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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怀川好风景

神农山·神龙盘

———九州奇观

神农山杯头条新闻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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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 主流 亲民 服务

新网工程便农家

本报记者 张 冬

服装鞋帽、婴儿用品、体育用品……记

者日前在博爱县金城乡张茹集村超市内看

到， 成百上千种商品整齐地被摆在货架上，

来此购物的人们络绎不绝。超市门口悬挂着

中国供销合作社的徽标和“新网工程张茹集

店”的牌匾。

“这是

2011

年我们借助新农村现代流

通服务网络工程项目（简称新网工程），在供

销社的原址上新建的， 这是一家旗

舰店， 有

1200

平方米的营业空间，

辐射周边

20

多个自然村。 ”随行的

市供销社副主任宋振宇告诉记者。

据了解，新网工程是我市去年十大民生

工程之一。 去年以来，市供销社借助新网工

程，采取联合社牵头，市新合作商贸有限公

司投资建店 （重点是在乡镇和

3000

人口以

上大的行政村建中心超市，对村级店采取合

作改造、加盟连锁），由市安新连锁经营公司

承包经营， 基层供销社参股的联动合作机

制， 加快了农村日用消费品现代经营网络

建设步伐。 去年， 我市共投资

2500

万元，

新建改建商业网点

160

个，新增商业面积

2

万平方米，（下转二版

②

）

新春走基层

·民生工程巡礼⑧

温

县

：

黄

河

滩

区

崛

起

工

业

城

本报记者 吴国庆 赵晓晓

短短几年时间，黄河北岸的一片滩地，厂房

林立，机声隆隆，城市综合体美轮美奂，鳞次栉

比，宽松的投资环境散发着诱人的魅力，在中原

经济区建设中落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里已经

是百家企业聚集发展的地方， 是温县工业经济

发展的标志，是温县工业强县的起跳板。

春节刚过，记者行走于温县产业集聚区，看

到的是厂房建设、设备安装的繁忙景象，感受到

的是只争朝夕、发展经济的迫切心情。“目前，这

里入驻了

121

家企业， 初步形成了农副产品加

工、装备制造、制革制鞋三个产业集群的温县产

业集聚区。这是全省重点建设的县级产业区，规

划面积

8.7

平方公里， 建成区面积

7.6

平方公

里。

2011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41

亿元、税收

3.2

亿元。 ”温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张庆军告诉记者。

温县，全国黄河以北首个吨粮县，闻名世界

的太极拳发源地，享誉海内外的“四大怀药”原

产地，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如何在黄河滩区迅速

崛起了这座工业城？

“产业集聚区是招商引资的平台，是工业发

展的阵地，是对外开放的窗口，是推进产城一体

化的载体，是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增长极，我们

必须高度重视、真正重视。 ”该县县委书记魏曰

高多次在相关会议上强调。 为此，近年来，该县

先后出台了 《关于加快产业集聚区科学发展若

干政策的意见》等文件，召开了高规格的推进产

业集聚区规划建设工作会议， 全面完成了产业

集聚区总体发展规划编制工作，按照省、市关于

产业集聚区建设 “三规合一”、“四集一转”、“产

城互动”的总体要求，全面加快科学发展步伐。

特别是近两年来， 温县成立了高规格的集聚区

建设指挥部，采取县级领导分包机制，极大地促

进了产业集聚区的建设。

2010

年，该县产业集

聚区新引进项目

44

个，总投资

50.3

亿元，其中

超亿元项目

17

个；

2011

年， 该县引进项目

38

个，总投

83.5

亿元，其中超亿元项目

23

个。

搭建了平台，还要完善功能。温县尤其重视

产业集聚区的硬环境建设和软环境服务。 在硬

环境上，不仅包括厂房、道路、水电，该县还按照

“产城融合、产城互动”的要求，连年加快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

16

亿元，规划建设了

6.3

公里的

子夏大街、

5

公里的鑫源路东延工程等

25

项基

础设施工程，在全市的产业集聚区建设中，率先实现了天然气全覆盖、

开通了城市公交……实现了新、老城区与产业区的相互融合，实现了文

化区与产业区的互联互通。 在软环境上， 该县成立了企业代理服务中

心，全程代办各种证照手续，为企业发展提供“一站式”和“精细化”服

务；成立了综合执法组和环境维护组，加强集聚区管理，确保入驻企业

从立项、动工到投产全程无阻碍的发展通道。 （下转二版

①

）

使 命 如 山 托 厚 重

——— 我市农村信用社服务中原经济区建设侧记

