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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实质促转型

加速提升做示范

天 平 上 的 爱

———记山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副庭长冯爱萍

本报记者 仝伟平

“一个案件对于一个每年都要

办

100

多起案件的法官来说，可能

只是一件小事，但对于一辈子也许

只打一两次官司的老百姓来说，会

被当成终生的大事。 所以，对待每

一个当事人，都要平心静气；对待

每一个案件，都要正确适用法律。”

“离婚案件的判决，受到伤害

最大的往往是孩子，我要尽最大的

努力， 让他们有一个温馨和睦的

家。 ”

“儿子，尽管妈妈有时工作忙，

会疏于照顾你，但你要相信，妈妈

永远爱你！ ”

这三句话，摘自冯爱萍的工作

日记。写工作笔记是她多年来养成

的习惯。 许多案件庭审后，她都要

把一些感悟和心里话记录下来。

这三句话，是她工作多年来的

所想。 冯爱萍说，她是一个基层法

院的法官，可能一生也办不了人们

所说的大案。但她会通过一些看似

琐碎的案件，将社会公正传递给每

一位当事人，让他们感受到法治的

公平与温暖。

老百姓的案子无小案

去年秋天， 一个

20

多岁的姑

娘和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法律

工作者来到了山阳法院。

姑娘是来起诉一家奶业公司

的。她辛辛苦苦为这家奶业公司促

销牛奶，几个月后，却被无故辞退。

这家奶业公司未支付她当月的工

资、餐费及

3

个月的管理费。

受理案件的法官是冯爱萍。冯

爱萍经过询问得知，姑娘的委托代

理人是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法

律工作者。由此她明白姑娘的家境

并不好。

姑娘的处境和遭遇让冯爱萍

心里很不是滋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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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国利

（一）怀川，一方神奇的土地。

在这片生金长银的土地上，勤劳聪慧的怀川人，曾创造出无数的辉煌

与荣耀。

焦作的转型“三部曲”，从“黑色印象”到“绿色主题”的转型，从自然的

绿色，到经济的绿色，到社会的绿色，一直到人心的绿色，共同构成了科学

发展的美好愿景。

当下，站位科学发展的全局，如果让怀川人甄选年度最火汉字，一定

非“转”莫属。 “转型示范”与“中原经济区”，在怀川大地上，几乎可以用妇

孺皆知来形容。 而今，建设中原经济区经济转型示范市，已成为

300

多万

怀川人的共同目标。

建设中原经济区，河南正在探索走好“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路子。而

焦作在转型示范中的“三部曲”，颇有“示范”意义，颇具“破题”效应，令人

鼓舞，让人振奋。

（二）眼界高时无物碍，心源开处有波清。

由单项推进向“三化”协调发展转，是焦作转型的“第三部曲”，也是焦

作工业转型升级进入新阶段后，面对保粮食、保土地、保环境的严峻形势，

面对加快城镇化进程、繁荣农村发展的艰巨任务，而确定的新一轮转型方向。

问题不说不透，把问题说透，是为了找准症结，寻求解难之策。焦作北

边是山，南边是滩，中间是优质农田，工业发展不能以牺牲农业和粮食为

代价，可供工业发展的土地空间有限，环境容量有限。 焦作去年农民人均

纯收入

8900

余元，新农村建设正加快推进，但按新型城镇化的标准来衡

量，差距还很大，城乡统筹发展任务还很重。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都是焦

作经济转型必须破解的难题。

今日露水重， 明日太阳红。 在建设中原经济区经济转型示范市的今

天，为了走得更远，攀越更高，给这些问题排排队、画画像，找准病因，对症

下药，大有裨益。

（三）破难解缚，路在何方？

观念不变原地转，观念一变天地宽。 站位中原经济区全局审视自己，

怀川人豁然开朗，憧憬着“三化”协调的美好未来。

新型“三化”协调发展，是从实际出发和长远谋划的一个重大科学命

题。 其要义有三：一是三个方面都有新定位、新提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三化”；二是三者互为支撑，互为促进，协调发展；三是重在改善城乡二元

结构，缩小并逐步取消城乡差距。

善谋一域者，必谋全局；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怎么转？ 市委书记路国

贤铿锵作答：焦作着力推动转型切入点就是建设好新型农村社区，突出新

型城镇化的引领，高标准建设农村社区，打造“三化”协调发展的战略基点。

目前，河南各地都在搞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焦作独特之处在哪里？ 焦

作县域小、土地少、间距近，基础相对较好，其新型农村社区与众不同，起

点高、谋长远、功能全，全部按照现代都市的标准进行规划建设。建设新型

农村社区，焦作主要把握以下原则，一是合理布局，或者叫集中布局。焦作

规划了

20

个中心镇、

150

个中心村，将做到“四集中”：向城市集中、向集

镇集中、向集聚区集中、向中心村集中，构建以县市城区为中心、以中心镇

为支撑、以一般乡镇与新型农村社区为基础的城乡一体化规划体系。未来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目标是，

