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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走转改 喜迎十八大

河南秋粮生产好于常年

93 亿元收购资金到位

新华社郑州

10

月

14

日电 （记者

李鹏） 来自河南省农业部门的消息 ，

目前河南全省的秋粮收获已基本结

束，秋粮生产总体好于常年。 为保持秋

粮收购市场平稳，

93

亿元秋粮收购信

贷资金已全部到位。

据河南省农业厅的最新统计 ，截

至目前 ， 河南秋作物收获面积达到

10940

万亩， 占总播种面积的

90%

以

上。

河南省农业厅相关负责人分析 ，

高产作物玉米产量的增加， 将使今年

河南的秋粮生产总体好于常年。 高产

玉米产量增加一方面由于播种面积的

扩大，

4600

多万亩的播种面积比上年

增加

100

多万亩； 另一方面缘于主导

品种与主推技术推广带来的单产增

加， 今年全省优质高产玉米的良种覆

盖率达到

100%

， 玉米机播率

84%

，六

成左右的玉米实现机收， 比去年提高

约一成。

与此同时，河南的秋粮收购工作已

启动。 据了解，为确保收购市场的稳定，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河南省分行

93

亿元

的秋粮收购信贷资金已全部到位。

据河南省农业部门调查，目前，河

南新上市玉米收购价格为

1.05

元

/

斤

至

1.15

元

/

斤， 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分析认为，在“农资、人工、土地租金上

涨导致的秋粮种植成本增加”和“小麦

替代玉米饲用量增加导致的下游需求

不振”双重因素影响下，未来玉米的价

格上行空间有限，行情将趋稳。

本报讯 （通讯员高原、 邱明媚）

10

月

14

日， 河南晋煤天庆煤化工燃气子项目结

束管道预冷工作， 进入煤层气置换的步骤，

正紧锣密鼓地为几天后的投运作最后的准

备。该项目总投资

2

亿元，全面投运后每天可

为沁阳市产业集聚区提供

48

万立方米的燃

气。 这是沁阳市全面推动新开工、总投资

153

亿元的大项目的一个缩影， 这些项目涉及现

代化工、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其中投资亿元以

上项目

30

个、

10

亿元以上项目

6

个。

“经济形势越困难，越要善抓机遇大上项

目。 我们要用足、用活项目带动这个抓手，积

极谋划新型工业化持续转型提升。”沁阳市委

副书记、市长魏新洪如是说。

近两年，该市大力实施“项目带动、资本

活市、人才兴沁、环境赢商”战略，每年都有

30

多个投资超亿元项目落地生根， 陆续有

8

家全国

500

强企业花开沁阳， 形成了以新能

源、现代化工、装备制造等产业为支撑的新型

工业化格局。

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 沁阳的项目

建设面临挑战。该市积极化挑战为机遇，前不

久出台了“十六条”经济新政，斥资

8000

余万

元帮助企业渡难关， 努力打造最善待企业的

城市，上项目、搞技改、提素质、降成本、挖潜

力已成为当地企业的主动选择， 该市重点工

业项目建设呈现出质量好、速度快、企业积

极性高的特点。目前，该市超威、永威、崇义

轻工等骨干企业均实现产销两旺， 全市纳

税超千万元企业达到

11

家。

今年

1~8

月份， 沁阳投资千万元以上

的项目有

236

个，计划总投资

619

亿元，其

中工业项目投资超亿元的

45

个、 超

10

亿

元的

13

个。

“越是逆境，越要有信心。 在科学谋划

的基础上，要加快在建项目的施工进度，加

大先进制造业项目的招商力度， 加强人才

的引进，积极引导企业上市、上规模，帮助

企业实现高产出、高效益。 ”沁阳市委副书

记毛文明说。

据统计，今年

1~8

月份，该市财政总收

入完成

13.5

亿元，同比增长

10.6%

；地方财

政收入完成

9.5

亿元， 其中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完成

8.5

亿 元 ， 分 别 增 长

8.3%

和

9.6%

。

譹訛2

本报讯 （记者原文钊 通讯员王明

月） 记者昨日在马村区了解到 ， 该区在

