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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无止境当引领》引起我市各界热议共鸣

心里有一股激流在涌动

本报讯 （记者李新和）

3

月

9

日，

本报刊发建设中原经济区经济转型示

范市“纵横谈”之沁阳篇《转无止境当

引领》及“交响感言”《勇为人先》之后，

在我市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市民政局局长刘吉斌当日下午就

组织各科室负责人认真学习。 他说，这

篇文章立意深远，紧贴区域实际。 在建

设经济转型示范市的实践中， 市民政

部门确立了以建立完善的民政公共服

务体系为主线，以创新、创制、创优为

动力，切实履行好保障民生、发展基层

民主、创新社会管理、发展民政公共服

务的职能作用， 为我市建设经济转型

示范市作出更大贡献这个指导思想。

“我们要进一步转变作风、提高效

率、简化手续，努力把窗口这个平台建

设好，为企业提供一流服务，为建设经

济转型示范市创造良好条件。 ”市行政

服务中心党工委书记、 主任牛学平一

边看报纸，一边对记者说。

正在打造马村区新型工业城区 、

生态宜居城区、 现代物流工业集聚区

的待王街道办事处， 更是以建设经济

转型示范市为契机， 加大了工作推进

力度。 该街道党工委书记璩敬东说 ：

“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机遇， 促转型、

促提升、促发展，把待王街道建设成为

现代化的新型城镇。 ”

在市彪马车轮制造有限公司 ，记

者看到总经理刘孝红正组织重点岗位

人员开会， 就如何抓住建设经济转型

示范市这个机遇、 把企业做强做大做

活进行研讨。 刘孝红说：“看了这篇文

章，感到心里有一股激流在涌动。 我们

下一步就是要在‘转’字上做文章，坚持

结构调整优化， 提高产品科技含量，着

力打造与现代化大企业相匹配的具有

先进科技生产力的制造企业。 ”

①2

合作谋求发展 携手共赢未来

路国贤在京会见北京申安集团董事长庄申安

本报北京

3

月

10

日讯 （特派记者

王言）

3

月

10

日中午，市委书记路国贤

在京会见北京申安集团董事长庄申安，

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合作达成共识。 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赵建军，副市长贾书君

参加会谈。

北京申安集团是一家集 高 亮 度

LED

照明产品的研制、 开发、 生产、销

售、安装于一体的民营高新技术企业，拥

有四川申安照明、 申安食品有限公司等

数家控股和参股公司。目前，该集团正在

与世界两大光源制造商之一、 西门子全

资子公司欧司朗公司洽谈合作建设亚太

地区最大的

LED

封装项目，发展前景广

阔。 该集团在国内共有六个生产示范性

基地， 北京申安河南沁阳基地是其中之

一。 去年

10

月，北京申安决定在沁阳沁

南产业园区投资

6

亿元至

8

亿元建设年

产

6

万千瓦

LED

照明灯具项目，建成后

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18

亿元、利税

2.7

亿

元。 该项目已于今年

2

月

20

日正式签

约，目前正在办理前期各项手续。

会见中， 路国贤对北京申安集团与

沁阳的合作表示高度赞赏。他说，非常欢

迎北京申安到沁阳投资创业。 沁阳是焦

作发展最好、最快的县级市，班子团结，

环境优良， 有着良好的工业基础和发展

工业的氛围， 与中国化工等央企达成多

项战略合作。 申安集团在沁阳发展是双

方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结果，相信通过

共同努力，双方一定能够实现合作共赢。

焦作市委、市政府一定会大力支持，创造

环境，提供服务，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希

望双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合作，拓

展空间，做大规模，实现更高层面、更深

层次的互利发展。

庄申安说，沁阳投资环境优良，光电

信息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申安集团对河

南沁阳基地的发展充满希望， 一定会全

力做好项目， 并进一步深化和焦作的合

作。希望焦作市委、市政府一如既往地关

心、支持基地建设，双方携手谋求更好合

作、共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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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仕智

