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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①

为焦作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 焦作日报社党

委书记、总编辑杨法育（左

一）在走基层采访活动中，

向孟州市电力公司的工作

人员了解该公司的党建工

作情况。

图

②

为孟州市河阳办

事处长店中心社区正在如

火如荼地建设。

图

③

为

3

月

8

日 ，老

党员张大社在自己位于孟

州市河雍办事处东田丈村

的反季节蔬菜大棚里看到

即将成熟的鲜桃， 面露喜

色。

本报记者 田建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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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联四化”促创先争优务实提效

本报讯 （记者董柏生）

2

月

19

日 ， 来自孟州市各界的

200

余名

“考官”， 集中对该市

42

个重点部

门开展了一次政风行风 “面对面”

评议，孟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文

年当场通报了评议结果，责令后三

名单位对市委、市政府和市优化办

说明情况，拿出限期整改时间。

这样的“面对面”评议，在孟州

市已不是第一次，这仅是该市推动

创先争优活动的一种有效措施。 创

先争优活动开展以来，该市创新推

行“城乡联动、党群联建，争创先进

目标化、承诺事项公开化 、监督考

核制度化、选树典型经常化”的“双

联四化”工作机制，有效地推动了

活动的务实开展。

城乡联动，互促互进。 在机关

和乡村党组织之间结成联系对象

和帮扶对子，通过以城带乡 、帮难

解困，形成共同干事创业 、共同创

先争优的良好局面。 市水利局在活

动中分包了

7

个村，了解到河阳办

事处东田丈村因水利设施不到位

影响大棚蔬菜生长时， 遂筹资

20

多万元为村里建了节水灌溉工程。

截至目前，该市共确定

130

个城乡

共建项目和基地， 结成

3642

个城

乡党员帮扶对子，帮群众解决各类

问题

1800

余个 ， 办实事

2800

余

件。 今年

1

月份，焦作市直机关党

建现场会在孟州召开，与会人员对

该市城乡联动创先争优的做法给

予了高度评价。

公开承诺，践诺销号。 该市将

党组织、党员和广大干部工人的承

诺重点放在立足本职工作上来，从

工作实际出发，以解决问题 、服务

发展为重点， 在党员所在单位、新

闻媒体予以公开， 请群众评议，接

受群众监督，同时对承诺事项实行

“立项销号制”。 河阳办事处长店村

在党员中开展“党员做承诺 ，建设

新农村”活动，将党员根据自身条

件和特长作出的承诺及奉献情况

公布上墙，真正实现了“让群众知

道党员在干什么，让党员知道自己

该干什么”。 来自该市创先争优办

公室的资料显示，截至目前 ，全市

各级党组织共承诺办实事

2845

件，已兑现

2832

件。 各级党员干部

群众共承诺办实事

35862

件，已兑

现

35826

件。

选树典型，榜样引领。 按照“一

个行业一个特色、一个领域一个特

点、一个时期一个主题”的原则，在

职能部门和窗口单位、服务行业开

展了评比活动 ，

100

个文明家庭 、

100

名文明市民、十佳巾帼楷模、十

佳青年岗位明星等集中评选宣传。

孟州市电力公司普通党员马四，

20

年如一日扎根一线，他架过的电线

长达

2400

千米， 爬过的线杆累计

12600

根， 留下的值班记录厚度超

过

6.48

米。 在今年

2

月底举办的

“感动焦作十大人物”评选活动中，

他成为焦作地区唯一获此殊荣的

农电工。 典型的榜样和引领作用，

使全市上下形成了学习先进、崇尚

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

同时， 孟州市还着力抓好公、

青、妇等群团组织建设，严格目标

考核， 使创先争优活动成为看得

见、摸得着的务实之举。 通过开展

“察民情、解民忧、谋发展、促和谐”

