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一名村民展示刚挖出的优质莲藕。 去年，孟州市会昌街道东曹村党支部通过资金入股、土地入

股、技术入股等多种参股方式，吸纳

100

户党员和群众，利用黄河水在黄河滩区挖塘种莲，发展优质莲、鱼

套养观光农业。 目前，

500

亩莲藕喜获丰收，莲藕亩产量

2000

公斤以上。 本报记者 杨 帆 摄

焦作粮食怎样实现“八连增”

本报记者 杨仕智

今年，是我市粮食生产极不平

凡的一年。 去冬今春连续

4

个月无

有效降雨，是

50

年来我市遇到的同

期最严重的干旱。今秋又遇连阴雨，

低温寡照，对秋作物生长产生了严

重影响。

大灾之年，怀川大地夏粮不仅

没有减产，而且再获丰收。

今年小麦总产

107

万吨， 连续

8

年实现丰产丰收； 亩产

509．6

公

斤， 连续

8

年居河南省第一位， 创

5

项全国新纪录。

今年秋粮生产预计玉米亩产可

达

577

公斤，较去年提高

1．5

公斤，

秋粮总产可实现“八连增”。 秋粮高

产创建，

26

个万亩示范片预计平均

亩产

800

公斤，

30

个超高产攻关田

中最低单产

850

公斤 ， 最高单产

1100

公斤。

总结我市粮食生产“八连增”的

经验， 真经有

6

条。

真经一： 领导高度重视是粮食

连年增产的保证。

我市高度重视粮食生产， 始终

坚持把粮食高产创建作为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国家粮食战略工程河

南核心区建设规划纲要》 的一项重

要举措， 作为建设全国高效农业示

范市的一项首要任务、 在全省率先

实现粮食单产水平跨越的一项引领

工程来抓 ， 先后出台了 《焦作市

2500

斤粮食单产能力建设规划 》、

《焦作市

2010～2011

年度小麦高产

创建活动实施方案》等文件，并成立

了由主抓农业的副市长为组长、各

相关部门为成员的粮食高产创建活

动领导小组。 各县市区也成立了相

应机构，全面启动了粮食高产创建

活动。 同时，各级领导在生产的关

键时刻深入一线督导检查，发现问

题及时协调解决，为我市粮食连年

增产提供了保证。

真经二：不折不扣地落实惠农

政策，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近年来，我市把全面落实各项

惠农政策作为促进粮食生产的一项

重要手段，坚持各项支农资金早安

排、早落实、早拨付，不折不扣地把

各项惠农资金发放到农户手中。 去

年全市共落实种粮直补、良种推广

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农机具购置补

贴资金

2.83

亿元，先后争取上级农

业基础建设项目资金

1.9

亿多元 。

今年上半年， 我市及时足额发放粮

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资金

1.87

亿元 ， 筹措农机补贴资金

0.25

亿

元 ， 同时争取上级财政补助资金

0.56

亿元， 市政府还在每年财政预

算中，专门安排“粮食高产创建专项

资金”

100

万元。 各项惠农政策的全

面落实， 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粮

食生产的积极性。

真经三：搞好技术服务，为粮食

增产保驾护航。

在粮食生长的各个关键时期，

我市组织

518

名农业技术人员，分

包全市

1783

个有耕地的行政村开

展粮食生产技术服务， 重点推广示

范高产优质新品种、 宣传普及集成

技术、组织开展科学应变管理，做到

了“技术人员到户，技术要领到人，

技术措施到田”。我市还采取举办各

类培训班和专题技术讲座的形式，

集中培训农民，并印发技术明白卡，

方便农民随时学习参考。 周到的服

务， 为今年粮食丰收提供了技术支

撑。

真经四：强力实施高产创建，为

粮食增产树立了样板。

为不断提高粮食生产水平，我

市从

2005

年起就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了粮食“百亩超高产攻关田、千亩

示范方、 万亩示范片” 高产创建活

动。去年以来，我市积极推进整建制

建设，使高产创建规模显著提高。温

县作为整建制推进重点示范县，在

小麦生产优势区域建设包括

4

个乡

镇

20

万亩小麦高产创建示范区。孟

州市作为整建制推进重点示范市，

在小麦生产优势区域建设包括

5

个

乡镇

13.2

万亩小麦高产创建示范

区。 修武县郇封镇作为整乡推进重

点示范镇，（下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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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企业所得税

