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作

北京西

新乡

鹤壁

安阳

邯郸

邢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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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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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地产联合钜惠!

中央区 · 市府旁 · 星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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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天气：晴天到多云，偏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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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18～32℃

；明日多云到阴，偏东风

2~3

级，

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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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日报》昨日报道

流 转 出 来 的“金 土 地 ”

———焦作市强化新型农业现代化基础作用报道之二

河南日报记者 李建华

焦作日报记者 杨仕智

1998

年， 伴随着第二轮土地承包责

任制的实施，土地流转的第一把星火在焦

作市点燃。

随着焦作市工业转型持续推进，农村

二、三产业的崛起，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蓬勃发展，农业标准化

基地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焦作市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流转呈现燎原之势。全市按照

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共流转农村土地

37.6

万亩， 占全市家庭承包土地面积的

16.4%

，涉及

10.9

万个原承包户，占全市承

包农户数

18.5%

。

“三策联动”助力土地流转

市场拉动、政府推动、政策扶持，是推

动焦作市土地加速流转的动力之源。

作为我省重要的工业城市，焦作通过

优化产业结构、 培育新的优势产业集群，

促进工业持续转型升级，吸引了大量农村

劳动力到工业企业就业，成为新的产业工

人，他们在农村所承包的土地需要有人耕

种。 而焦作市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程度的

不断提升，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 农

户小规模分散经营已经难以与市场需求、

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以及现代农业规模

经营、产业化发展的要求相适应。 在坚持

农户家庭承包经营权、收益权不变的基础

上， 对农户所承包土地进行合理流转，实

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规模经营，成为

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适应农业发展需要，焦作市按照中央

的要求， 在土地流转方面采取市场拉动、

政府推动、政策扶持等多种措施，强化对

土地流转的引导，初步形成了加速有序流

转的格局。

在市场拉动方面， 沁阳市成立了县、

乡两级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和村级农

村土地流转服务站，依托沁阳科技网开通

“建设新农村土地流转频道” 信息发布平

台。县、乡、村三级服务机构利用现代网络

技术， 搭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顺

畅流转市场，有土地流转意向的农户通过

便捷的网络体系， 就能与受让方实现快

速、有效对接。 武陟县通过建立土地流转

市场，完善服务体系，极大地调动了各乡

镇和农村土地流转的积极性。该县乔庙乡

马宣寨村有

1927

人， 其中长年在外务工

的近

400

人， 占全村人口的

20%

多，

2006

年村里成立了武陟县菡香生态农业专业

合作社， 流转土地

1900

多亩从事无公害

稻米生产， 所产的菡香牌稻米远销北京、

山西及我省郑州等地。

在政府推动方面，博爱县、修武县成

立了县、 乡农村土地流转工作领导机构，

形成一把手负总责、分管副职各司其职抓

落实的工作机制。 县里定期召开会议，研

究解决土地流转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促

进了土地流转工作的顺利开展。 目前，修

武县通过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形式共

流转土地

6

万亩，占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

营面积的

24%

。

在政策扶持方面，武陟县出台了关于

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工作的意见、土地流转

实施办法和规范的流转合同文本，推动土

地流转的规范运作。修武县对土地一次性

全部流转的农户， 每亩每年补贴

100

元，

期限为

3

年；对承接土地流转连片规模在

200

亩以上的， 县财政每亩每年补贴