活动、“包乡联村驻户”活动、“听党

话、跟党走、干党事、为人民”学习

教育活动等，提高了创先争优活动

的实效，为全市经济社会的发展提

供了原动力。

来自孟州市有关方面的消息

显示， 去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呈

现良好态势 ， 基层组织建设得到

加强 ， 党员干部作风更加务实 ，

人民群众切实得到实惠 ， 先后荣

获 “全国最具区域带动力中小城

市百强”、 “全国科普示范市 ”等

多项省部级以上荣誉，连续六届入

选“全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

强”。

转

型

升

级

跨

越

如

虹

本报记者 李光远 本报通讯员 杨文娟

一年一度东风至，多彩孟州正扬帆。

2012

年， 当经济转型的大潮涌向怀川大地，

近日孟州工业集聚区被省工信厅评为第二批省级

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这一产业转型升级的

里程碑事件，对于孟州市委、市政府而言，来得正

逢其时。

阳春三月， 当记者驱车进入位于孟州城区西

部的工业集聚区， 看到的是一座座整齐划一的园

区、一排排林立的厂房 、一台台飞速转动的机

床 ……听到的则是全球最大的发动机汽缸套

OEM

供应商、全球最大的金刚石生产企业、全球

最大的核黄素生产企业、 全球最大的皮毛加工企

业， 还有在生产规模和技术上均处于国内领先的

三轮摩托车及零配件生产企业。所见所闻，震撼人

心。

当经济转型升级的大幕开启， 各地争当示范

的口号一浪高过一浪，如何抢得先机，孟州思考得

早，突破得快。

近年来， 孟州市产业集聚区主动融入中原经

济区建设， 紧紧抓住焦作建设经济转型示范市重

大机遇，按照“城市带动、产业支撑、农业提升、民

生改善”的总体思路，想方设法招大商、拉长链条

上项目、大干快上强基础、产城互动促转型，产业

集聚建设如火如荼。

行成于思毁于随， 集聚区建设也要有顶层设

计。 为此，孟州请来了苏州设计院，帮助调整完善

总体规划，以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促进配

套企业发展壮大，进一步提升产业规模，增强产业

实力，加快集群发展步伐。

企业是“候鸟”，哪里气候适宜，就往哪里跑。

在政策普惠、区位差别逐渐淡化的背景下，能吸引这么多大规模的项

目，竭力做到亲商、安商、利商、富商，这是孟州抢得“绣球”的关键。

孟州市的做法是，在实现水、电、路等基础设施“五通”的基础上，

不断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配套设施建设力度， 先后筹资

21.5

亿元，实

施了“九纵四横”道路、污水处理厂、现代物流园等十大工程，建成了

11

栋标准化厂房等一大批基础设施，大大提升了集聚区承载能力和

吸纳能力，加快了新型工业化的推进速度。

在此基础上，孟州还不断加快推进产城融合，启动了总投资

3

亿

元的黄河西路工程，着力打造中心城区和集聚区之间的快速通道。这

不仅进一步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也将更好地促进产城资源共享。

在这样的硬环境的保障下，孟州招商质量仍在不断提高。上海宝

钢来了，中国兵器来了，河南农垦来了。

2011

年，集聚区累计新上、续

建

500

万元以上工业项目

197

个，完成投资

89

亿元。

引得进，还要养得活，只有不断刺激企业持续提升创新能力，舍

此别无他途。为此，孟州设立了

3000

万元的“科技创新奖励基金”，用

以激发企业科技创新积极性，共建成焦作市级以上工程技术中心

26

家，其中省级

5

家，使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

重达到

46％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65％

。

产业集聚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卡脖子的瓶颈就是资金和土地。对

此，孟州积极创新融资平台，成立了注册资本

