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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以来，农行沁阳市支行把支持春耕备耕生

产作为支持“三农”工作的重心，拓宽服务平台，加大信贷

投入力度。 截至目前，该行已投放小额农贷

1200

余万元，

助力春耕生产。

（张文敏）

●

为做好反洗钱工作 ， 防范经营风险， 维护金融安

全，日前，沁阳市从村信用联社举办了

2012

年反洗钱业务

知识培训班，特邀焦作市人民银行工作人员讲课。 全市

17

家信用社（部）主任、内勤主任以及各网点反洗钱专管员共

计

50

余人参加了培训。

（陈小霞）

日前，市实验小学组织学生开展了一次爱护母亲河行动。同学们带

着编织袋、水桶等工具，对沁河沙滩上的垃圾进行了一次“地毯式”清

理，并将垃圾分类，送到了指定的处理点。 李焦柳

摄

3 月 9 日，一批假冒伪劣药品在压实机的碾压下“灰飞烟灭”。 时值

“３·１５”，我市将查获的 500 余种，假冒伪劣、过期、失效药品进行一

次性无害化销毁，总价值达 20 余万元。 徐恒峰 吕栋丽

摄

为农民耕地保护协会叫好

崔 伍

近日，笔者在中国国土资源报上，看到了江苏金

坛、湖南隆回、湖北沙洋等地农民自发成立耕地保护

协会的报道，觉得这是守护耕地红线、维护土地权益

的新生力量，这是一个创新性的举措，禁不住为之拍

手叫好。

俗话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这句俗语充分说

明了土地对于农民来讲是何等的重要，他们的惜地、

护地意识非常强烈，别说大片的良田舍不得被占用，

就连房前屋后的零散土地， 也要进行开垦， 种粮种

菜，不让其浪费，他们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情感。

守护 18 亿亩耕地红线，可以说已经上升为国家

战略，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关键所在，是确保社会大局

稳定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国虽然实行了最严厉的

耕地保护制度，运用了法律、行政、经济、科技等各种

手段，但是，违法占用耕地的问题依然严重，现象甚

为普遍，耕地红线受到严峻挑战。

究其原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点忽略

了，那就是来自耕地主人自身保护耕地的力量，没有

让农民把好耕地保护的“第一关口”。

农民自发成立耕地保护协会， 不仅体现了农民

高涨的耕地保护热情，更彰显了农民对耕地的痴情，

政府应支持、引导农民搭建自我管理土地、保护耕地

的平台，农民的土地让农民说了算，土地的收益分配

也让农民说了算，实现农地农民管。

从报道介绍江苏金坛等地农民耕地保护协会的

情况看，让耕者有其权，实现了农民、村委、政府三者

间的共赢，矛盾纠纷更少，土地收益更高，耕地红线

更牢。

笔者认为，鉴于协会作为民间组织的特性，政府

和相关部门对协会经常开展业务指导， 帮助协会更

好地发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和自我服务

的功能。农民耕地保护协会的建设，应结合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在村庄规划、土地整治、土地流转等方

面，赋予协会相应的参与权、监督权，并通过“以奖代

补”等方式，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以更好地发挥协

会的作用。

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 各地应积极

学习、 借鉴江苏金

坛等地的经验，让

农民耕地保护协会

多起来。

我市 5家单位

在焦作住建会上获奖

本报讯

（通讯员

李万兵

）日前，从焦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

上传来喜讯， 我市有

5

家单位获得

6

项

2011

年度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荣获 “二

0

一一年度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优秀

局（委）”称号、“二

0

一一年度全市城乡建设先进单位”称号；联盟建安

有限公司荣获“焦作市建筑业城乡建设先进单位”称号；瑞发建设工程

公司荣获“焦作市市政公用事业城乡建设先进单位”称号；海燕装饰有

限责任公司荣获“焦作市装饰行业城乡建设先进单位”称号；王召乡荣

获“焦作市村镇建设先进单位”称号。

同时，我市还有

8

名同志获得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住建局局长、党

委书记李云森和城乡建设科廉志刚荣获 “二

0

一一年度焦作市城乡建

设先进个人”称号，刘明柱、李刚荣获“焦作市建筑业城乡建设先进个

人”称号，王进平荣获“焦作市市政公用事业城乡建设先进个人”称号，

王方平荣获“焦作市房地产业城乡建设先进个人”称号，魏强、薛敏荣获

“焦作市村镇建设先进个人”称号。

编者按 在“三化”协调发展的道路上，新型城

镇化引领就是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让城乡居民共享

发展成果，这是每一位城乡建设、管理工作者的责任和

使命。 城镇化进程中， 沁阳把群众的民生需求放在首

位，立足于打造民生、民心工程，不仅城市建设日新月

异，而且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新型城镇化之路。

短评

“凡是与民生相关的问题，我们

都要优先考虑”， 一句朴实的话语，

道出了城乡建设、 管理者“民生为

大”的执政理念。

悠悠万事，民生为重。在沁阳的

城市建设中，一个又一个城建民生工程的实施，无一不折射出

沁阳决策者“以人为本”、“让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的亲民、

为民情结。

今年，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的“三化协调”发展已经为新

的城市变奏曲奠定了基调，沁阳在这场演奏中的领唱高歌，必

将谱写出中原经济区建设大潮中最华美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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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 福 ” 城 市 变 奏 曲