“党员干部下基层”活动中，所有区级领导

和区直单位均建立农村（社区）联系点，下

派

45

个区直帮扶工作队，

135

名区直机关

干部驻村帮扶；各街道共下派

42

个帮扶工

作队，

240

名街道机关干部驻村帮扶。

该区帮扶单位对帮扶对象进行了集中

走访，召开座谈会

300

余场次，撰写调研报

告

400

余篇， 与

980

余户困难党员群众结

成帮扶对子， 为群众办实事、 好事

300

余

件。同时，该区对照“五个好”标准以及党组

织带头人、工作思路、工作制度、活动阵地、

保障机制、工作业绩、群众反映七项分类定

级指标， 对全区

185

个基层党组织全部实

施分类定级帮扶。截至目前，全区共看望慰

问困难党员、困难群众

1000

余人次，资助

物品、设备及资金等合计

12

万余元，协调

解决困难

600

余个，帮助东韩王、土门掌、

后夏庄、白庄等

20

个村争取项目投资

750

万

元。

为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下基层”活动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 该区不断扩大走访活动的

外延， 组织党员干部指导社区换届工作， 开

展非公企业党建工作， 做好举办一场政策技

术宣讲课堂、 破解一道基层组织建设难题、

办好一件为民实事等工作， 同时送技术、 送

信息、 送服务、 送温暖， 帮助农民群众增收

致富。

该区区委要求各基层党委、 各级党组织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创新活动内容，有

力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水平。待王街道的“明星

村党支部书记”评选成为选树典型的新载体，

安阳城街道的“村务发言人”活动成为深化党

务、村务公开的新举措，演马街道的“农事村

办”成为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的新模式，区教

育局、工信局的“阵地标准化”成为行业系统

党建规范化、实效化的新途径。

该区要求区直单位每月向区活动领导小

组汇报工作，同时成立三个督导组，定期或随

机深入一线， 及时掌握党员干部下基层的动

态及成效。 该区区委主要领导定期到各自联

系点调研工作， 随时随地检查各帮扶单位的

工作开展情况， 有力促进了 “党员干部下基

层”活动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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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阳市：153亿元项目鼎力促转型

马村区：300多名干部基层帮扶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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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十

连

增

”

探

秘

本报记者 郭树勋

本报通讯员 张 娟

玉米刚刚收获结束， 从孟州便传出喜

讯：今年该市收获玉米

30

万亩、小麦

38

万

亩， 粮食总产量达

393

亿公斤， 这也是自

2002

年以来该市粮食总产量的连续第十

年攀升。其中，该市小麦高产

4

次刷新全国

纪录，荣获全国、全省粮食生产先进县市等

称号。

10

月

9

日，省委常委、副省长刘满仓

到该市调研，对其实现粮食产量“十连增”

给予了高度评价。

孟州何以实现粮食产量“十连增”？ 该

市市委书记魏超杰说：“我们走的是新型农

业现代化发展之路， 在推进粮食高产创建

中有‘三个持续’，一是持续政策惠农，二是

持续示范带动，三是持续科技给力。 ”

以落实惠农政策为基点，

激发农民种粮热情

今年三秋， 孟州市会昌街道三道沟村

村民马立新成了大忙人， 他买了一台青贮

机，不仅可以快速收获玉米，还实现秸秆就

地粉碎，极大地提高了秋收效率，短短一个

月就收获玉米

6

万余亩。

而让马立新更高兴的是， 在购买这台

青贮机时，他还享受到

12

万元的国家农机

补贴。 所以，他逢人便说：“有了惠农政策，

俺耕田种地有信心。 ”