16

亿元的投资开发集

团，充分发挥其对社会投资的引导作用，

2011

年累计融资

3.1

亿元。

不仅如此，孟州还积极争取省“百亿城乡筹资计划”项目，获得支

持资金

4.98

亿元。 面对土地供应紧张，孟州采取城乡假设用地增减

挂钩、盘活闲置土地等措施，积极向黄河滩头要地，努力实现占卜平

衡，共收储、申报建设用地

1

万亩。

今年，孟州将安排新建、续建

500

万元以上项目

276

个，总投资

235.7

亿元，其中

10

亿元以上项目

5

个，亿元以上项目共计

30

个。

截至目前，孟州产业集聚区规划总面积达

11.7

平方公里，建成

面积

9.15

平方公里，入驻企业

276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61

家，全

省综合排名从

47

位跃升为

31

位，提升了

16

个位次。

千年古县重开卷，浓墨重彩谱新篇。孟州打造的产业转型升级大

“磁场”，营造的“洼地效应”已经显现，它将以更开放的理念、更坚定

的信念、更务实的作风，建设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席大妈的开心事

本报记者 杜挺勇

“得个阑尾炎，白种地一年；救护车一响，一头羊

白养。 ”看病难、看病贵，曾是很多村民心中的痛。

但

3

月

8

日， 记者在孟州市却听到了农民席大

妈的另一番话：“真没想到， 咱农民这几年看病也能

报销，且报销比例越来越高，有个小病小灾儿的，还

真不怕了。 ”

家住孟州市槐树乡上河村的席大妈今年

63

岁，

今年年初，因为下消化道出血等病症，席大妈曾做过

一次手术。

“当时花了

2

万多元啊，真怕给孩子们增加太大

负担……” 席大妈说，“没想到出院当天就拿到补偿

金

1.7

万多元，超过了总费用的

50%

。 ”

席大妈高兴地说：“报销比例高、报销速度快，家

里一点压力也没有了。 ”

据了解，

2006

年孟州市启动了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试点工作。 多年来， 该市卫生部门在实施中不断

强化政策宣传 、 不断提高服务保障水平 。 如今

覆盖面不断扩大， 参合率由

2006

年的

91.07%

提

升到了现在的

99.6%

， 累计筹集资金

1.8

亿元， 受

益群众

200

多万人次 ， 合计补偿金额超过

1.3

亿

元。

看病越来越便宜，其实也不单是新农合的功劳，

在河阳卫生院， 记者又看到了基本药物制度给农村

居民带来的好处。

“以前发烧感冒一次输液就得几十元，现在药便

宜多了，我们都愿意来这看病了。 ”在河阳卫生院看

病的段西村村民张在庆说。

记者了解到， 如今孟州全市乡镇卫生院和村卫

生所药品统一实行零差率销售， 这意味着药品实行

招标采购、统一配送，药品不加价，让百姓得实惠。如

今该市基本药物品种

420

种。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共

采购基本药物

1000

余万元，累计让利群众

300

余万

元。

河阳卫生院院长张黑说“药品实行零差价，群众

看病费用更低，有病都愿意到医院看了，老百姓正逐

步向‘小病拖，大病扛’说拜拜。 ”

杜泽莲一年三“上榜”

本报记者 冯新瑞 杨景鹏

每年

3

月， 都是孟州市对全市城乡低保户复核

认定的关键时期。

3

月

8

日， 记者随孟州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来

到该市南庄镇下官村村民杜泽莲家时， 她正准备叫

醒自己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王海燕。

“虽然杜泽莲一家的困难程度众所周知，但今年

还是要按照程序来评议、复核。 ”随行的该镇民政所

所长刘勇说，“每位低保户的名字必须经过 ‘三次上

榜’，才能确定下来。 ”

怎么才算是“三次上榜”呢？

记者在刘勇保存在档案柜里的小本本上找到了

答案。

刘勇说：“可别小看这些本本 ， 上面记着全镇

每位低保户的详细家庭情况以及每年评议的结

果。 ”