———沁 阳 城 市 建 设 产 业 发 展 之 路

当一幢幢别具一格的建筑拔地而起； 当浓浓绿意掩映着各

个小区；当条条宽畅的道路成为希望的起点……

置身于这里，你一定会感受到这座城市迸发的活力。建设属

于自己的美丽城市，这是

50

万沁阳人的共同愿景。“要成为中原

名市和全国知名城市”，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市建设则是沁

阳决策者们的共同心声。

（一）城市之困

沁阳，古称覃怀，素有“千年古县、河朔名邦、商隐故里、乐圣

之乡”的美誉。

曾几何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沁阳的城市建设却一

度不前，成为横在干部群众心头的一块“心病”。

有这样一则故事：一位市级领导出差回来，由于旅途劳累在

车上睡着了，当听到一声“咯噔”时，他被惊醒了，朝车外一看，让

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已然进入沁阳境内。 在一次谈话间，当他讲

给大家后，“咯噔”一词竟成为坊间对沁阳道路的戏谑之词，广为

流传。

“远看像座城、近看像乡镇，晴天一身灰、雨天可行船”，路窄

街黑、城市拥堵……给人们留下的是小城的灰色记忆。

旧城之殇，旧城之痛成为拦在沁阳人心上的一道“坎”。

（二）城市之变

“后”者思进，“知耻而后勇”，一场城市建设的“变革”近在眼

前。

“衣食住行都事关群众生活，对于市委、市政府来说就是最

需要关注和解决的。 在沁阳，凡是与民生相关的问题，我们都要

优先考虑，我们要在实现包容性发展上走在全省县级市前列，让

发展成果惠及千万民众。 ”市委书记陈敬如这样说。

2010

年，随着“六路一中心”工程的全面开工建设，沁阳迎

来了城市建设的新起点。

投资

5

亿元的“六路一中心”工程是怀府路、建设路和太行

路重点改造项目，以及工业路、团结路和适居路新修工程。“一中

心”就是沁阳市文化艺术中心，该工程投资超亿元，包括朱载堉

音乐厅、博物馆、图书馆、群艺馆和文化广场等。在工程建设者的

奋力拼搏下，

2010

年

11

月，随着太行路上干河桥的通车，标志

着“六路一中心”建设主体基本结束。

也因此，“六路一中心”创造了沁阳城建史上的三个最：一是

投资规模最大，总额近

5

亿元；二是工程标准最高，所有管线入

地，雨水、污水分流，路基结构厚度

60

厘米；三是低碳环保技术

广泛应用，路灯安装的是最新型

LED

节能灯，比普通照明灯节

能

60%

，成为沁阳城建史上的“里程碑”。

当年， 沁阳用于城市建设的投入就达

15

亿元。 “村村通”、

“组组通”，沁阳城乡面貌迎来了“大变样”。城在变、人在变，变出

了一个日新月异的新沁阳……

（三）蜕变升级

当时间走进

2011

年，“十二五”的开局之年。 这一年也注定

是沁阳城市建设的“蜕变”之年。

年初，一场“打基础、管长远”的城建攻坚拉开序幕。

总投资

20

亿元，大手笔、大气魄，同时开工建设“八路一

园一中心”，沁阳开启了城建史上的新篇章。

“八路一园一中心”，是新建南环路、南外环路，向南延伸

建设路、县东街、东关大街、适居路，改造文化路、沁木路。 “一

园一中心”是改造拓宽滨河公园城区段，建设沁阳体育中心。

“八路”工程总长

29.3

公里，总投资约

5.5

亿元。 如今，在

广大城市建设者的辛勤耕耘下，“八路”建设征地、拆迁、补偿

安置、附着物清理等工作已基本结束，文化路改造主体工程已经

竣工，其余道路已完成雨污及自来水管线工程，正在进行路床整

理，为下步水稳铺设做好了准备。

作为继“六路一中心”后的重点城建项目，“八路”工程的建

设，对于完善城市道路体系，拉大城市框架，增强城市发展后劲

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四）产城互融

“高标准、高起点，在全国范围内征集规划设计方案，打造具

有沁阳特色的精明成长型城市”。

站在新的起点，沁阳开始了打造沁南新区和产业集聚区、建

设“产城一体化”的新构想。

8

月

2

日， 沁南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及中心区城市设计规

划论证会隆重召开，市五大家领导和国内知名专家共聚一堂，听

取由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具体实施的 《沁南产业集聚区

发展规划及中心区城市设计论证稿》汇报。

由此，一个位于我市城区南部，北至广利总干渠，南至长济

高速公路，西至西外环路以西

500

米，东至东外环路，规划总用

地面积约

18.89

平方公里的详细规划横空出世。

该规划将沁南产业集聚区定位为沁阳市域行政、商务、体育

中心的所在地。 以发展高科技、无污染、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为指导，以沁南核心区为中心，以光电信息产业园、电动车及动

