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IAOZUO DAILY

中共焦作市委机关报 焦作日报社出版 总编辑 杨法育

国内统一刊号：

ＣＮ４１

—

０００７

新闻热线：

8797000 3681234

权威 主流 亲民 服务

农历辛卯年九月十二 星期六

2011年10月

焦作市天气：晴天到多云，偏东风

2～3

级，

13～26℃

，明日多云到阴天，偏东风

2～3

级，

14～25℃

，详情请拨打电话

１２１２１

总值班：王爱军 编辑：谢晓辉 美编：李新战 校对：田丽娟 组版：李新战 官方微博：

weibo.com/jzrb

焦作手机报：移动手机用户发送

jzsjb

到

10658300

开通，资费：

3

元

/

月

走基层 转作风 改文风

·国庆七日看民生

走基层 转作风 改文风

我市新闻战线受到全国检查组肯定

本报讯 （记者刘婧）

10

月

2

日至

3

日，以中国记协

书记处书记、 全国 “三教办” 副主任顾勇华为组长的全

国 “走基层、 转作风、 改文风” （简称 “走、 转、 改”）

检查组， 对我市新闻战线 “走、 转、 改” 活动进行检查

指导。 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甘茹华陪同检查。

根据中宣部和省委宣传部的统一部署， 我市从

8

月

11

日开始， 在全市新闻战线广泛开展了 “走、 转、 改”

活动。 焦作日报社采取以赛代训的形式， 加强了人员素

质培训； 市广电局则邀请专家教授开展专题培训； 市属

新闻单位都建立了基层联系点， 组织编辑、 记者广泛开

展蹲点调研活动， 认真调查研究群众生产生活中所发生

的新情况、 新变化。

在焦期间， 检查组一行听取了我市新闻战线 “走、

转、 改” 活动开展情况汇报， 与我市部分新闻单位的主

管领导、 一线的采编人员进行了座谈， 并到本报记者的

联系点———温县北冷乡陈卜庄村进行了实地调研、 体

验。

顾勇华对我市开展 “走、 转、 改” 活动及取得的实

效给予充分肯定， 认为我市新闻战线 “走、 转、 改” 活

动扎实， 特色鲜明， 成效显著， 特别是在人才培养方

面， 积累的经验做法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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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增 服务优 收益大

十一黄金周我市旅游异彩纷呈

本报讯 （记者高新忠）

10

月

5

日， 恰逢传统节日重阳

节。在云台山景区茱萸峰景点记者看到，大批中老年人或两两

搀扶，或自己攀登，好不热闹，峰顶的云台山工作人员正为每

位成功登顶的游客发放旅游纪念品。

据市旅游局统计， 国庆节期间全市各旅游景区共接待游

客

165.9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52%

；门票收入

6117.78

万元，

同比增长

11.39%

。 其中列入全国、全省假日旅游预报系统的

云台山景区接待游客

35.13

万人次

,

门票收入

3286.85

万元；

列入全省假日旅游预报系统的青天河景区接待游客

28.23

万

人次，门票收入

1405.20

万元

;

神农山景区接待游客

27.21

万

人次，门票收入

1194.33

万元

;

焦作影视城接待游客

14.71

万

人次

,

门票收入

69.76

万元。

国庆节期间，我市各大景区靓丽出新，纷纷推出形式多样

的活动和特色节目吸引游客。神农山景区的群猴情景剧，圆融

寺举办的重阳登高祈福活动，都深受游客好评。

除此之外，我市云台山、神农山、青龙峡等景区还专门针

对重阳节中老年游客增多这一特点，实行了

60

岁以上老人免

票。云台山为确保中老年游客安全，在国庆节前夕专门增购了

轮椅、拐杖等器具供中老年游客使用。

市旅游局部门专门对景区内、 景区周边的旅游服务行业

比较集中区域进行全面检查，并加大市场巡查力度，确保了黄

金周期间我市旅游市场的安全有序。

①4

山药地来了北京“大官”