记者果然在标记有“下官村”字样的小本上，看

到了

2011

年

3

月

10

日， 下官村对村民杜泽莲和其

儿子王海燕两人的评议情况———杜泽莲丈夫患癌症

去世，儿子王海燕是精神病人，经常离家出走，家里

生活非常困难……评议结果是“属实”。

对于杜泽莲来说，每一年的低保复核中，村级评

议无异议后， 她的名字就会出现在下官村村务公开

栏中，这是一次“上榜”；乡镇（街道）对申报材料进行

调查核实后，她的名字就要二次“上榜”；而孟州市民

政局审批后，则要对每个低保对象的姓名、收入、家

庭人口、补助标准等情况进行最后一次公示，也就是

三次“上榜”了。

“经过‘三榜公示’，既消除了村民的顾虑，也做

到了公平、公正。 ”孟州市民政局副局长马海青说。

“咱们刚刚去的杜泽莲家，不仅其儿子有精神疾

病、没有劳动能力，其儿媳妇也是个精神病人。 今年

看能不能再给杜泽莲家增加一个低保名额。”刘勇接

话说。

“去年孟州市共为全市

13574

名城乡低保对象

发放低保金

1545.18

万元， 今年保障标准会再次提

高，当然复核工作要更加公平、公正。”孟州市民政局

局长刘泽宇说。

集约化 规模化 标准化 产业化

孟州走在现代农业大道上

������

本报讯 （记者赵晓晓） 初春时节，

记者漫步孟州， 只见一块块绿油油的麦

田，蕴含着勃勃生机，集约化的发展使该

市粮食生产连年丰收；露天桃树花未开，

棚内桃树挂桃子，连片的桃景美煞人也；

全省最大的韭菜交易市场， 每批次都经

过检验的绿色产品， 吸引了全国各地的

客商；以玉米为原料的加工企业，生产出

多种产品， 一个终端产品价格是原材料

的

10

倍……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和

产业化， 孟州走在现代农业加快发展的

大道上。

实施整建制推进高产创建， 提升集

约化生产水平。近年来，该市建设小麦高

产创建超高产攻关田

22

个，核心区面积

达

22.2

万亩， 创

10

万亩以上小麦连片

种植和

500

亩以上超高产攻关两项全国

纪录；创建玉米高产田

10

万亩，亩产达

到

800

公斤预定目标，其中，城伯镇

1.3

万亩部级示范方亩产达到

806.3

公斤。

为加快集约化经营， 该市实施了高标准

良田“百千万”工程，规划

10

个万亩方、

100

个千亩方、

300

个百亩方， 实现了集

中投入、 集约生产， 保证了粮食种植面

积，增强了粮食生产能力。

突出特色壮大园区， 提升规模化经

营水平。 该市以东田丈、东水运、吴寨等

村庄为中心，发展标准化蔬菜大棚园区；

以黄河滩区为中心，发展山药、地黄等中

药材种植园区；以全义农场为中心，发展

无公害韭菜种植园区； 以淼雨果蔬公司

为龙头， 以高端岗苹果专业合作社为依

托， 发展优质水果种植园区……截至目

前， 该市共发展蔬菜大棚

4000

亩

1200

余座 、 中药材

2

万余亩 、 中早熟苹果

3440

亩、小杂果

4300

亩，全市经济作物

以

25%

的耕地面积为农民创造了超过

50%

的经济收入。

强化服务健全体系， 加快农 业 标

准化进程 。 该市成立农产品质量安

全检测站， 建立

7

个基地自检室， 对主

要基地、 集贸市场和各大超市农产品定

期抽检。 目前， 该市建成无公害、 绿色

农产品生产基地

8

个， 总面积

8

万亩，

经认定的无公害 、 绿色农产品总数达

22

个。

扶持龙头培育集群， 提升产业化水

平。一方面，该市立足优势产业大力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 目前已发展

284

家，

吸纳资金

17671

万元 ， 辐射带动农户

34110

户， 其中， 省级示范社

1

家、 焦

作市级示范社

3

家 、 孟州市级示范社

15

家。 另一方面， 该市大力发展农产

品加工企业， 目前已达

213

家， 其中焦

作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7

家、 省

级

6

家 ， 规模以上

102

家 ， 帮助解决

4.3

万人就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产品

加工企业的发展带动了农村土地流转

6.6

万亩， 占该市家庭承包面积

37

万亩

的

14.6%

。

建得广厦保安居

———孟州市保障性住房建设走笔

本报记者 李学杰

见习记者 李 辉

“廉租房、公租房，政府投资

建得忙。新型社区配套全，钱少也

能住新房。 ”

3

月

8

日上午，在孟

州市梧桐路南段的廉租住房小

区，几位居民你一言、我一语，向

记者表达他们兴奋的心情。

65

岁的退休工人张相朋硬

是拉着记者到他家， 高兴地说：

“俺以前住的地方没有自来水，经

常停电，要是一下雨啊，床头、地

上都得用盆接水。 你看俺现在住

着两室一厅， 一年租金才

700

多

元。 ”