又是一年植树节。 日前， 记者通过深入采访了解

到，我市生态林业建设成就斐然、问题尚存，构建林业

生态网络、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意义重大，势在必行。

亮点一：走出一条创新之路。 近年来，我市在太行

山绿化、林业机制创新等方面走在全省前列，实施了山

区生态体系建设、生态廊道网络建设等重点林业工程，

加强了北山绿化改造，“生态焦作”、“绿色焦作”的大生

态格局初步形成， 全市林业用地面积达到

154.26

万

亩，活立木蓄积量达到

405.7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

到

21%

，林业年综合效益达到

36.95

亿元；深化营造林

体制改革，林地流转取得重大突破，形成了流转形式多

样化、投资结构多元化、造林主体民营化的良好局面，

全市平原地区非公有制造林所占比重在

90%

以上，民

营林业户有

5

万多个。

亮点二：林业产业不断壮大。我市不断调整林业产

业结构，加快速生丰产林基地建设，初步形成了山上防

护林、山下经济林、农田防护林、滩区用材林的生态经

济型林业新格局，同时培育了瑞丰林纸一体化、奥森林

板一体化等龙头企业，催生了林药、林牧等新兴产业，

带动包装、运输等行业迅速发展，为农民提供大量就业

岗位。 全市直接从事速生丰产林基地建设的就有

7

万

余人，间接带动

15

万名劳动力从事相关产业，农民每

年人均增收

300

元以上。我市还依托森林资源优势，大

力开展森林生态旅游， 成功打造了一批生态旅游精品

景区，“焦作山水”、“云台山”已经蜚声海内外。

亮点三：森林保护富有成效。我市全面加强森林资

源保护，在管好国家级重点公益林

43.18

万亩、省级重

点公益林

2.5

万亩的基础上， 实行了市级重点生态公

益林补偿制度，森林火灾平均受害率控制在

1‰

以下，

林木病虫害成灾率控制在

0.7‰

以下，同时对太行山自

然保护区和黄河湿地进行有效保护，维护了生态安全。

目前，山区自然植被得到初步恢复，沙化土地和水土流

失面积逐年减少， 尤其是沿黄滩区昔日风沙灾害频繁

的不毛之地，如今变成林茂粮丰的高产田，全市生态环境承载能力逐步提升。

林业是一个打基础、管长远的事业，其生态效益、文化效益、社会效益无法估

量。 虽然我市林地面积、活立木蓄积量和林木覆盖率持续增长，为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积极贡献，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市林业发展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和不足，突出表现在森林资源总量明显不足，森林生态系统整体功能仍然脆弱；森

林结构不优、质量不高，经营管理水平还比较粗放；乱砍滥伐林木、乱垦滥占林地等

现象时有发生等。

(

下转三版）

市首届女性专场

赏车会圆满落幕

本报讯 （记者孙阎河） 昨日下午， 由焦作日报

社举办的我市首届女性专场赏车会在市会展中心广

场圆满落幕。 据悉，作为本年度第一次大型车展，此

次展会被誉为我市

2012

年车市风向标， 共吸引近

40

家汽车经销商的近

200

辆新锐车型参加展出。

此次车展是焦作日报社首次针对女性群体举办

的专场车展， 也是对我市车市细分化营销模式的一

次有益探索。 在为期两天的展会上，从可爱、新潮的

时尚小车到精致、美观的家用轿车，再到庄重、大气

的商务用车和厚重、威猛的

SUV

，各种车型琳琅满

目，观展市民络绎不绝，还有不少人专程从周边县市

赶来赏车、选车、购车。为充分体现女性车展的特色，

主办方专门在现场设立了“幸福墙”，供喜购新车的

女性提笔留念；各家参展车商推出了“购车赠钻戒”、

“订车送护理”等优惠措施。

据悉，为满足广大车商和消费者的需求，今年上

半年，主办方还将有计划地组织举办多场主题车展。

驻村干部来俺家

本报记者 郭树勋

沁阳市山王庄镇马庄村的郜小农一见到该市市

直机关工委副书记王志军和干部黄会龙就哭了起

来。 自从儿子得了大病，家境一落千丈，他拉着驻村

干部的手一个劲地说：“做梦都没想到市里的机关干

部能来俺家坐坐，帮俺反映问题、解决困难。 ”