本报首席记者 李晋豫

本报记者 李 秋

省委书记卢展工多次强调，金

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血液和命脉，

直接决定经济社会的发展，也直接

决定中原经济区的建设。 在这新一

轮改革中，焦作农信社以满足建设

中原经济区金融需求为目标，以建

立现代化银行制度为抓手，紧紧围

绕省农信联社 “十项重点工作”和

“十大创新计划”，做好金融服务中

原经济建设的“排头兵”。

这是一组倾力支持我市城乡

经济建设的耀眼数字：

2011

年，全

市农信社各项贷款余额达

163.38

亿元，其中涉农贷款余额达

141.97

亿元，位居全市各金融机构第一。

这是一个实现跨越、寻求科学

发展的有力佐证：

2011

年， 全市农

信社各项存款余额达

229.03

亿元，

完 成 年 计 划 净 增

31

亿 元 的

104.29%

， 存款增量和规模均居全

市银行业金融机构首位。

这是一份靠全市

5000

多名农

信人奋力拼搏书出的显赫战果 ：

2011

年，全市农信社实现各项收入

16.07

亿元，经营利润

4.44

亿元。在

这一年中，“金燕卡” 存量达

38.94

万张，余额达

20.7

亿元。

开局之年谈开局，发展路上谋

发展。 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焦

作市办公室主任刘自彬说 ：“经济

决定金融，中原经济区战略的实施

必将为中原金融业的发展提供新

的动力、注入新的活力。 作为农村

金融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更是面

临难得的发展机遇。 去年以来，我

们围绕省农信联社实施‘十大创新

工程’的部署，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使核心竞争力与金融服务功能进

一步增强，为我市奋力走在中原经

济区前列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

撑。 ”

打好“支农牌”，勇当

农村的“领头雁”

打造现代农业、稳定粮食生产

是建设中原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增富

是“三农”发展的永恒主题。 在推进

中原经济区建设的过程中，我市农

信社立足县域经济 ， 大手笔做好

“农”字文章，以项目带动为抓手，

大力支持粮食生产核心区、产业集

聚区建设， 加大对县域骨干企业、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

重点满足种植基地、生态农业示范

区、农产品加工组织以及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信贷资金需求。 据统计，

我市农信社先后与

107

家农民专

业合作社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已

发放贷款近

1

亿元， 覆盖林果、畜

禽养殖、“四大怀药”、 蔬菜、 食用

菌、瓜果、农机等产业。 同时，各农

信社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大力支持

全民创业致富，大力发放农村青年

创业贷款、巾帼致富贷款 ，引导广

大农民群众转变观念，积极投身经

济社会建设，至

2011

年年末，发放

此类贷款余额达

1.53

亿元。

为支持农户调整产业结构，全

市农信社还加大了小额农贷的投

放力度。 至

2011

年年末，全市农信

社发放

5

万元以下小额贷款农户

数达

6.59

万户， 贷款余额达

15.98

亿元。 这些举措为加快县域经济结

构战略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筑牢

中原经济区建设根基发挥了作用。

打好“转型牌”，扶持

产业经济发展壮大

积极支持产业集聚区建设，加

快与基础产业的对接，（下转二版

③

）

土里刨金年收百万

现身说法授众以渔

本报记者 赵晓晓

本报通讯员 秦林林

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

唐凤翔，今年春节前后，可是过

了一把老师瘾： 从他年前打东

北回到家里至今， 每天他家里

都挤满了前来取经的乡亲，他

一遍又一遍给大伙儿讲述着如

何做好一个新型农民， 如何经

营好现代农业。

昨日， 记者一到武陟县嘉

应观乡东营村， 就听到了群众

三三两两谈论唐凤翔在东北承

包土地

8000

亩种庄稼的事。走

到老唐家里， 记者也听他讲了

一堂课。

“都说农民苦、农民难，苦

在哪、难在哪？我认为最难的就

是要拥有灵活的头脑、 掌握先

进的技术。 ”唐凤翔向大伙说，

“就拿我在东北种地来说，那里

的种植模式和家里的完全不

同，地里起了很宽、很深的沟，

起到增加日照、保温作用，我们

当时只是好奇，并没有想太多，

如果能多想一些， 也不至于当

年收绿豆时费了二茬气， 也不

会浪费宝贵的一个多月， 差点

在大雪前没收完庄稼。去年，我

们积累了经验、掌握了技术，顺

利夺得了大丰收。 ”