本报记者 吕正军

秋收季节， 温县大地， 一派丰收气

象，一片繁忙景象。

在地处沁河南岸的北冷乡陈卜庄

村，在百亩连片铁棍山药基地，收获的人

群忙碌着，说笑着。

忽然，一位衣着整洁、面容和善的老

者来到了这里。 老少爷儿们好奇地打量

着，议论着。

经人介绍， 乡亲们才知道， 这位老

者，是北京来的“大官”，姓顾名勇华，身

份是全国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办公室

副主任、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

处书记。

顾勇华为何到了这个小村的地头 ？

原来，自从全国新闻战线“走基层 转作风

改文风”开展以来，焦作日报社全体编采

人员都建立了自己的走基层联系点，已

经和这个小村密切联系

5

个年头的焦作

日报社时政新闻采访部主任董柏生，把

这里定为自己的联系点。 顾勇华到此，是

专程察看记者走基层联系点情况的。

看到站在沟里刨山药、 已经满头大

汗的董柏生， 顾勇华关切地询问有关情

况。 看到董柏生把一根完整的山药提溜

出来，顾勇华和大家一起叫好后，兴致勃

勃地说：“让我来！ ”

只见他，甩掉外衣，挽起衣袖，纵身

跳进沟里，先除去脚下的虚土，再瞄准一

根铁棍山药， 用钢钎小心翼翼刨着坚硬

的土，一钎，一钎，一钎……

约摸过了

8

分钟， 一根完整的铁棍

山药出土了。 在众人的欢呼声里，顾勇华

右手掂，左手托，把山药高高举起，展示

着自己的胜利成果。

一位憨厚的老农真诚地说：“送给您

留个纪念吧，也在北京给我们做做广告。”

顾勇华风趣地说：“免费做个广告，

是应当的。 这宝贝不能带走，留个影做个

纪念吧。 ”

说着话， 顾勇华在这位老农旁边蹲

下身子，和他唠起嗑来———

“你一天能挖多少？ ”

“

15

米长就算不错了。 ”

“一天能拿多少钱？ ”

“七八十块。 ”

“这一亩地能收多少斤？ ”

“

2000

斤吧。 ”

“收入不错吧？ ”

“自打总书记大前年秋天来温县以

后，价钱一个劲往上涨，现在

1

斤都卖

20

多块了！ ”

……

阵阵爽朗的笑声伴着泥土的芬芳飞

扬，自豪里透着喜悦。

一个钟头过去了，一个时辰过去了，

顾勇华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 在工作人

员的再三催促下，顾勇华依依不舍离开。

临行前， 顾勇华握着土地承包户黄

风江的手对大家说：“这手多像铁棍山药

啊，记者走基层，多握握这样的手，作风

不愁不转变，文风不愁不改变。 ”他盛情

邀请黄风江：“啥时候有空去北京， 到我

那里做客，或许能给你帮点小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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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柏生

春华秋实，又到一年收获时，温县北冷乡

陈卜庄村怀山药种植大户黄风江也开始忙活

了，接到客户的电话需要百十公斤铁棍山药，

10

月

3

日一大早， 他就安排

15

名本村的农

民上工了。

“樱桃好吃树难栽”。 山药价（营养价值）

高太难出（刨）。 这是记者在“四大怀药”之乡

温县采访时听到最多的感慨。 与太极拳一样

闻名国内外的铁棍山药到底是怎样出的？ 药

农到底有多辛苦？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决定亲

自去温县的铁棍山药种植基地体验一番。

3

日不到

8

时， 记者就来到黄风江的怀

药种植基地。“嚯！好大一片呀，这足足有百十

来亩吧。 ”

“这块地有

200

亩，

130

亩牛膝，

70

亩铁

棍山药。 ”黄风江告诉记者。

“老乡，好刨吗？”见一位农民在坑槽内拿

着钢钎往外挖土，记者走上前去。

“不好刨，前段时间下了半个多月的雨，

下透了，土太湿，你看，脚底下踩一会都成泥

了，钎都不利。 ”（下转三版）

本报记者 詹长松

“停电了！ ”