张坡村的张小胜一见到该市司法局副局长张永

郜和安监局干部张军虎就说个不停， 从下午一点多

一直说到三点多。他讲自己建养猪场的难处、卖猪的

苦处，引来了村里不少养猪大户，大家一起讨论起发

展养猪业的大计。

盆窑村的村民们一听说该市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陈天房和干部孙胜利来了， 就拿出他们烧制的黑陶

产品，在大伙儿的“掺和”下，一个开发该村黑陶系列

产品的产业报告出炉了……

“驻村干部来俺家！”喜讯每每在山王庄镇各村

传开，如同阵阵春风拂走冬日最后一抹寒意。这是沁

阳市从

2

月

25

日开展的机关干部自带铺盖、自己做饭

驻村入户搞调研的“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的缩影。

3

月

8

日下午，记者驱车来到该市此项活动的试点

乡镇山王庄镇，一走进张坡村，几位正在村委会大院

门口聊得正欢的村民就连忙迎上来，一边展示村里刚

刚筹划出来的《山王庄镇张坡村朱载堉文化园开发设

想》， 一边夸起驻村干部：“住俺村的机关干部已经来

了

10

多天了，没有吃过村民一顿饭，没有回过一次家。

他们每天早出晚归，忙着到田间、进农户调查，真有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驻村干部的作风！”“这个‘开发设想’

也是他们帮着张罗出来的。”

(

下转三版

④

）

昨日上午，一场气势恢弘的龙凤灯舞正在博爱县苏家作乡苏家作村上演。当天是该村龙凤灯舞诞生

200

周年庆典，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凤灯舞将龙灯和凤灯结合在一起，可以表演龙凤呈祥、丹