粮食生产的大发展离不开国家和地方

惠农政策的扶持。孟州认真落实种粮直补、

良种推广补贴等政策， 大力扶持高产创建

示范田、优质种子繁育田等，自

2007

年以

来已兑现政策资金

7000

余万元；持续实施

农机补贴项目 ， 目前共发放补贴资金

2822.7

万元， 补贴各类农机具

5262

台套，

惠及农户

3907

个， 带动农民投入

0.94

亿

元；不断增加投入，完善农业基础设施，使

全市机电排灌面积达

36.45

万亩， 有效灌

溉面积达

34.4

万亩， 旱涝保收田达

32

万

亩。

“这些‘真金白银’极大地激发了农民

种粮积极性， 使得近年来孟州的种粮面积

持续增加，粮食单产也屡创新高。 ”该市农业局一名工作人员说。 目前，

该市拥有耕地

43

万亩， 夏、 秋两季粮食种植总面积稳定在

60

万亩以

上；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

45

万千瓦，建成“田成方、林成网、路相通、旱

能浇、 涝能排” 的标准农田

10

万亩， 主要粮食生产机械化水平达到

94%

，为粮食高产创建奠定了基础。 （下转二版）

“村企联姻”惠农家

本报记者 原文钊

本报通讯员 张俊杰 郑腾啸

“县里开展‘村企联姻’活动

后， 焦作多尔克司示范乳业有限

公司给我们学校送来电脑、 钢琴

等学习用具和面包车， 孩子们可

以用电脑、上音乐课，上下学也方

便多了。 ”日前，记者在武陟县北

郭乡城子村采访时， 该村小学几

名教师高兴地说。

“除了帮扶学校外，县里许多

企业还和俺村结成帮扶对子，帮

助村民解决生产和就业问题。”该

村党支部书记朱黑贞告诉记者。

“村企联姻”是今年武陟县改

善民生的一项重要举措， 在解决

企业用工和农民就业问题的同

时，根据村企对接合作协议，企业

还帮助村里实施建设公益工程、

帮扶特困群体、 发展农业产业化

经营。“河南省百疗怀药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和俺村的种植大户签订

了山药、牛膝订单种植加工协议，

以点带面，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

效。 ”朱黑贞说，“两年来，多尔克

司公司为俺村小学设立教育基

金，加上捐赠电脑、钢琴、面包车

和助学款等，共

15

万元哩。 ”

据了解， 为整合优化农村资

源和非公有制企业资源， 进一步

深化“先锋引领”活动，该县按照

“党委引导、双方自愿、优势互补、

联系共建”的原则，以制订一个符

合村情实际的发展规划、 建成一

个规范化党员活动室、 共同参加

一次组织生活、 为农村办一件实

事、 帮助一个贫困户脱贫致富的

“五个一”为主要内容，积极组织

开展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与农村

党组织结对联建活动。

朱黑贞说，近年来，多数企业

员工流失现象较为严重， 对企业

的正常生产运营影响较大，“村企

联姻”后，企业员工以附近村庄的

农民工为主，稳定性显著增强，不

仅解决了农民在家门口就业的问

题，而且成为缓解企业“用工荒”

