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被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确定为

经济转型发展工作联系点

本报讯 （记者张蕊） 近日，国

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正式函

复市政府，同意将我市作为经济转

型发展工作联系点。国家促进中部

地区崛起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国家

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

山在我市上报的《焦作市采取七项

硬措施迅速落实中原经济区规划

编制工作启动会议精神》 上批示：

焦作市积极主动抓规划编制，七个

方面抓落实，值得充分肯定。 我们

要密切关注焦作推进中原经济区

建设的相关情况，适时可实地调研

了解情况。

省政府印发《焦作市建设中原

经济区经济转型示范市总体方案》

以来，我市抢抓中原经济区建设重

大机遇，制订了实施方案、十大专

项行动计划和指标评价体系等，抓

转型，促发展，

(

下转二版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云台山

世界地质公园进行再评估

本报讯 （记者张蕊） 按照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地质公园

每四年进行一次进展评估的规定，

昨日上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焦作迎宾馆召开云台山世界地质

公园再评估汇报会， 对云台山世

界地质公园进行再评估。 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评审专

家托尼·拉姆齐博士、 迈克·斯维

尼博士参加汇报会， 市委副书记、

市长孙立坤， 省国土资源厅副厅

长饶维智， 副市长胡小平等出席

汇报会。

孙立坤在评估会上致辞。 他

说，

2008

年第一次中评估以来，我们

认真履行联合国 “地质公园网络计

划”，组织地质界专家、学者对云台

山地貌进行深入研究，

(

下转二版

)

河南人民广播电台河南电视台

今晚播出《“十八谈”映象版·周口篇》

本报讯 （记者史文生 ） 今

日（

8

月

15

日）

22

时

05

分，河南电

视台大型时评栏目《“十八谈”映象

版》将推出“周口篇”，河南电视台

卫星频道、新闻频道，河南人民广

播电台新闻广播并机播出。

周口作为粮食主产区，为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

“不牺牲农业和粮食”，周口责任重

大。那么，作为河南第一产粮大市，

周口如何破解粮食增产与农业增

效的难题？ 今晚的节目中，这个问

题将揭晓答案。

据了解，广电全媒体将同时做

好该节目的互动转播工作，河南手

机电视 、移动电视 、大象网 、映象

网、 新浪河南等同步转播 《“十八

谈” 映象版·周口篇》，《东方今报》

次日将全文刊发节目内容。 另外，

各省辖市广播电台、电视台新闻综

合频率、频道也将同步完整转播该

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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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

保定

8

月

16

日至

31

日，我市增开焦作至北京西的

L16/L15

次始发临时旅客列车，焦

作站

11

时

56

分发车，

20

时

45

分抵京。 返回

22

时

12

分北京西站发车， 次日

6

时

22

分抵焦。 市民可经互联网（

www.12306.cn

）、电话订票号码

95105105

，预定

12

日

以内车票，经各车站售票窗口、代售点可预定

10

日以内车票。

获嘉（仅返程）

焦作始发 开往北京

《河南日报》 昨日报道

粮食“高连增” 让优势更优

———焦作市强化新型农业现代化基础作用报道之一

河南日报记者 李建华

焦作日报记者 李学杰

原文钊

粮食高产， 看天看地看苗更要

看人。

在今年小麦生产的关键时期， 小

麦赤霉病突如其来， 大有肆虐之势。

粮食生产形势引起了各级政府

的高度重视。 中央财政首次安排焦

作市 “一喷三防 ” 技术补助资金

1050

万元， 焦作市领导亲自部署，

农业、 财政部门及时制订了实施方

案和技术意见， 组织

5

个督导组到

基层督导 ， 全市共进行 “一喷三

防”

410

万亩次， 小麦赤霉病的发

生得到及时防控， 为小麦生产实现

“十连增” 打下了坚实基础。

6

月

6

日， 农业部小麦专家指

导组副组长郭天财率领专家组对焦

作市小麦高产创建进行现场实产验

收，他说：“世界小麦看中国，中国小

麦看河南，河南小麦看焦作。今年焦

作小麦喜获丰收来之不易， 这是焦

作市高度重视粮食生产、 持续不断

狠抓小麦高产创建的结果。 焦作市

的小麦高产创建， 为全国小麦持续

稳定增产树立了样板。 ”

政策引领作用大

焦作市是闻名全国的粮食高产

地区之一，从

1998

年成为我国黄河

以北第一个吨粮市，到

1999

年成为

全国第一个小麦千斤市， 再到去年

秋粮生产“八连增”、今年夏粮生产

“十连增”， 无不凝结着政策的引领

作用、科技的支撑作用。

焦作市委书记路国贤说：“焦作

市农业基础较好， 农业机械化、 组

织化、 产业化程度较高， 农民人均

纯收入连续多年稳居全省前列。 我

们有基础、 有条件， 也有责任探索

出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 生态

和环境为代价的 ‘三化’ 协调科学

发展路子， 为全省的农业农村工作

创造经验、 做出示范， 在粮食高产

创建上走前列、 做示范。”