200

元，连补

2

年；对承接土地流转连片规模

在

500

亩以上的，连补

3

年。 博爱县对通

过土地流转、连片种植蔬菜

100

亩以上的

大户，县、乡财政每亩每年补贴

300

元，连

补

2

年；对规模在

500

亩以上的 ，连补

3

年；（下转三版

③

）

统一战线

6

年资助

5000

寒门学子

今年，600 名贫困家庭孩子获赠 230 万元

本报讯 （记者王言 见习记者岳静） 昨

日上午，由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市民政局携

手举办的“焦作有爱———资助贫困家庭大学生

2012

在行动” 活动在市会议中心门前隆重举

行。 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杨

京伟应邀出席，市委书记路国贤致辞，市委副

书记、市长孙立坤为统一战线爱心人士代表颁

发荣誉证书和奖牌，市领导郭国明、原振喜、杨

娅辉、张动天、贾书君、王建国、孔祥群、郝立富

出席活动。

据悉，“焦作有爱”资助贫困家庭大学生活

动已开展

6

年，共募集善款

1000

多万元，资助

贫困大学生

5000

多名 ，

1500

多家企业与近

3500

个贫困家庭结成“一帮一”帮扶对子。此次

活动现场资助

180

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家庭大

学生， 他们每人将获得

5000

元的资助善款，

并与统一战线爱心人士结成长期帮扶对子 ，

直至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同时， 各县市区统

战部门都将组织开展 “焦作有爱” 活动。 届

时， 将有

600

余名贫困家庭学生受到统一战

线各界人士捐赠的

230

万元的资助。

杨京伟在讲话中指出，近年来，焦作市委

统战部、市工商联充分发挥经济统战、和谐统

战、人脉统战、稳定统战的优势，在助推转型发

展、服务民生改善、营造和谐环境等方面作出

了积极贡献，“焦作有爱”活动已经成为焦作统

战工作的一个著名品牌。 希望焦作统一战线在

中共焦作市委的领导下，以“焦作有爱”这个品

牌为抓手，进一步拓宽渠道，动员更多的有识

之士伸出温暖之手，聚社会合力，融社会资源，

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支持、部门出力、社会广泛

参与的服务民生大格局，为焦作构建和谐社会

作出更大的贡献。

路国贤热情洋溢致辞。 他说，我今年已经

是第六次参加这样的活动了，

6

年来，我见证了

焦作市委统战部组织的这一关心、关爱、资助

贫困家庭孩子上学的这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

感和深深大爱的重要活动。 每参加一次这样的

活动，我都受到一次教育，受到一次心灵的强

烈震撼。

6

年来，“焦作有爱”活动一次比一次办

得好，影响力越来越大，参与的社会各界越来

越广泛，得到了上级领导机关的高度重视和大

力支持。 这样的活动是一个创新，体现了以人

为本、构建和谐，体现了各级党委、政府对人民

群众的关心，体现了各级统战部门对人民群众

的关爱，体现了社会各界和企业家对社会强烈

的责任感。 我代表全社会对给予贫困家庭孩子

们善心帮扶的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表示衷心

的感谢。

路国贤说，近年来，我们的经济社会有了

很大的发展， 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

高。 但是，我们也要承认，由于各种原因，我们

还有一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我们这些年来

受到资助的学生就是这样。 我们要实现的小康

是所有人的小康，不是一部分人的小康，全社

会都要关心、资助、关怀贫困家庭和贫困家庭

的孩子们。 爱心资助贫困家庭孩子的企业家是

我们社会各界学习的楷模， 我们要学习他们强

烈的社会责任感，学习他们的爱心奉献。希望受

资助的孩子们不辜负社会各界的期望， 不辜负

家庭的期望，好好学习，增长知识，将来为祖国

的建设、为焦作的发展作出贡献。 让我们共同

携起手来共筑和谐，让我们的明天更加美好。

活动现场，统一战线爱心人士代表、受资

助学生代表、家长代表发言。

昨日上午，由市委统战部、 市工商联、 市

民政局携手举办的 “焦作有爱———资助贫困

家庭大学生

2012

在行动” 活动在市会议中心

门前隆重举行。 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赵耀东 摄

“好”字当先 “多”字主打 “快”字牵头

孟州市项目建设领跑县域经济

本报讯 （通讯员李霞 ） 围墙

已经全部圈起， 两个车间的框架

也陆续立起， 上百名基建工人挥

汗如雨在工作……

8

月

8

日， 在孟

州市产业集聚区总投资

20

亿元的

汽车尾气净化器项目建设工地 ，

笔者被眼前繁忙的施工景象深深

打动， 更为这个

6

月份才刚刚动

工的项目进展之快而称奇 。 该项

目负责人说， 照这样的建设速度，

项目预计今年

11

月份完成一期工

程，实现当年开工、当年达产、当年见

效。

而在距此西

3

公里的另一个

项目建设工地———河南省德众公

共保税中心，综合办公楼、保税仓

储、大型展销区、保税油区等

10

多

个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也在紧锣密

鼓地进行。 作为重要的对外开放窗

口，孟州市委、市政府为项目的洽

谈、落地、开工、建设倾注了极大的

心血，目前该项目正倒排工期加速

推进， 限定在

11

月底前封关投入

使用。 （下转三版

②

）

全省各地热议“新九论”第七篇

统筹走好“三化”协调发展之路

本报讯 河南日报记者王磊 、

芦瑞、 薛世君报道：“不谋全局者，

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

以谋一时。”

8

月

15

日，“新九论”第

七篇《务实重干的科学统筹》刊发

后，引起了全省各地的广泛关注和

热议， 许多干部群众表示，“走好

‘两不三新’、‘三化’协调科学发展

之路，关键在做，重在统筹。 ”