收入突破 6亿元

本报讯 （记者许伟涛 实习

生杜笠） 记者昨日从市国税局获

悉，截至

9

月

25

日，我市累计组

织入库企业所得税

62157

万元，

超过去年所得税全年总收入，创

历 史 新 高 ，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收

19479

万元，增长

34.3%

。

今年年初以来， 该局一是依

托指标通报，提高数据质量。借助

CTAIS2.0

中申报信息和电子税

源档案，定期通报收入进度、预缴

和汇缴质量， 将所得税质量通报

常态化。二是着力汇算清缴，力保

收入增长。 以“三促两降一提高”

为抓手，加强汇算清缴工作，共入

库税款

10043

万元， 首次突破亿

元大关，创历史新高，比去年同期

7708

万元，增收

2335

万元，增长

30.29%

。三是强化分类管理，提升

管理水平。全市

10

家农信社累计

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27063.89

万

元 ，应补税款

3252.2

万元 ，已入

库

3070

万元 ，

2010

年度农信社

系统税负由

4.54%

增至

9.23%

，增

长

4.69

个百分点，增长幅度达到

103%

。

①3

政策到位机手喜

三千铁甲战三秋

本报记者 王学典 张 毅

昨日， 在沁阳市西向镇三街

村玉米机收作业现场 ，大 、中 、小

型玉米收获机收获玉米的情景令

记者耳目一新。

11

时许， 记者赶到该村时机

收已开始多时，只见机收机器前的

四个“大叉子”像饿狼一般扑向三

排玉米，玉米收获机经过之处玉米

秆依次倒下， 玉米棒则被 “撸”下

来，并被传送带送到“粮仓”。 收获

玉米的农民则乐得合不拢嘴。村民

靳四付说：“我这二亩半玉米一个

多小时就收完了，如果人工收获得

好几天呢，而机收每亩才

40

元钱，

算下来还是很划算的啊。 ”据焦作

市农机局局长马爱国介绍，目前我

市已有

3200

余台玉米收获机，预

计今年全市玉米机收率将达到

83%

，可率先在全省基本实现主要

粮食生产机械化。

“这只是小型机收机 ，走 ，我

带你看看更先进的机收机去！ ”该

市农机局一名工作人员说。 于是

我们又来到沁阳市恒运农村专业

合作社张小联的机收现场。 只见

他的机器收过之后玉米秆没有

了，地也很平整。 “真是省力，什么

也不用干了， 把玉米拉回去晒晒

就行了！ ”等待机收的村民靳三兵

惊喜地说。

张小联告诉记者，他这台机器

是今年刚买的，一共是

18.5

万元，

国家和市里一共补助

10.3

万元 ，

自己只出了

8.2

万元，一天可以收

60

亩地， 目前他已收获

300

亩玉

米了。 “投资这一台机器多长时间

收回成本？”“估计今年就可收回成

本！”张小联回答问题很自信。原来

他在市农机局的联系下，收完焦作

的玉米后将直接去山西和内蒙古

收玉米呢。 据了解，张小联这种玉

米收获机目前我市共有

50

台。

①3

本报讯 （记者孙国利） 焦作工业

有啥特色？风靡华夏的厦工工程车，大部

分产自焦作；国人餐桌上的蒙牛奶制品，

大部分出自焦作；亚洲第一的汽缸套，源

自于焦作地产企业中原内配； 全球氟化

工的领头羊，就是咱焦作的多氟多……

焦作工业何以有如此特色？ 卓有成

效的转型使然。对此，市委书记路国贤直

言不讳：“转型升级不能把基础转弱了、

把特色转丢了、把优势转没了。转型是提

升，是在创新基础上推动产业升级，延伸

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促进传统产

业与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 靠做强做优

来巩固优势产业的战略支撑地位。 ”