谈起焦作市小麦再夺高产秘

诀， 焦作市农业局局长王国建说：

“这得益于领导重视 、 财政支持 、

科技支撑、 科学管理。”

焦作市委、 市政府始终坚持把

粮食生产作为农业工作的重中之

重，建立了市级领导联系点制度。在

小麦生产的关键时期， 市委书记路

国贤，市委副书记、市长孙立坤，市

委副书记王明德等多次深入一线了

解情况、解决问题。 在去年麦播、今

年三夏期间，他们深入田间地头，部

署农业部门全力配合、科学指导，要

求工作得力，措施到位。

焦作市不断加大农业投入， 农

田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农业机械化

水平不断提升， 农业生产条件持续

改善， 全市现已拥有万亩以上灌区

17

个、 机井

4

万余眼 ， 有效灌溉

面积

241.8

万亩 ， 占耕地面积的

84%

； 节水灌溉面积

174

万亩， 占

有效灌溉面积的

72%

， 居全省前

列。 博爱县今年上半年先后开工了

5

项重点水利工程、

1

项民生水利

工程， 总投资达

8724

万元， 在全

县迅速掀起了农田水利建设高潮，

已经建成竣工的小农水项目， 让农

民尝到了高效节水灌溉的甜头。

6

月

26

日， 记者在该县孝敬镇的高

效节水灌溉试点项目区看到 ：

1.7

万亩管道灌溉田里 ， 村民拧开阀

门， 喷涌而出的清水十几分钟就能

浇灌一畦玉米 ；

9000

余亩实行微

灌项目的蔬菜地里， 雾状喷出的水

珠洒落在菜叶上显得晶莹剔透。

市农业部门全面贯彻落实惠农

政策， 通过政策引导， 资金倾斜，

扶持和培育种粮大户， 焦作市农民

专业合作社发展到

3016

家， 入社

成员

7.1

万户， 辐射带动农户

26.5

万户 ， 覆盖率达

42.7%

。 去年

10

月， 焦作市被确定为河南省农民专

业合作社发展工作试点市， 全市粮

食规模种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种

粮大户、 种子企业等共

195

家， 涉

及耕地面积

6.9

万亩， 约占全市耕

地面积的

2.4%

； 农村土地流转面

积达

35.5

万亩 ， 占家庭承包土地

面积的

15.6%

。

农机部门按照 “立足大农业，

发展大农机， 服务新农村” 的发展

思路， 扎实工作， 开拓进取， 率先

在全省基本实现了主要粮食生产机

械化， 农机总量达

64

万台， 农机

总动力达

358

万千瓦， 亩均动力达

1.53

千瓦， 装备水平居全省前列；

农 业 生 产 综 合 机 械 化 水 平 达

78.8%

，

(

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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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蕊 ） 昨日上

午， 市委副书记、 市长孙立坤主持

召开对接中原经济区规划编制项目

谋划工作会议。 孙立坤强调， 要高

度重视规划编制， 注重总体战略把

握， 做好重大项目论证实施， 力争

更多项目列入中原经济区规划。 市

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赵建军， 副市

长李海松出席会议。

会上， 市发展改革委汇报我市

对接中原经济区规划编制和重大项

目谋划情况。 中原经济区规划编制

工作启动后， 我市积极行动， 主动

对接 ， 初步谋划提出了

106

个项

目， 总投资

3510

亿元。 同时， 紧

紧围绕 《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

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 》、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焦作市

建设中原经济区经济转型示范市总

体方案的通知》、 《焦作市建设中

原经济区经济转型示范市实施方

案》， 经过认真筛选、 策划、 整合、

包装， 提出了郑州—焦作—晋城—

太原快速铁路、 南太行旅游高速公

路、 焦作现代化工循环经济产业园

等

40

个对中原经济区建设全局有

影响的重大项目， 总投资

2951

亿

元。

孙立坤强调， 一是要进一步重

视规划编制。 为更好推进中原经济

区建设， 国家启动了中原经济区规

划编制工作。 重视规划编制就是重

视国家大局 、 中原大局和焦作大

局， 就是重视焦作的长远发展， 就

是重视中原经济区经济转型示范市建设。 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 抓

住机遇， 积极配合做好中原经济区规划编制工作。

二是要进一步重视总体战略把握。 要认真学习、 深刻理解、 准确

把握 《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 和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焦作市建设中原经济区经济转型示范市总

