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市“环境大接访”明日举行
您有环境问题可现场投诉

信阳消息（周刚）明日上午
9

时至
11

时，由市环保局联合市纠风
办、 市信访局举办的全市环境大接
访宣传活动， 将在全市中心城区和
8

县
(

区
)

同时拉开帷幕。 届时，市环
保局及各县

(

区
)

环保局工作人员将
走上街头，现场接受群众投诉，现场
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明日的活动中， 市环保局将在
西亚和美广场前设立活动会场。 市
环保局提醒广大市民， 有环境问题
需要投诉或咨询，可到活动现场去。

如反映、投诉环境污染问题，还可提前
做好相关准备，将你要反映的问题写成
文字材料， 并尽量收集有关的图片、录
像等资料证据。 此外，环保部门接受投
诉实行实名制，因此投诉时一定要留下
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便于环保执
法人员查处后及时向你反馈情况。

同时， 市民也可随时拨打环保热线
12369

进行咨询投诉。

信阳红新茶城

高铁给力茶乡产业升级

� � � �

随着从郑州开往广州南的
G535

次高铁平稳地停在了武汉火
车站的站台上，走上电梯，每一位
到武汉的信阳人都能亲切地感受
到家乡的味道———映入眼帘的是
火车站前“文新信阳毛尖”的广告
牌。 “看到家乡的茶产业能在异地
他乡打响品牌，心里别提多骄傲和
自豪了！ ”来武汉出差的张先生对
记者如是说。

作为全国十大名茶之一的信
阳毛尖，以外形细圆紧直，色泽翠
绿，白毫显露，内质汤色嫩绿明亮，

滋味鲜爽回甘，香气馥郁持久而享
誉海内外，具有生津解渴、清心明
目、提神醒脑、去腻消食等多种功
能。信阳的茶除了是老百姓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种健康饮品，是信阳
人的骄傲，更是信阳经济的重要支
撑之一。

2009

年，河南省委书记卢
展工在信阳视察时，一语点醒信阳

的茶叶市场：充分利用丰富的茶叶
资源，开发茶叶新品种。从此“信阳
红”这个响亮的名字便成为信阳茶
叶市场的新亮点。

2010

年
4

月研
制成功，

2011

年就以
6000

多吨的
产量、 约

16

亿的产值在信阳茶叶
总产值中占据近

1 ／3

的比例。 “信
阳红” 不仅丰富了信阳的茶市场，

取得了骄人的经济效益，还拉长了
信阳茶产业的产业链，带动了绿茶
的销售。 在高铁沿线，乃至全国各
地，每个信阳毛尖专卖店内，“信阳
红”与“信阳毛尖”“红绿两相宜”，

既成为信阳人的骄傲，也成为信阳
的“城市名片”。

截至
2011

年年底，信阳茶园
面积达到

210

万亩，从事茶产业的
农民达到

110

万人，干茶总产量达
到

4.6

万吨， 产值
56

亿元。 对于
800

多万信阳人来说，几乎每个人
的亲朋好友中，就有人在从事与茶
相关的产业。高铁开通给信阳茶产
业所带来的收益，普通人算的账更

清楚。 “以前就是春上新茶刚下来
的时候最忙，后来有了‘信阳红’，

一年到头都忙。 如今高铁一开通，

信阳还是个大站，越来越多的外地
客人慕名到信阳来买茶叶，更是忙
得不可开交。 ”家住三里店的邱先
生乐呵呵地说，他原是一名出色的
木工师傅， 因为一次工伤后内退，

如今凭借自己出色的手艺，在为茶
产品设计包装，“忙点好，忙了咱老
百姓才有盼头啊！ ”

同样“幸福的烦恼”也找上了
负责信阳国际茶城宣传接待任务
的陈文星。 “从今年茶叶节，茶城一
期项目招商会举行后，前来国际茶
城考察、 洽谈的团队就络绎不绝。

高铁开通后，国际茶城的地理优势
更加明显，不仅有郑州、武汉的客
商，还有贵州、湖南、福建的考察
团。 ”地处羊山新区的信阳国际茶
城，总体定位为全球健康食品现代
物流共享平台，项目分为茶品和健
康食品两大功能区，茶品区总体定