“明年年初投产后，这里生产的产品

可用在地铁、冷藏集装箱、高档建筑等多

个领域。 ”昨日上午，在沁阳市广东兴发

铝业（河南）有限公司施工工地上，负责

人指着已初具规模的钢架结构厂房，向

记者介绍。

兴发铝业投资

10

亿元的

10

万吨高

档铝型材项目和投资

5

亿元的幕墙门窗

项目，与中铝中州分公司、万方铝业、神

火铝材、沁澳铝业等企业一起，使焦作拥

有了比较完整的氧化铝、电解铝、高精宽

幅铝板带、高档铝型材等铝产业链条。

窥一斑可知全貌。 兴发铝业仅仅是

焦作工业转型的个案之一。在昊华宇航，

年产

20

万吨聚氯乙烯项目已竣工投产，

与之一墙之隔的是

100

万吨金隅水泥项

目，环保标准高，年底可试产。 日前，多

氟多（焦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

亿安

时锂离子动力电池一期工程

5000

万安

时锂离子动力电池生产线正式投产，二

期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此举标志

着焦作工业结构调整调出新彩……

实事求是地说，素有“煤城”之称的

焦作，受制于自身的产业结构，多是原材

料型、高能耗产业。 如此产业结构，面对

着诸如资源枯竭、 环境倒逼等诸多发展

难题，如不转型，则发展难以为继。由此，

加快工业经济的转型升级， 已经成为全

市人民的共识。

咋转？ 围绕装备制造、 汽车及零部

件、铝工业、煤盐联合化工、能源工业和

食品工业六大战略支撑产业， 焦作重大

产业转型升级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展

开，经济发展呈现“稳中见快、大中见优、

好中见实”的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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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九年四投资

偏偏独爱山阳城

本报记者 赵晓晓

本报通讯员 杜永兵 李军鹏

一个商人，四海为家，却对山

阳区情有独钟， 不仅连续

4

次将

大个头项目选择在此， 还主动搭

建招商平台，倾力帮助山阳区“揽

客”。南通远大集团董事长冯树君

的投资兴业之旅， 有着浓浓的山

阳情怀。

2003

年 ，开发市委 、市政府

原址，建起全市闻名的远大·南北

苑；

2010

年

4

月， 恒艺纺织服装

有限公司正式入驻山阳区 ；

2010

年

10

月，投资近

20

亿元，仍然选

择在山阳区打造远大·未来城和

山阳春天两个房产；目前，双方还

在一起商议另一合作事项……

9

年来， 冯树君和他的团队与山阳

区结下了不解之缘。

南通远大集团和山阳区的关

系，确实不一般：有人从江苏省南

通市的自家院子里， 亲手摘下葡

萄送给山阳区的“家人”品尝；有

人晚上带了老岳母包的包子，和

山阳区的“家人”在办公室举行家

宴；有人甚至在深夜睡不着，拨通

山阳区的“家人”手机，说起了心

里话……

“以商招商就要搞好服务，以

名招商，因为一个企业的入驻，就

是这个地方的招商指南。 唯有做

好了、传名了，才能聚集更多的企

业。 ”该区区委书记牛炎平这样诠

释招商引资工作。

而冯树君的团队，以焦作远

大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冯海燕

为首的项目经理却表示，是山阳

区首先感动了他们： 无论何时，

每一个电话都及时回复，（下转二

版

①

）

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昨日报道

“一拨就灵”的电力服务队

本报讯 （通讯员王娟、 周双

林 ）

9

月

26

日 ，中央电视台 《新

闻直播间》栏目播出了题为《“一

拨就灵”的电力服务队》的专题新

闻， 对我市温县供电公司退伍军

人电力服务队

6

年来义务服务城

乡用电群众的做法进行了生动报

道，节目时长

2

分钟，引起了社会

各界高度关注。

该报道形象地描述说： 在温

县， 有这样一支电力服务队。 他

们，每天都会骑着摩托车，穿着红

衣，穿梭在城区大街小巷，为居民

提供免费的电力服务。 老百姓或

许不知道他们叫什么， 但是几乎

所 有 的 人 都 知 道 “一 拨 就 灵

（

1890

）” 这个让他们倍感亲切的

电话。节目中，走进一线基层采访

的央视记者对该服务队队员陈健

雨后上门服务客户进行了跟踪报

道。

据悉， 服务队匆忙行进的身

影还曾出现在国家电网公司企业

歌曲《祖国有我》的画面中。 这是

继央视

7

频道专题报道、 央视早

间新闻播报之后， 中央媒体第三

次对该服务队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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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客商当媒人