凤朝阳、百鸟朝凤、游龙戏凤等桥段，充分展示了博爱县传统民间舞蹈的魅力。

本报记者 刘 璐 田建明 摄

加速转型谋蝶变

———武陟县谢旗营镇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走笔

本报记者 董柏生

本报通讯员 郭会宾

前牛的精工铸造，飞鸿的炫彩

玻璃和泡沫包装，鸿福门业的高档

彩钢门……一提及这些在全省乃

至全国都小有名气的品牌，武陟县

谢旗营镇的党政干部都会自豪地

告诉你，现在他们的这些传统产业

正由“丑小鸭”向“白天鹅”转变，也

逐渐成为全镇经济发展的强力催

化剂。

然而，令这里的干部群众记忆

犹新的是，就在三五年前，这些企

业给广大客户留下的印象还是作

坊式的生产、高强度的劳动、高耗

能的污染以及科技含量低的产品。

也因此， 尽管这些产业起步较早，

但历经

20

多年发展仍不成气候。

龙年新春伊始，记者再次走进

被誉为 “铸造之乡”、“包装之乡”、

“门业之乡”的谢旗营镇，听到、看

到、感受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三金机械有限公司同浙江雷

士照明集团合作建设的螺旋型节

能灯具设备生产项目已经开始试

生产；前牛矿用设备有限公司由生

产小型提升机发展到生产成套矿

用提升机，矿用绞车生产项目设备

已经订购。

鸿福门业同浙江客商合作的

防火门和高档彩钢门生产项目、飞

鸿包装有限公司为格力空调公司

配套生产泡沫板材项目也已落地，

张家港斯特尔涂装设备有限公司

年产

2100

套成套表面处理涂装设

备生产项目用地已经落实，在我省

仅此一家，建成后将填补我省机械

设备制造行业一项空白。

谈及这些变化，谢旗营镇党委

书记郭凤文对记者说：“谢旗营镇的

铸造、包装、门业、 食品加工等传统

产业起步较早， 生产工艺相对落

后， 尽管产品有市场， 但做的是

最粗、 最重的活儿， 卖的是最低

的价钱。 （下转三版

③

）

3

月

10

日中午，市委书记路国贤在京会见北京申安集团董事长庄申安（左）。 本报特派记者 赵耀东 摄

记者走基层

·怀川新事

� 龙凤灯舞展魅力

市民凭本地身份证

3

月底前门票半价

更多报道见今日本报第七版

▲ ▲▲

构建林业生态网络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一位老人双目失明，

13

年承包绿化荒山，信奉“金山银山

不如留下一座绿山”； 一位老人年已花甲，

40

年植树护林不

辍，还要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森林。 又是一年植树节，让我

们一起来聆听博爱县两位老人的“绿色故事”———

璩正茂：“没眼翁”荒山植绿

孙家成：“林二代”林场为家

新华社记者 刘雅鸣 双 瑞

春寒料峭，河南省焦作市博爱县柏

山镇的荒山上，一个穿军绿上衣的老汉

在影影绰绰的树林间若隐若现 。 方圆

300

亩，遍布他

13

年来手植的小树。

老伴牵着他的手， 老汉笑声朗朗，

声如洪钟：“有眼时俺俩没拉过手，现在

种树，行走不离，都拉着手，多潇洒！ ”老

汉名叫璩正茂，有意思的是，他管失明

前后分别叫做“有眼”、“没眼”。

1988

年 ，

35

岁的璩正茂在开山采

石过程中发生意外，双目失明。 正值壮

年，遭遇这样的挫折，让一向要强的他

情绪极不稳定， 为一点小事就大发雷

霆。 到

1999

年，村里发出“向荒山进军”

的号召，鼓励村民承包绿化荒山 ，在家

里闲坐

10

年的璩正茂动了心思。

一来歇得太久身体都垮了，承包荒

山正好锻炼锻炼筋骨；二来绿化荒山给

子孙后代留点东西。 璩正茂的想法并没

有得到家人支持：“人家有眼还干不成

呢，你没眼能干成？ ”他倔劲上来，说服

家人，一口气承包了

300

多亩。 当时村

里

1000

余户人家， 只有

23

户承包，璩

正茂是其中之一。

承包的荒山离家

8

里路 ， 山上长

满荆棘。 “没眼 ” 的璩正茂把老伴当

眼睛， 每天走路上山除荆棘 ， 花了整

整

3

年时间。

2002

年， 他用砖坯和塑

料布在山上搭了间简易房 ， 彻底扎根

荒山。 每种一棵树 ， 都要从山下一担

担地担水上来。

“那个时候，不能说不苦。 ”一到下

雨天，人家都是往家里跑，璩正茂一家

却着急忙慌地上山，（下转三版

①

）

本报记者 赵晓晓

今年

60

岁的孙家成， 用

40

年的时

间和精力做了两件事： 一件是植树，从

20

岁开始， 用青春浇灌着一棵棵柏树，

把秃石山变成了林海； 一件是护林，从

40

岁开始，用生命呵护着这片林，使之

跻身国家重点公益林区。他说，他要把自

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森林。

3

月

9

日， 在孙家成守护的博爱林

场，山上还有部分积雪，一身冬装的孙家

成后背插着一把斧头， 右手拿着一把镰

刀，边巡山边修林。“你看，这两边的柏树

都是当年我们栽下的， 现在看着是密密

麻麻的一片林，当时可是一座秃山啊。这

里石厚土薄， 我一天只能挖

6

个一米见

方的树坑 ， 有时候还得放炮挖坑 。 从

1973

年开始，一直栽到

1993

年，这片

4

万亩的秃石山才有了森林的模样。”个子

不高的他对记者说。

孙家成是个“林二代”，

1976

年与另

外

38

人一起被“内招”为正式职工。 “来

的时候一群人，走的时候仍是一群人，只

留下我们

39

个。 说实话，那时候我既兴

奋又有些沮丧， 兴奋的是自己成了一名

国家公职人员， 沮丧的是看到父亲那代

人的辛苦，加上亲身经历，真不愿意干这

种又累又不体面的活儿， 尤其是十来年

后，看到很多人在外边收入高，心里就更

加不舒服了。 ”他说，“这时候，我就要看

看这片林， 摸摸这棵柏树、 摸摸那棵油

松，心里就会好很多。 我知道，我这辈子

可能把它们当成了家人，走不掉了。 ”

孙家成还有一首诗：“黄山空岭石头

多，一出屋门就爬坡；独住深山思家乡，

只因工作无奈何。 ”（下转三版

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