45

岁的贾瑞喜一家四口，不

仅在廉租住房小区安了新家，他

还被照顾当了小区清洁工， 每个

月都有几百元的收入。

离开廉租住房小区， 来到黄

河大道北侧的东小仇乡车村，这

里是正在建设中的孟州市和谐苑

小区公租房项目的施工现场。 只

见在建的三栋大楼的桩基工程已

经完工， 工人正在紧张地进行地

下室施工。

孟州市住建局党组成员张和

平说， 和谐苑小区公租房项目由

政府投资

1

亿元 ， 共建设

7

栋

750

套公租房，与全市

2012

年规

划的隆丰小区公租房项目、 产业

集聚区创业园项目、 中内配职工

宿舍楼项目共同组成四个大的保

障性住房项目，共建成公租房

1700

套， 使全市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

在

2011

年竣工公租房

712

套的

基础上，迈出更大的步伐。

黄河岸边，隆起科技新高地

本报记者 陈作华

见习记者 王水涛

黄河岸边， 一个全省县级市中的

科技创新明星正冉冉升起。

国家科技进步示范市， 全省获此

称号的县级市仅有

6

个，孟州市名列其

中；河南省创新型示范产业集聚区，全省

县级市中仅有

2

个，孟州市名列其中；河

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全省县级

市中仅有

3

个，孟州市名列其中……

注目孟州市科技创新的战场，号

角嘹亮，千帆竞发，百舸争流。 至

2011

年， 该市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贡献率

达到

60%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10

个百

分点以上； 专利申请连续

8

年位居全

省十强，在我市

7

县市中名列第一。

回眸孟州市区域经济发展的历

程，“科技创新”的脉络清晰可见。 近年

来，该市坚持大力实施“科教兴市”战

略，以科技进步为先导，以技术创新为

动力， 积极推进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

转化， 努力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转型

和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 促使该市结

构调整、 产业升级迈出了坚实而又快

捷的步伐。

上世纪

90

年代初，“科教兴孟”的

号角在孟州大地奏响。 火炬计划、星火

计划、国家科技富民强县项目、国家重

点新产品项目等近百个科技创新项目

相继实施。

2005

年，“自主创新” 的旗帜被高

高举起。 该市引导当地四大主导产业

制定技术路线图， 明确发展方向和目

标。 为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并拥有核心

技术， 该市每年拿出

100

万元作为科

技创新奖励基金。 财政科技经费投入

以高于财政一般性预算的速度逐年递

增，全社会科技研发投入由

2003

年占

GDP

比重的

1.2%

提高到

2011

年的

3.2%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

个百分点。

打造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平台，

为企业插上科技强翼， 孟州市可谓步

子超大、步伐超快。 该市飞孟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建起了院士工作站， 该市中

原内配等

2

家公司建起了博士后流动

工作站，该市机械制造、精密加工、生

物医药、 新材料等领域建起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31

个，其中省级

5

个。

自主创新， 使得一大批企业抢占

到技术高地，掌握了自主知识产权，进

而拥有了技术“话语权”和产品市场占

有份额。

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汽缸

套国家标准制定者， 泰立杰公司成为

膳食纤维行业标准制定者， 隆丰皮草

公司成为羊剪绒国际生产技术标准制

定者……中原内配汽缸套、 广济药业

核黄素、隆丰皮草羊剪绒、大地合金超

硬材料立方氮化硼等占据到世界产量

第一的位置。

科技创新， 为孟州市经济转型提

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为区域经济发展带

来了勃勃生机。 近年来，该市省级以上科

技成果鉴定每年在

10

项以上， 走在全

省县市领先地位。 该市自主开发的汽

车零部件、金刚石超硬材料、膳食纤维

素、活性酶制剂、高档皮草、低聚糖等

新产品达

173

项，其中

51

项被评为省

级新产品科技成果，多家企业获得了省知

识产权优势企业、省创新型试点企业、

省节能减排科技示范企业称号。

近年来， 孟州市每年申报国家专

利

200

多项， 发明专利占专利申请总

量的比例越来越高， 专利综合排名位

居全省前

10

位，支柱产业中的龙头企

业普遍拥有了核心自主知识产权。 一

些企业的研发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 部分企业的生产工艺被列为禁止

出口技术而得到国家重点保护。

———焦作日报“走转改”记者团孟州集中采访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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