3

年建

50

个，

8

年建

100

个。二是要谋划长远，

焦作将按照现代都市化的水平来规划现在的新型农村社区， 大部分建成

高楼，力争在新型农村社区高端发展上出亮点、做示范。三是功能完善，每

一个新型农村社区都要配备医务室、警务室、幼儿园、活动室、健身广场

等，要具备和城市一样的公共服务条件。

在焦作城东，一个现代化的周庄新市镇正在建设中。修武县周庄乡新

市镇规划面积

3.9

平方公里，总投资

100

亿元，可集中安置该乡农民

2.15

万人，还可吸纳周边产业人群、其他乡镇农民及城镇人口向这里集中，使

常住人口达到

10

万人。 未来几年，这里将成为焦作的卫星城和城东商业居住副中心。

袁屯新村位于沁阳市南郊，由袁屯、藕庵、小李庄

3

个自然村合并组成。 进入该村记者看到，全新的

别墅住宅整齐划一，水泥道路整洁干净，农民家中冰箱、电视机等生活设施齐全，生活有滋有味，与城里

人无异。

该村在土地流转前，由于

3

个自然村相距较远，居住分散，给群众生产、生活和管理带来诸多不便，

宅基地管理混乱，户均住宅面积达

600

平方米，许多农民长年外出打工，形成“空心村”现象，严重浪费土

地资源。

在新型农村社区政策的支持下，袁屯村通过合并村庄，收回全部宅基地和耕地，整理出土地

258

亩。

以“宅基地换房”模式，村民全部住上了宽敞整洁的新楼房。腾出的土地，一类复耕用于发展高效农业，另

一类由村里集中规划建设标准化厂房进行出租，再用租金成立农业投资公司，创办企业，吸纳村民在家

门口就业，收益分红，保障了农民利益。

新型城镇化建设，一方面通过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实现了人口的集聚，另一方面非农产业也要向城

镇集聚。发展工业和三产服务业是推进城镇化的重要支撑，农民要实现新的就业，要有事干。像孟州市以

皮毛加工为主业的桑坡村，农民主要从事加工业。

2008

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焦作视察期间，还

专门来到这个村。胡锦涛希望焦作、希望焦作农村、农业的发展始终保持先进的势头。在中原经济区建设

中，焦作更应该把胡锦涛的期望当做我们进一步转型发展的动力。

（四）因其时，顺其势，行其道，事半而功倍。

建设中原经济区经济转型示范市，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业。如何示范，一般而论，必须抓住主要矛盾

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有的放矢，方能事半功倍。 就焦作而言，农业现代化是“三化”协调发展的基础，作为

全国著名粮食高产区的焦作，如何提升农业是一个难题，也是一个主要矛盾。

焦作的农业生产，在全省处于领先水平，但要真正让大多数的农民富起来，还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方

式方法，实现农业从高产到高效的转变。 突破口在哪？ 发挥好“三个优势”，是关键中的关键：发挥粮食高

产优势，建设国家粮食优质高产区；发挥育种研发优势，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现代种业；发挥农业产

业化优势，培育现代农业产业化集群，促进农产品转化增值。

这些年来，焦作一直在探索一条路子，就是通过一个载体，达到三个目的。一个载体就是通过制度创

新，在农民自愿的情况下，引导支持发展农业经营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一路径的目的很明确，就

是全面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推进规模经营；发展特色农业，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全面繁荣农村经济，提

高农业综合效益。

焦作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全省起步早、发展快，近年来，市财政每年安排

2000

多万元专项资金，支

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快发展，目前已达

2788

家。 其中，国家级示范社

5

家，居全省第一位；入社

7

万户，

辐射带动近

25

万户，户均年增收

1600

元。 焦作农业将由高产向高效转，进一步提升农业的综合效益和

农民的收入水平。 这几年，焦作在持续探索一条路子，就是构建新的农业经营组织，发展农民专业合作

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推进农业规模经营；发展特色农业，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发展农村经济，全面

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现在，焦作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有

2788

家，五成农民聚集在合作社旗下，小船扎成

排，联手闯市场。

（五）坚定转型、加快转型、科学转型，焦作经济发展方式悄然发生着深刻变化。 “推进新一轮转型升

级，重在务实落实、重在苦干实干，关键在做、关键在实、关键在效。 ”

