳定增收、长
远增效的致富产业上来； 金融机

构要对有信贷需求的贫困户进行
及时授信，实现金融服务的精准
滴灌，推动帮扶资金向贫困户聚
集， 帮扶力量向贫困对象聚合，

让贫困群众真正得到实惠；市县
两级融资平台要加强项目可行
性和资金安全审查，加快推动项
目落地生效，同时进一步完善管
理机制，建立金融扶贫工作督导
机制，注重资金管理使用，抓好
贷款流程监管，防止金融扶贫资
金风险。

郑志强主持会议， 并就落实
会议精神强调，各县区、各部门要
抓好具体工作的对接，明确职责，

密切配合， 协调落实金融扶贫政
策和办法， 共同谋划金融扶贫措
施，实现金融扶贫的倍增效益。

□

本报记者赵雪峰李海

河区百日攻坚促发展
本报讯（霍华超李小龙）笔者昨

日了解到， 为积极应对当前复杂严峻
的经济形势，河区从

9

月
15

日开始用
3

个月时间，开展稳增长促发展百日攻
坚行动，统筹抓好稳增长、调结构、促
转型、惠民生各项工作，目前已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

前三季度， 该区固定资产投资实
际完成

197.96

亿元， 同比增长
20.1%

，

超目标增速
8.1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增加值增速达到

9.1%

，超目标
增速

0.1

个百分点，增速较上半年提升
0.1

个百分点， 高于全市
0.1

个百分点；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完成
11.39

亿元，

同比增长
10.1%

， 超目标增速
1.1

个百
分点； 省外资金实际到位

15.36

亿元，

占目标任务的
78.9%

，位居全市第一；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完成
114.6

亿元，同比增长
11.1%

，总量位居全市

第一。

1

月至
10

月， 全区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实际完成

7.16

亿元， 同比增长
2.8%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总量、税收
总量均位居全市前列； 对外贸易出口
总额实际完成

3163.6

万美元， 占年目
标的

77.54%

； 利用外资实际完成
4361.5

万美元， 完成年目标的
101%

；

电商重点项目进展顺利，在今年“双十
一”活动中，全区电商企业共完成销售
额

4.89

亿元。 鄂豫皖一日达发单量
105.89

万单，同比增长
106%

，销售额
和物流发单量实现“双翻番”。

在百日攻坚行动中， 该区针对个
别目标完成不理想的情况，实施

6

项攻
坚专项行动，即投资攻坚专项行动、工
业攻坚专项行动、 财政收入攻坚专项
行动、商贸服务攻坚专项行动、招商引
资攻坚专项行动、 电商服务攻坚专项
行动，全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全市“十件实事”进行时

一 切 为 民 不 谋 身

———追记全国“两学一做”先进典型许光系列报道之二

“不能在军营施展抱负，就要
在家乡有所作为。”

1965

年，

36

岁
的海军军官许光成为新县人武部
的一名普通参谋， 在给父亲的信
中，他这样写道。

走过革命岁月的新县， 百废
待兴。“一个灯泡照亮全城， 一个
喇叭响彻全城， 一根香烟抽遍全
城”就是其真实写照。决心扎根家
乡的许光， 要在这片被热血染红
的土地上画出美丽的图画。

“许光为家乡建设和发展作
出了很大的贡献， 特别是为解决
县里的‘通话’和‘通电’等难题，

曾四处奔波， 为全县基础设施建
设立下了大功。”新县人民政府原
常务副县长韩文定说。

1969

年夏， 时任新县武装部
军事科长的许光主动请缨， 负责
建设千斤乡

159

微波站。山上没有
路，就披荆斩棘；没有机械，就肩
挑背扛。

300

多个日子里挥洒汗
水，不分昼夜，与民工同吃同住同
劳动。当微波站建成时，精干的许
光愈发黑瘦， 但老区人民听到了
山外的声音，许光笑了！

上世纪
70

年代初， 许光受命
带领民兵架设高压线路。 几吨重
的水泥杆， 要靠人工一根根往山
上扛，一锹锹往山里“栽”。巍峨的

大别山，在许光的眼里，就像辽阔
的北海，任他驰骋。

35

千伏的高压
线路架通了， 明亮的电灯照亮了
当年的鄂豫皖苏区首府， 老区人
民沸腾了！

“回来的路上我碰见他，眉毛
烧得直打弯儿，脸上全是水泡，都
快认不出来了。”新县人武部原军
事科副科长丁进先提起当年的那
场大火，仍唏嘘不已。

那是
1980

年， 新县西大山突
发火情。 时任武装部副部长的许
光正值夜班。得知火情，他二话不
说，立即前往救火。由于消防器材
短缺，只好用砍下来的树枝扑火。

火焰烈烈，山风助燃，迎面而来的

热浪将许光脸上炙烤出了一个个
血泡，他却连续战斗了一个晚上。

许光就是这样，哪里有需要，

他就冲向哪里，哪里有危险，哪里
就有他的身影。

1987

年
7

月， 新县连降大雨，

时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许光
连续奔波在抗洪抢险的路上。一
天深夜， 在赶往乡镇处理险情的
路上，不幸遭遇车祸。他昏迷了三
天三夜，头部缝了近

20

针，经过全

力救治，才脱离危险。醒来后，他
首先问起的还是水库的安全。

对于新县田铺乡河铺村的群
众来说， 许光是他们几十年念念
不忘的“大贵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河铺村尚
不通电，群众打米磨面要翻山越岭
几公里， 到相邻的湖北省丁家楼
湾，有时要来回跑几趟。在村里驻
队的许光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
与县电业部门联系。（下转第二版）

□

本报记者时秀敏胡庆芳

图为市区四一路立交桥改扩建工程现场。 徐毅恒摄

四一路立交桥改扩建工程启动

本报讯（记者刘翔李小然）

“等到立交桥改扩建项目建成后，

火车站附近的交通拥堵状况将会
得到明显改善， 交通压力也将大
大缓解。”

12

月
4

日，市政管理处相
关负责人对记者说。当日，市“十

件实事”之一———市区四一路立
交桥改扩建工程启动。

在工程现场， 记者看到，施
工车辆正在对立交桥东侧的楼
房进行拆迁。 现场机器轰鸣，高
举的机械臂把坚固的砖墙一铲

一铲地挖掉，碎片不断掉落在废
墟中。

为了减轻拆迁造成的大量灰
尘对环境的影响， 施工现场有高
压清洗车在进行洒水作业， 还有
工人拿着高压水管在拆迁房屋附

近喷水，进行“人工降雨”。

记者还看到涵洞两侧竖立
着交通指示牌， 疏导来往的车辆
与行人。 立交桥东侧的非机动车
道已被隔离带围起，四一路涵洞
东侧的慢车道已经在入口处进行
了交通管制，所有车辆、行人禁止
通行。

据了解， 建成于二十多年前
的四一路立交桥， 是一座公路跨
铁路桥梁，穿过京广（宁西）铁路，

是重要的交通枢纽， 也是我市重
要的交通节点， 担负着分流及引
导城区车辆的作用。然而，由于城

市的扩张， 以及机动车辆的快速
增加，原本只有一个孔的涵洞，已
成为道路交通的瓶颈。 为了缓解
交通压力，市委、市政府决定正式
启动四一路立交桥改扩建工程，

具体是在现有涵洞通道基础上，

向东新扩一孔
9

米宽快车道和一
孔

6

米宽慢车道， 总投资
8000

万
元， 具体责任单位有市城管执法
局、 羊山新区管委会和武汉铁路
局信阳段。

市政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 拆迁工作需要一个星期左右
才能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