“破解河南发展难题 ，破解之

法在统筹，破解之钥在转变。 ”省财

政厅厅长钱国玉认为，“建设中原

经济区，走‘三化’协调发展之路，

涉及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必须坚

持重在统筹。 科学理财、统筹运作

势在必行， 要统筹安排各类资金，

紧紧抓住经济社会发展中最突出

的矛盾，找准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

题，集中财力办大事。 只有转变方

式巧运作，在‘转’字上狠下工夫，

努力用领导方式转变促进理财方

式转变，以理财方式转变服务发展

方式转变，才能主动跳出‘就财政

论财政’的小圈子，统筹运作、科学

运作财政资金，让有限资金发挥出

最大效益，成为中原经济区建设的

有力保障。 ”

“这篇文章有很强的针对性和

指导意义，对基层来说，如何结合

实际、统一运筹，探索本地发展路

径，至关重要。 ”在义马市委书记张

松林看来，“认识要转变， 必须从

‘三化’ 统筹协调发展的高度去认

识和把握现实问题； 观念要转变，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下转三版

①

）

博爱县首届竹编

大赛开始

俄罗斯频频向日

本“秀肌肉”为哪般

致全市穆斯林同

胞的慰问信

２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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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报热线

央

视

昨

日

︽

新

闻

联

播

︾

重

点

报

道

我

省

﹃

三

化

﹄

协

调

新

探

索

﹃

三

化

﹄

一

盘

棋

解

﹃

河

南

之

难

﹄

本报讯 据河南日报记者

董学彦、 陈学桦报道：

8

月

15

日，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播出

《中原实验

:

“三化” 一盘棋解

“河南之难”》（详见

www.dahe.

cn)

，以舞钢市的新型农村社区

建设为切入点， 对我省以新型

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科学发

展的新探索进行了深入报道。

报道中说，人往哪里去？地

从哪里来？粮食怎么保？发展怎

么办？ 一直是困扰河南上下的

四大难题。 在建设中原经济区

的实践中， 河南以新型城镇化

为引领，探索出一条破解“河南

之难”的新途径。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用

“了不起” 评价我省的新探索：

河南积极探索一条不以牺牲农

业和粮食、 生态和环境为代价

的“三化”协调发展的路子，这

是一个有胆识的想法， 切中了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问

题。

在央视的镜头中， 舞钢公

司冶金铁前配套项目负责人殷

国军在工地上忙碌， 因为一期

工程月底就要投产；同一时间，

瑞祥农牧老板钮延军正忙着给

猪崽盖房， 新的养殖场可容纳

20

万头生猪；而尹集镇张庄社

区

66

岁的邱建功正在享受含

饴弄孙的美好时光。

报道说，这看似“八竿子打

不着”的三个人，其实都在一盘

棋上。时间倒退到

3

年前，这盘

棋上的每一个棋子都差点把舞

钢市委书记高永华“将”死。

报 道 揭 示 了 其 中 的 根

源———因为没有土地， 被视为

舞钢最后救命稻草的炼铁项目

难以上马； 钮延军的生猪养殖

场差一点被“屎尿”憋死；由于

山沟里穷， 邱大爷村庄的小孩

找个媳妇都困难。

农业产业化调整没有空

间， 工业结构调整项目落不了

地，城乡居民增收没有途径，所

有症结都指向了土地。

转机来自一张按满张庄人

红手印的协议书。

报道介绍， 张庄村紧邻风

景区，

90%

的乡亲要求“下山上

楼”搞旅游。

2010

年，张庄村和

其他

4

个行政村被并入张庄社区。 小小的张庄竟然腾挪出上

百亩建设用地。 有了张庄的经验， 舞钢市把全市

190

个行政

村整合到

17

个中心社区，腾出土地

4.33

万亩。舞钢市的很多

发展规划全都落了地。

高永华说， 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前提的新型农村

社区建设这颗棋子一落地，满盘皆活。

报道说，在河南全省这个更大的棋盘上，保粮食和谋发展

正在进行艰难博弈。 一方面，河南全省每年用地需求约

80

万

亩，国家指标不到

30

万亩；另一方面，河南

4.7

万个村庄面积

总和比城乡居住和工矿用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三还要多， 如果

通过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进行迁并整合， 就能腾出

400

多万亩

土地，相当于为河南未来十几年的发展腾出了空间。

与此同时， 河南在城乡建设用地和耕地之间按照

1∶1.05

的比例进行占补平衡，耕地总量不降反升。 今年上半年，河南

夏粮实现“十连增”并再度全国夺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