焦作设定了一个目标，到“十二五”末，焦作市经济社会发展人均指标或主要人均指标，要领先河南

省平均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接近内地发达地区水平，建成“三化”协调发展更具活力的新型城市。这

是焦作新的历史定位，也是焦作对省委、省政府庄严的承诺。

（六）“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 ”我们相信，乘中原经济区建设之大势，持续转型、

不断提升，不久的将来，一个经济更加繁荣、人民更加富裕、生态更加优良、社会更加文明的新焦作，必将

崛起在中原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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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坤会见华润集团董事长

本报讯 （记者张蕊） 昨日上午，

市委副书记、 市长孙立坤在郑州会见

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 华润电力总裁

王玉军和华润电力高级副总裁、 火电

事业部总经理刘萍一行， 双方就华润

龙源电厂项目建设及循环经济发展进

行交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赵建军

一同会见。

孙立坤在会见中说，华润（集团）

有限公司是我国最具实力的多元化中

央企业之一， 其核心业务与大众生活

息息相关，包括消费品、电力、地产、医

药、水泥、燃气、金融等产业。焦作与华

润集团携手发展， 华润热电自投运以

来， 为焦作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

贡献， 特别是在焦作电力供应紧张的

关键时刻，华润热电顾全大局，千方百

计多发多供， 保障了焦作工业和民生

用电。目前，焦作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良

好， 希望华润集团进一步巩固合作成

果，加快龙源电厂项目建设步伐，争取

早日建成投产。焦作市委、市政府将一

如既往地提供良好环境和优质服务，

全力支持项目建设。

孙立坤说， 广西贺州华润循环经

济示范区遵循减量化、 再利用、 资源

化、再循环的循环经济发展原则，完全

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是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方向。 我们将借