呼朋引伴报乡亲

本报记者 董柏生

本报通讯员 周双林

这几天天气好， 位于温县产

业集聚区的华意机器制造有限公

司一派繁忙景象， 公司的基础设

施建设正在加紧施工。

9

月

23

日

下午， 该公司负责人杜茂武到工

地催进度， 径直向公司对面的温

县鑫生机械有限公司走去。

“我暂时住在鑫生公司，闫董

事长是我的恩人， 不仅帮我来这

里发展，还让我在这里吃住，这里

的人太好了。 ”杜茂武对记者说。

“恩人？”见记者疑惑，陪同采

访的温县北冷乡党委书记崔景州

赶紧解释：“确切地说， 鑫生公司

董事长闫新会是杜总的 ‘媒人’，

是闫董事长介绍杜总来温县发展

的。 ”

去年年底， 老家在北冷乡的

闫新会欲在家乡投资办企业，可

北冷乡位置偏僻，土地资源匮乏。

正当他发愁时， 北冷乡的决策者

解放思想， 把眼光定在了县产业

集聚区， 不仅在集聚区设立了服

务企业办公室， 为鑫生公司在产

业集聚区协调了用地， 而且乡里

出钱为企业架了高压线、 装了电

话和宽带， 使得企业从签约到试

生产仅用了

7

个月时间。

“没想到我们支持企业发展

的举措感动了闫董事长， 他了解

到自己在巩义的合作伙伴杜总正

因发展空间受限作难时， 就主动

促成我们乡与华意公司年产

500

万套中小型加气块砖机项目顺利

牵手，一周之内项目就落地了。 ”

崔景州说。 （下转二版

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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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9

月，厦工落户焦作，结束了焦作市机械工业没有整机的历史。 厦工在焦作建成的厦工北方生产基地，有效地助推了焦作

地区的工业结构调整，使得焦作工业得以在科学发展的路径上步步登高。 昨日，记者在该公司拍下此景。 本报记者 刘 璐 摄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决定

十七届六中全会 10月 15日至 18日在京召开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6

日电 中

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 讨论十

七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

作，研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问题。 中共

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

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

10

月

15

日至

18

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 《中共中

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

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 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

的情况报告， 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

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十七

届六中全会审议。

会议认为 ， 在这次征求意见的

过程中 ， 各地区各部门各有关方面

和党的十七大代表对文件稿提出了

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 要认真吸

收和反映 ，充分发扬民主 ，集中全党

和各方面智慧制定好文件 ， 使之成

为新形势下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指

导性文件。

会议指出， 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

工作的领导， 是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

根本保证。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担

负起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政治责任，

加强文化领域领导班子和党组织建

设，健全共同推进文化建设工作机制，

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积极性， 提高

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科学化水平。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神农山·神龙盘

———九州奇观

神农山杯头条新闻大赛

������

从国庆节开始，神农山景区推出

全国规模最大的群猴表演———《上古

神猴》，精彩表演期待您的光临！

转就转好

面对全省各地百舸争流的发

展局面，焦作工业咋发展？转型升

级，转就转好。

实事求是地说， 焦作工业近

几年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变化

何在？通过转型，焦作工业的产业

链条由“短”变“长”了，焦作土生

土长的本地企业由 “小 ”变 “大 ”

了，焦作工业正由“内”向“外”，开

放力度前所未有地加大了……

尤其令人欣喜的是， 焦作的

工业转型，有着自己的特色，转型

中没有把传统产业作为包袱，而

是通过技术改造， 在原有工业基

础上进行整合、提升、延伸，使传

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实现深度融

合，从而走出了一条互依互存、良

性循环发展之路。其转型的灵魂，

是立足实

际、 不断

创 新 ，转

就转好。

厦工改写焦作机械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