9

月

30

日

6

时

10

分，河南纳士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厂区突然发生停电， 厂区

一带

400

多户居民也相继停电。国庆节在即，不

能让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用不上电！

市供电公司接到报修电话后， 立即派人顺

线路检查。地上电气设备检查无问题，难道是电

缆出了问题？

9

时

30

分，市供电公司光源物业

公司负责高压的同志赶到了现场， 联系该公司

焦东所共同办理开关停电工作事宜。 办理工作

票、挂工作牌、断开电缆接头、进入可做耐压试

验阶段，经检测原来是相间故障！由于该段电缆

是本该淘汰的老电缆，长度近

3

公里，如果更换

电缆的话，那半个月也不能供电。

怎么办？时钟已走到

15

时，现场工作人员还

没吃午饭。 经过工作人员的集体会商决定：先将

纳士科技南厂区用电转到工业路东段

10

千伏供

电线路上，确保

10

月

1

日

6

时前恢复供电。

预算、签订供电、检修协议后，立即组织施

工。

22

时，维修人员到位、材料就绪……经过一

夜抢修，

10

月

1

日

4

时

10

分，

10

千伏送电。

4

时

20

分，低压送电，居民生活恢复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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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三维商业广场一楼南门东侧

ECCO

（爱步）鞋专柜 （

0391

）

3272058

������ECCO(

爱步）鞋———国际顶尖品牌于

10

月

8

日

至

18

日在三维商业广场一楼举办大型品牌答谢会：

多重好礼等您拿，中厅全场五折！活动力度空前，机会

不容错过！

（具体活动详情咨询店内海报）

超越时尚之颠，感受舒适之峰

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

中原地处我国中心地带， 是中华民族和华夏

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中原经济区是以全国主体功

能区规划明确的重点开发区域为基础、 中原城市

群为支撑、涵盖河南全省、延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区

域，地理位置重要，粮食优势突出，市场潜力巨大，

文化底蕴深厚， 在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

战略地位。 为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现

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重大意义。 河南省是人口大省、粮食和农

业生产大省、新兴工业大省，解决好工业化、城镇

化和农业现代化（以下简称“三化”）协调发展问题

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改革开放特别是实施促进

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以来， 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巨大成就，进入了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的新

阶段，既面临着跨越发展的重大机遇，也面临着粮

食增产难度大、 经济结构不合理、 城镇化发展滞

后、公共服务水平低等挑战和问题。 积极探索不以

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协

调发展的路子，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核心任务。 支

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 是巩固提升农业

基础地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是破除城乡

二元结构，加快新型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需要；

是促进“三化”协调发展，为全国同类地区创造经

验的需要；是加快河南发展，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需要；是带动中部地区崛起，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

（二）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

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 坚持以科学发展为

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探索不以

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工业化、城

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路子， 进一步解放

思想、抢抓机遇，进一步创新体制、扩大开放，着力

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着力推进产业结构

和城乡结构调整， 着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

好型社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促进文化发

展繁荣，以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带动和提升农业现

代化，以农业现代化夯实城乡共同繁荣的基础，推

动中原经济区实现跨越式发展， 在支撑中部地区

崛起和服务全国大局中发挥更大作用。

（三）基本原则。

———坚持稳粮强农，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

为重中之重。 毫不放松地抓好粮食生产，切实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 促进农业稳定发展、 农民持续增

收、农村全面繁荣。

———坚持统筹协调，把促进“三化”协调发展

作为推动科学发展、转变发展方式的具体体现。 坚

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城镇化道路，建立健全以

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在协调中促发展，在

发展中促协调。

———坚持节约集约， 把实现内涵式发展作为

基本要求。 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

地制度，着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强生态建设和

环境保护，全面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坚持以人为本， 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

根本目的。 大力发展教育、卫生、文化等各项社会

事业，切实解决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

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确保广大城乡居

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坚持改革开放， 把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

作为强大动力。 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在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先行先试， 全方位扩大对内

对外开放，加快形成有利于“三化”协调发展的体

制机制。

（四）战略定位。

———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和现代农业基地 。

集中力量建设粮食生产核心区， 巩固提升在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中的重要地位； 大力发展畜牧业生

产，建设全国重要的畜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加快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

安全农业，培育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不断提高农业

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水平，建成全国农

业现代化先行区。

———全国工业化、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

发展示范区。 在加快新型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同

步推进农业现代化， 探索建立工农城乡利益协调

机制、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机制和农村人口有序转

移机制， 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

局，为全国同类地区发展起到典型示范作用。

———全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板块。 提升中原城

市群整体竞争力， 建设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基地，打造内陆开放高地、人力资源高地，成为与