体方案的通知》 精神， 以高度的自觉性切实抓好贯彻落实。 在编制规

划时， 要凸显焦作发展的总战略、 凸显焦作的特色优势、 凸显焦作的

区域优势。

三是要进一步重视重大项目论证实施。 要科学论证， 把支撑经济

转型示范市建设的重大项目谋划好、 论证好、 筛选好、 争取好。

四是要进一步重视规划衔接沟通。 积极与国家发展改革委、 省发

展改革委对接， 吃透上情， 摸清市情， 为科学编制规划奠定基础。

五是要进一步重视工作时间节点。 机遇稍纵即逝， 各级各部门主

要负责人要亲自安排、 亲自部署， 争分夺秒， 加快进度， 认真抓好落

实， 力争谋划的项目尽可能多地进入中原经济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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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正在全自动检测线检测高性能乘用子午胎外观质量。

500

万套高

性能乘用子午胎项目总投资

10.49

亿元，现已全面建成投产，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13.36

亿元、利税

2.82

亿

元。 该公司生产的乘用子午线轮胎是新一代的绿色节油轮胎，使用环保型原材料、创新的产品设计及新生

产工艺，在生产过程中实现了低烟气、低粉尘、低噪声和低能耗，产品无毒无害、安全、节油、低噪声、抗湿

滑，符合欧盟

REACH

法规环保标准。 本报记者 赵耀东 摄

务实重干的科学统筹

———再论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之七

□

何 平

（一）统筹，是驾驭万事万物的

一种高超智慧。

统筹兼顾是唯物辩证法的方

法论，也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的一条重要经验。

为什么很多地方过去拿“绿水

青山”换“金山银山”，现在又用“真

金白银”换“碧水蓝天”，演绎发展

的“轮回”？

为什么近年来农民收入稳步

增加，但“相对贫困”的阴影却挥之

不去，城乡差距不断拉大 ，遭遇发

展的“窘迫”？

为什么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历

史机遇面前 ， 我们有时既怕外商

“来不了”，又怕项目“摆不下 ”，陷

入发展的“两难”？

矛盾所在，在于“三化”协调还

没有在实践中得到根本解决；症结

所系，系于统筹兼顾还没有在发展

中得到充分体现。

统筹 ， 是在不平衡中谋求平

衡，在不协调中力争协调 ，在谋划

全局中分清主次，在加快发展中着

眼长远。

（二）统筹，是推进科学发展的

一种规律把握。

十年前，当科学发展观的旗帜

树立时，“统筹”就成为科学发展观

的明显特征———统筹城乡发展、统

筹区域发展、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

发展和对外开放。 统筹兼顾成为科

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

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纵横

交错、相互渗透、彼此制约、互为因

果的开放、变动、立体的网络 。 政

治、 经济与社

会，工业、城镇

与农业，教育、

科技与文化 ，

人口、 资源与

环境等等 ，无

不紧密相连 、

互动共生。

我们讲发

展是硬道理，但发展具有丰富而深

刻的内涵，是一种辩证运动 ，有其

自身规律性。 拿经济与社会的关系

来说，没有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成

了“无米之炊”；离开了社会发展 ，

经济发展就是“水中捞月”。

发展的全局性 、层次性 、持续

性、协调性，要求我们在工作中运

筹帷幄、统筹兼顾。

（三）统筹，是历史启迪现实的

一种必然选择。

放眼世界历史进程 ， 从英国

“羊吃人” 的圈地运动到美国驱逐

印第安人的“西进运动”，从印度贫

民窟到“拉美陷阱”，农业社会向工

业社会的转变中，很多国家和地区

牺牲了农民和低收入人群的利益，

付出了高昂“学费”。

改革开放，“中国道路”魅力彰

显，科学发展成就辉煌。 但我们要

清醒地看到，在发展中还存在不平

衡、不协调等矛盾和问题。 转变发

展方式、突出统筹兼顾已成当务之

急。

统筹， 在河南更是迫在眉睫。

目前全国能够调出粮食的省 （市、

自治区）只有

6

个，河南是其中之

一，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和地位

举足轻重；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近

600

人的河南， 脆弱的生态和环境

再也经不起折腾 。 建设中原经济

区，农业和粮食，只能加强，不能牺

牲；生态和环境，

(

下转二版

①)

再论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中原崛起，“三化”为途。 “三化”协

调，贵在统筹。

统筹，缩小城乡差距的要诀，破解

二元结构的关键，协调“三化”发展的

法宝。

统筹，是正确的思维方式，是规律

的准确把握，是科学的工作方法，是高

超的领导艺术。

建设中原经济区，走好“三化”协调

科学发展之路， 离不开统筹的意识、少

不了统筹的思维、缺不得统筹的举措。

只有深刻认识和掌握统筹这门学

问，才能坚守“两不牺牲”的庄严承诺，

才能发挥新型城镇化的引领作用、新

型工业化的主导作用、 新型农业现代

化的基础作用，始终力争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生态效益的互促共赢，才能真

正实现质与量、好与快、物与人、人与

自然的有机统一。

统筹之策，重在转变。 无转变，难

统筹；无统筹，难协调；无协调，难发

展。

重在统筹，难在统筹，为在统筹，

效在统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