位为百万平方米世界茶品营销集
成平台，经营种类涵盖世界各地的
茶叶、茶包装、茶工艺品、茶具、茶
农业用品、茶机械、茶食品等衍生
产品，集中外名茶于一身，是国际
性的以茶叶及茶关联产品交易平
台为基础的、相对开放的、关联茶
产业上下游行业的茶产业集群。

“虽然工作更忙了， 但心里还是美
滋滋的。 ”陈文星说。

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曾提出
“小茶叶大产业、小茶叶大民生、小
茶叶大文章、小茶叶大形象”，作为
历史悠久的“茶乡”，茶产业正肩负
着加快信阳经济发展的使命，支撑
着经济建设的重要一角。 从零到
310

公里
/

小时， 只需要
7

秒钟，这
就是“陆上波音

737

”———高铁速
度，作为省内唯一一个开行始发列
车的地级市，从采茶、炒茶、制茶，

到包装、物流、生态旅游，信阳茶产
业也将驶上“陆地航空”的发展快
车道。

高铁系列报道之三

本报记者张继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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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电网：筋强骨壮勇跨越10

月
24

日，

110

千伏潢川亚
港变电站投入运行，为信阳东部电
网迎峰度冬又增加了一道保险，同
时进一步加强了信阳电网网架。

近年来， 信阳供电公司在市
委、市政府和省电力公司的正确领
导下，始终坚持“四个服务”宗旨，

全力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
务于电力客户、 服务于发电企业、

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认真履行政
治责任、 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建
设坚强的电网，当好“先行官”，发
挥好电力保障支撑作用。

2002

年， 信阳电网共有
220

千伏变电站
3

座， 主变容量
66

万
千伏安，

220

千伏输电线路
8

条，

输电线路总长
418.47

千米，

110

千
伏变电站

22

座， 变压器
38

台，容
量

136.05

万千伏安，

35

千伏变电
站

108

座，

202

台变压器， 总容量
61.665

万千伏安。

2002

年， 信阳电网最高负荷
为

64

万千瓦， 全社会用电量只有
24.58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4.7%

，

农村居民用电
2.44

亿千瓦时。

电网建设是和经济社会发展
关系最密切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建
好网，是当好“先行官”的基础条