在大家的掌声中， 老唐继

续说：“咱村的蔬菜大棚起步很

早，却发展滞后。 为什么？ 这几

天也有很多人来问我。 大家各

自为战，不学新技术、不种新品

种，啥时候也不中。要是邀请了

种菜专家、聘请了农技人员，咱

村的黄河滩地也能发展成大规

模蔬菜种植基地， 咱们也能经

营好现代农业。 ”

“但我要提醒大伙的是，要

当好一个新型农民，仅会种地标

准就太低了， 还要学会观察市

场、分析市场。 小到每年种植品

种，大到何时出售，这里面的学

问大着呢。 ” 老唐越说越激动，

“这几天趁农闲， 我准备到四川

的粮食市场上看看，据说那里收

的高粱价格是东北市场的

3

倍

多， 要是可行的话， 我的

1000

亩高粱就全拉到那里卖了。 ”

“别卖关子了， 你这么能

干，到底赚了多少钱？ ”虽然听

人说他年收入百万元， 但大家

还是想亲耳求证。

“前年，我种的高粱、向日

葵亩产

350

公斤，绿豆亩产

60

多公斤，一年赚了

110

万元。去

年，我又租了

8000

亩地种了玉

米 、高粱 、绿豆 ，估计能赚

150

万元。”老唐笑着说，“只要懂技

术、肯吃苦、能钻研，啥事都难

不倒咱。 ”