鉴学习贺州华润循环经济示范区的经

验，强力推进焦作经济的转型提升，打

造循环经济的典范， 希望得到华润集

团的支持和指导。

宋林表示，多年来，焦作市和华润

集团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感

谢焦作市委、 市政府对华润集团在焦

项目的关心和支持。 华润集团将积极

推进龙源电厂项目建设， 继续推进相

关产业的合作，共同发展、谋求共赢。

严阵以待防大汛

———“走黄沁、看防汛”系列报道之三

本报记者 陈作华

见习记者 王水涛

冲锋舟、发电机组、升降式照

明灯……在武陟第一河务局防汛

物资中心仓库库房内，这些崭新的

抗洪抢险物资静静地“待命”着。 在

这个库房里，崭新的救生圈、橘黄

色的救生衣整齐地摆放在货架上，

成垛的麻绳、编织袋、铅丝网片整

齐地码放在地上。

6

月

28

日下午，记者在武陟第

一河务局副局长孟虎生的带领下，

参观了该局国家防汛物资

1

号库、

2

号库和焦作市政府储备防汛物资

库等库房。

武陟第一河务局提供的一份

资料上显示，国家防汛物资储备库

里储备有铅丝

14.13

吨、 铅丝网片

20.56

吨、 麻绳

14.98

吨 、 编织袋

12.92

万条、抢险活动房

2

项、救生

衣

300

件、冲锋舟

4

艘、发电机组

6

台、抢险照明车

1

台、木桩

800

根、

查水灯具

83

套、电缆

100

米、防水

线

2000

米。 在库房的每一项物资

前面都有一个标牌，上面详细标注

着货位编号、物资名称、规格型号、

数量、计量单位、入库时间、更新年

限等信息。

据了解，为了应对今年的防汛

任务，在抢险物资储备方面，目前

我市共落实国家储备防汛石料

25

万立方米、 麻料

125

吨、 铅丝

118

吨、袋类

25.4

万条，以保障黄沁河

防洪工程应急抢险使用。

根据今年的防汛形势，我市多

措并举， 作好了防汛的各项准备，

除了物资储备外，进一步落实了以

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项防

汛责任制，根据今年市领导人员变

动情况， 汛前及时对防汛指挥部

正、副指挥长及成员单位和县市领

导责任分工进行了调整，并调整了

黄沁河防汛督查组及抗洪抢险职

能组成员及河务局内部全员岗位

责任制，目前已对各级防汛行政首

长进行了培训，着力提高抢险指挥

决策能力。

同时，市河务局已经组成了

25

万多人的群防队伍， 有

1000

名亦

工亦农抢险队员， 培训技术骨干

5200

人，达到关键时期“人人能上

阵”的要求。 针对今年黄沁河防汛

的最大难题———黄河詹店铁路口

闸、 南水北调穿沁工程度汛问题，

市河务局已制订出应急抢堵方案

和防守预案，并召开防守会议进行

部署，汛期将根据洪水情况适时进

行应急防守。

另外，汛前市河务局已经组织

相关人员对我市所辖堤防、 河道、

涵闸工程进行了一次全面徒步拉

网式安全度汛检查，及时消除了工

程隐患。

针对我市防汛工作可能出现

的“黄沁并溢”情况，市河务局修订

完善了黄沁河超标准洪水防守预

案，在确保丹河口以下沁河左堤和

沁河口以下黄河左堤安全的情况

下，努力固守沁河右岸堤防，并完

善了险点、险段、险闸度汛预案和

物资保障及照明预案、通信保障预

案及后勤保障预案等各类防洪预

案。

“目前，我们正围绕水情预报、

指挥调度、查险报险、险情抢护、迁

安救护等关键环节， 继续细化、完

善各项预案，并将应急性预案落实

到每个责任人身上，落实到每个群

众心里，当大洪水来临时，使每位

责任人、每名群众都知道自己该做

什么。 ”市河务局主管防汛工作的

副局长李怀前说。

①5

7

月

5

日，燕京啤酒（博爱月山）有限公司工人正在

10

万吨纯生

啤酒生产线麦芽大米立仓上进行外部包装。该公司

10

万吨纯生啤酒

生产线项目工艺流程主要采用无菌膜过滤与无氧化包装技术， 是目

前河南市场唯一一条真正意义上的纯生、鲜啤生产线。

李 华 陈城霞 摄

本报记者 仝伟平 摄

主

人

公

座

右

铭

“新九论”开篇拨动心弦引发共鸣

百姓期盼是最大的动力

本报综合讯 （河南日报记者

王映 ） 《亿万人民的热切期盼 》

———当周晓锋一眼看到这个标题，

胸中顿时激起了层层涟漪。 “这篇

文章说出了人们的心声：吃得更健

康、住得更舒心、行得更便捷、机会

更均等、 生活更幸福 、 社会更和

谐。 ”这位内乡县岞乡党委书记动

情地说，“百姓的期盼，就是我们最

大的动力！ ”

7

月

5

日，“新九论”开篇之作

《亿万人民的热切期盼———再论用

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之一》在河南日报刊发，引来热切

关注。 省科学院副院长张占仓认

为，这是河南日报在“何平九论”问

世一年半之后，发起的又一次思想

解放和思想动员，将为坚定不移走

好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的 “三化”

协调科学发展之路， 凝聚人心、鼓

舞士气、迸发力量。

“文章表达了时代的最强音 ，

道出了群众的心愿， 看出省委、省

政府领导是为老百姓美好的未来

在深思、筹划、寻路、求索。 ”张占仓

说，“为人民办事， 为困难群体服

务，为老百姓谋幸福，党的宗旨正

在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延伸、持续、发展、提升。 ”

“城镇化水平低， 是我省经济

社会诸多矛盾的焦点。 ”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厅长刘洪涛说，“新型

城镇化引领，正是基于对这一矛盾

焦点的正确判断，是基于产城联动

这一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更是对人

民群众期盼过上更加幸福生活的

回应。 ”

“任何决策，只有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造福于民才有生命力

和原动力。 沁阳的实践说明，新型

城镇化引领，既能有效推动传统工

业的转型升级，又能带动现代农业

的发展 ，更好助推 ‘三化 ’协调发

展。 ”沁阳市委书记陈敬如说。

“新型城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

引领‘三化’协调发展的强大引擎，

就贵在‘新’上。 ”杞县县委书记郅

晓峰认为，“首先新在理念上，就是

从满足百姓的期盼入手；新在目标

上，就是以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水平

为最终目的；还新在抓手上，就是

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作为战略基

点。 ”

如何在 “不以牺牲农业和粮

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前提下，更

好满足人民群众的期盼？ “作为典

型的农业大市，南阳确保‘两不牺

牲’的责任更重。 ”南阳市委书记李

文慧说，“南阳将认真研究、灵活运

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土地置

换和土地综合整治等多种制度措

施， 最大限度挖掘农村土地潜力，

多举措解决用地矛盾，保证粮食丰

产丰收。 ”

“优良的环境， 越来越成为城

市和乡村居民的普遍追求。 ”省环

保厅厅长王照平说，“要充分发挥

环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优化和保障

作用、对经济转型的倒逼作用，优化

产业布局、引导产业集聚集约发展，

控制和减少污染，破解环境资源约

束难题，为人民幸福增添保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