力储能型电池工业园、印刷包装产业园、光伏太阳能产业园、物

流及标准化厂房工业园为重点，以

5

个高档居民小区为承接，以

沁南水系为点缀，最终把这里建成活力十足的 “卫星城”，打造

沁阳功能领航、配套完善、宜居宜业、产业领先、产城融合的现代

化的城市新区和产业集聚区。

（五）“幸福”之城

从路窄街黑到霓虹璀璨，从坎坷不平到大道平坦，从开发城

市到经营产业……沁阳渴望腾飞的祈盼与梦想在这里放大，而

涉及民生、幸福的追求也一刻没有停止。

投资超亿元，包括朱载堉音乐厅、博物馆、图书馆、群艺馆和

文化广场等综合性、多功能的文化艺术中心，将成为市民文化娱

乐的“欢乐园”。

已经初具雏形的袁屯新型农村社区， 成为沁阳城镇化进程

的一大亮点。 从这里， 沁阳走上了示范引领新型城镇化的新征

程。

益民、利民、惠民，第一、第二、第三安置小区，以保障性安居

工程为重点的城建民生工程大力推进；改造完善怀府广场、民族

公园、天鹅湖公园；高标准完成太行大道、工业路、适居路、团结

路等

6

条新建道路绿化；完善自来水、天然气管网……

向西，大道交错，路在城先，路到城到；向南，一纸蓝图，万众

瞩目，绘就了“沁南新城”的新期待。

2011

年，“河南省园林城市”的成功复查验收，为打造绿色、

人文沁阳定下了永恒的基调。

如今，一个自然风貌与城市景观交相辉映、历史文化与现代

文明相得益彰的生态、人文、绿色、宜居城市环境正在形成……

副省长赵建才受卢展工书记委托在视察沁阳时评价：“想不

到沁阳的城市建设得这么漂亮……完全可以与省会郑州的建设

标准和水平相媲美，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县级市”。

焦作市委书记路国贤在调研时评价沁阳：“城乡面貌变化很

大！ ”济源、修武、武陟、温县等地纷纷参观学习沁阳城市建设的

成功做法和先进经验。

链接

2011 年，我市城建产业发展迅速，在开工建设“八路一园一

中心” 的同时， 建成益民小区 9000 平方米廉租房； 利民小区

90000 平方米廉租房一期完工， 二期工程主体竣工； 开工建设

700 套 3.5 万平方米惠民小区廉租房和 210 套 1.05 万平方米民

生小区公共租赁住房。 启动城中村改造项目 12 个，其中开工建

设 5 个，完成投资 2.45 亿元。 实行绿化设计方案评审制度和绿

化验收达标制度， 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 39.1%， 人均公共绿地

10.93 平方米，顺利通过“河南省园林城市”复查验收。

□

本报记者

李太昭

日前，我市的共青团员到山坡上植树。 每年春季，团市委都要组织广大共青团员到山上植树，三年来，

共植树 12000 余株，成活率 95%以上。 图为西万镇的团员在植树。 周娜 海莉 摄

热

词

解

读

生态补偿

是指体现生态服务功能价值

的重要环境经济政策， 通过国家财政投入和建

立生态受益方责任制度， 增强生态服务功能供

给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 主要包括自然保护区

的生态补偿、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矿产

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 流域水环境保护的生态

补偿等方面。

我市事业单位分类推进改革

基础信息采集工作已全面完成

本报讯

（通讯员

王志勇、张艳生

）截至

3

月

13

日，在全市各预算

单位和会计工作站的大力配合下，经过近一个多月的努力，我市全面完

成了事业单位分类推进改革信息采集工作。

焦作市财政局布置此项工作后， 预算科及时向局主要领导作了汇

报，领导高度重视，成立工作小组，预算科和各会计工作站具体抓好落

实。此项工作涉及单位多、跨期时间长，需要多部门协作才能完成，在工

作中要求各单位实行专人负责，实行不间断联络。

此次信息采集工作工作量大， 共涉及全市二级以上机构

339

个单

位，全市含差额供给人员

12679

人。 时间跨度长，共涉及

2008

———

2011

年四个会计年度。信息量大，对各单位的编制数和实有人数及分年度经

费拔付情况等相关资料进行了全面核实。

通过此次信息采集工作， 澄清了全市的财政全供人员和差供人员

的编制数和实有在职人数， 为全国事业单位分类推进改革提供了基础

数据；摸清了各单位四年来的经费收支情况，为财政预算进一步科学化

精细化管理提供了详实的会计资料，达到了预期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