老唐的话引起了众乡邻的

掌声和喝彩声。

①5

她们是最可爱的人

本报记者 聂 楠

“焦作的公交车还挺干净

呢。 ”很多次，记者无意中听到

过来自不同口音或方言对我市干

净整洁的公交车发出的称赞声。

这是我们的荣誉， 而为外

地游客留下美好印象的是每一

位公交保洁员的默默付出。

2

月

1

日， 记者来到市公

交总公司

15

路公交车温州商

贸城调度岗， 走近了那些长年

为公交车保洁的可爱的人。

15

路公交线拥有双向对

开公交车

20

辆，负责清洗这些

车辆的通常有

3

位保洁员。 每

当车辆驶入此站， 保洁员们便

忙碌起来。她们快步走向水龙头

旁拿起事先清洗干净的拖把和

抹布， 进入车内清扫地面垃圾，

并把地板的每个角落拖上一遍。

“车辆在这里停靠通常不

超过两分钟， 如果遇到途中堵

车需要赶点， 停留的时间就更

短了。在这段时间内，我们要把

公交车的车体、车窗玻璃、地面

杂物等整体清洁一遍。”保洁员

牛巧梅说。为了保持高效率，她

们必须尽量加快操作节奏，做

到手脚麻利。 这样的要求对于

已年过

40

岁的保洁员们来说

并不是件轻松的事。 而这些枯

燥而繁忙的程序， 她们每天都

需要重复六七十次， 忙起来甚

至没有时间去趟厕所。

闫艳丽是此处站点的调度

员。她与保洁员们朝夕相处，对

她们辛勤工作的体会非常深

刻。她告诉记者，这些姐妹们一

年四季都在露天条件下工作，

冬天空旷停车场上的寒风能穿

透棉衣，虽然有橡胶手套保护，

双手还是会被冻裂。夏天，她们

顶着烈日，却要双臂戴上袖头，

嘴上罩上口罩。 因为阳光会灼

伤皮肤，尘土呛得人难受。

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

保洁员们几乎没有时间和记者

多聊两句。

“公交车的形象代表着城

市的形象，保洁员很辛苦，很值

得尊敬。 ” 焦作师专的李同学

说。

①5

昨日上午，信阳市健身秧歌代表队正在市体育馆进行表演。 当日，

2012

年省新春健身秧歌比赛在该馆举行，来自全省

11

个地市的

12

支

代表队将进行为期

2

天

的比赛， 最终决出

5

个

项目的冠军。

本报记者 李英

俊 摄

昨日上午 ，

孟州市河雍办事

处东田丈村的大

棚里桃花盛开 ，

春意盎然， 村民

张大社正在为桃

树人工授粉。 该

村 积 极 调 整 结

构， 新种植反季

节桃树

500

亩 ，

果实预计

4

月份

可上市， 拓宽了

村 民 的 致 富 渠

道。 郭增强 摄

昨日，厦工机械（焦作）有限公司的员工正在吊装装载机发动机。

2011

年，

该公司生产装载机销售收入达

17.15

亿元。 二期技改扩建项目正在有条不紊

地实施，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实现销售收入

30

亿元、利税

3

亿元以上。

本报记者 赵耀东 摄

工业强市冲在前

———记市发改委工业科科长杨波

本报记者 聂 楠 张 蕊

在我市工业战线上有一位名

将。 他急企业之所急，想企业之所

想，勇于冲锋在我市工业发展第一

线，被企业家们形象地赞誉为工业

强市的“急先锋”。

他，就是市发改委工业科科长

杨波。

“在我市工业战线上，杨波事

事冲在最前线，他可是我们公务员

的好榜样。 ”市发改委主任陈湘向

记者介绍杨波时赞许地说。

冲锋在全市工业发展第一线

作为焦作市工业发展的“参谋

部”和“作战部”，市发改委工业科

承担着全市工业战略规划发展、重

大工业项目建设、重大产业转移和

央企合作、 自主创新平台创建、政

策性资金争取、重大工业产业规划

布局、工业项目核准备案和服务企

业等多项重要工作。

如果说工业发展如同大海行

舟，那么杨波就是描绘航海线路草

图的第一人。 长期以来，他充分发

挥专业优势，为市委、市政府的宏

观决策提供思路。 作为主要成员，

他参与编制了焦作市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十一五”、“十二五”规划

纲要； 经过对全市工业的深入调

研，结合产业经济分析理论，起草

了《焦作市工业六大战略支撑产业

发展规划》， 第一次提出煤盐联合

化工等六大战略支撑产业和生物、

新材料、新能源等四大新兴产业的

概念，明确了我市工业十大产业发

展的基本思路、 途径和规划目标，

其成为市委、市政府工业强市基本

战略主要内容之一；

2005

年以来，

乘着我国汽车工业迅猛发展的大

趋势，他首先提出了大力发展我市

汽车零部件工业的建议，并起草完

成了《焦作市政府关于汽车零部件

工业发展意见》， 为我市争取国家

火炬计划汽车零部件特色产业制

造基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他撰写的《培育壮大支

柱产业， 再造工业发展新优势》、

《正确认识工业化阶段， 科学规划

焦作工业发展》等文章客观分析了

我市工业发展阶段，在我市被国务

院列为中部地区比照实施振兴东

北等老工业基地城市的规划中，均

起到了关键作用。据统计，近年来，

他共计起草了

26

项工业专项发展

规划和政策性文件。

企业的事是家事

“企业的事如同家里的事，企

业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能帮企业

做点事是我最开心的事。 ”在杨波

投身于我市工业战线的

12

年间，

他始终将企业发展放在内心最重

要的位置。

栉风沐雨服务企业，在我市工

业战线上，杨波亲手将一批“丑小

鸭”变成了“小天鹅”。 河南裕华光

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便是其中

之一。

2007

年，裕华公司还是一家

乡镇小企业。 “小”，不仅仅体现在

规模上，更在于决策意识上的“窄”

及发展眼光上的“浅”。 “其实，裕华

公司的产品本身很有特色，假设这

几年不能借助国家产业政策的东

风，发展速度一定不会这么快。 ”回

想起当年的裕华光伏，杨波感叹不

已。 （下转二版

④

）

主

人

公

座

右

铭

立春饮食宜少酸多甜

春季肝气最旺，如果再吃酸性食物，容易导

致肝气过于旺盛，从而损伤脾胃。 应当有目的地选择一些柔肝养肝、疏肝理

气的中草药和食品，中草药可选用枸杞、丹参、元胡等，食品选择辛温发散的

葱、香菜、花生等，多吃些升发阳气的韭菜、菠菜、荠菜等。 此外，护肝养脾还

可选择大枣、山药等食品，可做成大枣粥、山药粥食用。

聂 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