的一剂良药。

截至目前， 该县已有

42

家企

业与

42

个村街结成帮扶对子，为

村街代培人员

500

余人次，发放市

场购销信息等

5000

余份， 为农村

“种养加”大户提供扶持资金

50

余

万元，帮扶致富项目

68

个。

譹訛2

霍增森同志逝世

市政协原主席霍增森

同 志 因 病 医 治 无 效 ，于

2012

年

10

月

12

日

18

时

25

分不幸逝世 ， 享年

85

岁。 霍增森同志遗体告别

仪式将于

2012

年

10

月

17

日

8

时在市殡仪馆举行。

霍增森同志

1927

年

12

月出生于河北省邢台

县 宋 家 庄 乡 前 河 岔 村 ，

1943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

1945

年

4

月参加工

作， 先后任河北省邢台县

公安局队员， 河南省新乡

县民政科科员、 师庄区副

区长， 河南省获嘉县四区

区长， 焦作电厂党委委员

兼宣传部部长，焦作矿山机械厂党委书记，焦作市重工业局局长，

中共焦作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兼市经委主任，中共焦作市委

副书记、市长，政协焦作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政协焦作市第七

届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政协焦作市第八届委员会主席、党组书

记。

1995

年

11

月，霍增森同志离休。

产粮大县的责任与担当

□

李若鹏

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为代价、走“三

化”协调科学发展之路，省九次党代会铿

锵有力的声音， 着实让滑县县委一班人

既激动不已，又压力重重。

河南是中国产粮大省， 产量占全国

的十分之一。 滑县是河南产粮大县，每千

斤粮食就有

25

斤产自这里。 粮食是基础

性、 战略性资源， 滑县人对此有清醒认

知；“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滑县人尤其

感同身受；粮食安全要靠责任与担当，滑

县人懂得这个承诺的意味和分量。

滑县因粮而兴， 出自于对以农为本

的历史传承。

5000

年来这里就是五谷丰登之地，

崇农、重农、劝农，“农本”文化在这里代

代相传；种粮、丰粮、爱粮，农耕文明在这

里源远流长。

世世代代， 滑县人在这片沃土上播

种着五谷，收获着希望，孕育出浓郁的种

粮情结，练就了精耕细作的种粮绝活。 直

到今天，每逢开镰时节，成千上万的滑县

人，舍弃数倍于种地的进城务工收入，千

里迢迢返回家乡夏收秋种。

滑县因粮而荣， 源自于对土地和粮

食的血肉情感。

作为人口大县、 农业大县、 粮食大

县， 滑县人许多年来一直怀揣着光荣与

自豪：

年产

17

亿斤小麦———中国小麦第

一县；

年产

27

亿斤粮食———连续

20

年全

省第一；

一任接着一任干 、 一张蓝图绘到

底 、 一以贯之谋发展 ， 滑县人持续接

力———摘取全国唯一的粮食生产先进

县九连冠……

2011

年

12

月， 在国务院首次召开

的全国粮食生产表彰大会上，总理亲自

把沉甸甸的奖杯送到了滑县人手中。

滑县也因粮而困，来自于保障粮食

安全的严峻挑战。

在粮食生产受耕地、水利、资源、天

气等自然因素影响较大的情况下，如何

解决粮食刚性需求与农业弱质特点的

矛盾，确保粮食持续增产？ 滑县人正在

积极地破解难题。

在种粮成本不断上涨、 粮食价格徘

徊不前、 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的现实背

景中， 如何解决粮食刚性需求与农民增

收需求的矛盾， 持续调动农民种粮的积

极性？ 滑县人正在努力地寻找出路。

在改变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方式

为现代化的规模经营，为粮食生产提供

持久动力的过程中，如何解决粮食刚性

需求与小农经济现状的矛盾？ 滑县人正

在不懈地探索实践。

在加快产业集聚、推进新型工业化进

程中，如何解决粮食刚性需求与耕地锐减

现实的矛盾？ 严守耕地红线，合理、集约、

高效利用每一寸土地，滑县人正在坚决地

贯彻落实。

站在新起点，面对新挑战，滑县人如

何担当使命，既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又实

现“洼地起跳”、富民强县？

答案是：必须以领导方式转变促发展

方式转变。 “以转促转”，关键在转；“以变

求变”，落脚在变。 领导方式往哪转？ 怎么

转？ 滑县人在学习实践活动中方向更明

确、认识更深刻、思路更清晰。

在解放思想中转。 建设中原经济区，

走好“三化”协调路，赋予“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与时俱进”更直接、更具体的意义和

内涵。 滑县文化底蕴虽厚重、资源优势虽

独特，但因循守旧的保守心态还有，小富

即安的小农意识还强。 （下转二版）

何平感言

讲责任，不能不讲“不以牺牲农业和粮

食为代价”这一庄严承诺。

讲担当， 不能不讲加强新型农业现代

化这个基础。

粮安天下，粮稳中国。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能不能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河南的同志肩上是有责任的。 ”

13

亿中国人， 靠别人养活绝不可能，

河南粮食生产出了问题， 把全世界市场上

流通的粮食都拿来，也补不上。

河南的粮食如何保？庄稼是种出来的，

不是说出来的。全省第一产粮大县滑县，不

让粮农吃亏，不让粮田减少，不让农业科技

棚架，不让基础设施废弛，让粮食装满农民

的“米袋子”，让种粮鼓起农民的“钱袋子”，

以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以转促转，以变求变。

全省粮食生产大县都如滑县这么想、

这样做，则粮食可保，群众可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