长江中游地区南北呼应、 带动中部地区崛起的核

心地带之一， 引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

擎，支撑全国发展的重要区域。

———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支点和重要的

现代综合交通枢纽。 充分发挥承东启西、连南贯北

的区位优势，加速生产要素集聚，强化东部地区产

业转移、 西部地区资源输出和南北区域交流合作

的战略通道功能；加快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建设，促

进现代物流业发展， 形成全国重要的现代综合交

通枢纽和物流中心。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 传承弘扬中

原文化， 充分保护和科学利用全球华人根亲文化

资源；培育具有中原风貌、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和

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中

华民族凝聚力，打造文化创新发展区。

（五）发展目标。

到

2015

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产业

结构继续优化， 城镇化质量和水平稳步提升，“三

化”发展协调性不断增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

等化程度全面提高，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

步，生态环境逐步改善，资源节约取得新进展，初

步形成发展活力彰显、崛起态势强劲的经济区域。

到

2020

年，粮食生产优势地位更加稳固，工业

化、城镇化达到或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综合经济实

力明显增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趋于均等化，基本

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建设成为

城乡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裕、生态环境优良、社

会和谐文明，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区。

（六）空间布局。 按照“核心带动、轴带发展、节

点提升、对接周边”的原则，形成放射状、网络化空

间开发格局。 “核心带动”，提升郑州交通枢纽、商

务、物流、金融等服务功能，推进郑（州）汴（开封）

一体化发展，建设郑（州）洛（阳）工业走廊，增强引

领区域发展的核心带动能力。 “轴带发展”，依托亚

欧大陆桥通道， 壮大沿陇海发展轴； 依托京广通

道，拓展纵向发展轴；依托东北西南向、东南西北

向运输通道，培育新的发展轴，形成“米”字形重点

开发地带。 “节点提升”，逐步扩大轴带节点城市规

模，完善城市功能，推进错位发展，提升辐射能力，

形成大中小城市合理布局、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

格局。 “对接周边”，加强对外联系通道建设，促进

与毗邻地区融合发展，密切与周边经济区的合作，

实现优势互补、联动发展。

二、 着力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积

极推进农业现代化

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突出位置， 打造全国粮

食生产核心区，不断提高农业技术装备水平，建立

粮食和农业稳定增产长效机制， 走具有中原特点

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夯实“三化”协调发展的基础。

（七）加强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 加快实施全

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和河南省粮食生

产核心区建设规划， 稳定播种面积， 着力提高单

产，挖掘秋粮增产潜力，建成全国重要的高产稳产

商品粮生产基地，到

2020

年粮食生产能力稳定达

到

1300

亿斤。 支持黄淮海平原、南阳盆地、豫北豫

西山前平原优质专用小麦、专用玉米、优质大豆、

优质水稻产业带建设，大幅提高吨粮田比重。 优先

安排并重点支持重大控制性水利工程、 低洼易涝

地治理、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和大中型灌区

建设，加大大型灌排泵站更新改造力度，增强抗御

水旱灾害能力。 在保护地下水的前提下，在井灌区

因地制宜实施“机井通电”和“以电代油”工程。 推

进以农田水利设施为基础的田间工程建设， 发展

高效节水灌溉。 加快中低产田改造，建设旱涝保收

高标准农田。 实施粮食丰产科技工程，提升粮食生

产核心区建设的科技支撑能力。 支持发展现代种

业，建设全国小麦、玉米育种创新基地。 加大水利

基础设施建设、中低产田改造、高标准基本农田建

设、土地整理和复垦开发项目中央补助力度，逐步

取消粮食主产县县级配套。

（八）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向农业深度

和广度进军，提高农业比较效益，促进农民增收。

实施农产品优势产区建设规划， 不断优化农业生

产布局。 加快现代畜牧业发展，重点支持畜禽标准

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完善动物疫病防控和

良种繁育体系。 加大对生猪调出大县的政策扶持

力度，建设全国优质安全畜产品生产基地。 加快特

色高效农业发展，重点支持优质油料、蔬菜瓜果、

花卉苗木生产， 建设全国重要的油料和果蔬花卉

生产基地。 加快现代水产养殖业发展。 支持驻马

店、周口、商丘、濮阳等地建设国家级现代农业示

范区，推进许昌、南阳等地建设国家级农业科技园

区。 扶持重点龙头企业， 创建农业产业化示范基

地，培育知名品牌，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不断提

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 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

营制度，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

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

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九）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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