件。 随着我市中心城区、产业集聚
区、新农村建设步伐加快，电力需
求快速增长，给电网支撑能力提出
更高要求。

2002

年以后， 信阳电网进入
了高速发展时期，投入资金一年比
一年多，仅“十一五”期间，信阳供
电公司已累计投资

28.9

亿元。

2008

年
7

月
17

日，对信阳电网来
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

就在这一天， 信阳电网内第一个
500

千伏变电站———河变电站
投运了。 该站主变容量是

75

万千
伏安， 相当于再增一个华豫电厂，

使信阳电网供需链条大为松动，而
且加强了同华中电网和河南电网
的联结。 同时， 信阳电网从此由
220

千伏升级到
500

千伏，实现了
第三次跨越。 信阳电网形成了以
500

千伏变电站为中心，

220

千伏
网架辐射全市的供电格局，实现信
阳电网全面升级，极大地提高了供
电可靠性和电网安全运行水平。

然而，信阳电网的建设步伐并
没有因此减速。 “十二五”期间，按
照《信阳供电区“十二五”电网发展
规划》，信阳供电公司将投资

60

亿
元，具体实现“

1230

”工程（即新建
1

个
500

千伏变电站；形成
2

个电
源支撑；西部、中部、东部形成

3

个
220

千伏环网；消除没有
220

千伏
变电站的县区）， 实现供电能力翻
一番。

10

月
9

日， 一个振奋人心的
消息传到信阳：

500

千伏信阳东输
变电工程项目已通过国家发改委
的审批， 计划于

2013

年开工建设
并投运。 该工程计划投资

6.7

亿
元，最终安装

4

组
100

万千伏安的
变压器， 一期

2

组
200

万千伏安。

一期工程建成投运后，信阳电网供
电能力将增加一倍， 实现翻番，将
成为信阳经济快速发展的助推剂
和加速器。 届时，信阳电网将拥有
两座

500

千伏变电站，网架更加坚
强，实现第

4

次跨越。

截至目前，信阳电网现有
500

千伏变电站
1

座（河变），变电容
量

150

万千伏安；

220

千伏变电站
11

座， 变电容量
279

万千伏安；

220

千伏线路
29

条，

1040

千米；

110

千伏变电站
48

座， 变电容量
298.9

万千伏安；

110

千伏线路
85

条，

1325

千米。 一个结构合理，经
济适用的信阳电网已经形成。

2011

年， 信阳电网供电量达
到

73.72

亿千瓦时，是
2002

年的
3

倍。

2012

年，信阳电网最高负荷达
到

170.7

万千瓦，是
2002

年的
2.7

倍，从容度过大负荷的考验。

主网日趋完善坚强，农村电网
的建设步伐也一步紧似一步。投资
之密集，规模之巨大史无前例。 信
阳农村电网

35

千伏及以下共投入
资金

16

亿多元， 改造项目几乎涵
盖了农村电网的角角落落。

1998

年—

2002

年， 第一期农
村电网改造；

2002

年—

2005

年，第
二期农网改造；

2005

年—

2006

年，

第三期农网改造；

2007

年，户户通
电工程；

2008

年， 电网完善工程、

农村电气化建设和机井通电工程；

2009

年—

2010

年，扩大内需工程。

2011

年完成了
1.41

亿元农网改造
升级工程，

2012

年将完成
2.21

亿
元的网改任务。 尤其是

2007

年的
户户通电工程，在信阳农村电网
建设中具有划时代意义： 随着
最后一批偏远山区的

1714

个自
然村

7079

户的
2.69

万人告别了
柴油灯，全市实现了户户通电。 目
前， 全市已累计创建

1

个电气化
县，

35

个电气化乡镇，

720

个电气
化村，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新农村
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随着河南省农村改革发展综
合试验区的深入推进，农村用电负
荷剧增， 一些地方出现低电压问
题。

8

个县级供电企业也积极筹措
资金，加大农网投入，去年以来已
投入自有资金

1.1

亿元， 解决了
16.5

万户的低电压问题。信阳供电
公司争取利用

3

年网改，基本解决
全市农村“卡脖子”、“过负荷”、“低
电压”问题，实现农村“用上电”到
“用好电”的转变。

（张欣）

为两评查工作建言献策
市中级法院邀请社会各界人士

评议“两评查”工作开展情况
信阳消息（王永宏祝杰张伟）

10

月
26

日，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
开庭审理了一起涉黑减刑案件， 并邀请
了

20

余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廉政监
督员、 人民陪审员和出庭公诉人旁听了
庭审过程。案件审理结束后，市中级人民
法院随即召开评议会， 请邀请的社会各
界人士对该院“两评查”工作的开展情况
建言献策。

评议会上，大家首先评议了庭审，随
之对评查工作也进行了评议。 第一次参
加这样的评议会，大家都感到很新鲜。信
阳市人大代表、 市企业家协会秘书长侯
良胜说，参加法院的庭审，感到了法庭
的威严和公正。评查庭审使我们看到
了法院对自身工作严格要求的决心。

市政协委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廉政监
督员、信阳同信律师事务所主任徐留
芳说， 评查人员既看到了庭审规范、严
谨的优点， 也指出了诉讼案件庭审程序
和减刑案件庭审程序的区别， 评查是认
真的，高质量的。

据了解，“两评查” 活动是最高人民
法院部署的一项法院系统重要的岗位练
兵活动， 目前该活动已在全国开展了半
年多。在评查过程中，一批业务熟练的庭
审评查员和裁判文书评查员， 从法律业
务、法官素质、审判效果等诸多方面评判
审判工作， 发现了一些瑕疵， 指出了不
足，对于改进法院工作、提升法官形象，

发挥了巨大作用。 这些评查员的工作开
展得怎么样，下一步应该如何改进，成为
“两评查” 进入关键阶段面临的一个瓶
颈。 对此， 市中级人民法院邀请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和廉政监督员、人民陪审员
评议评查员，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据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主
管领导黄斌介绍，自今年

4

月份以来，信
阳两级法院共评查庭审

500

余件， 评查
文书

3000

余件，评查之后，评查员还分
类进行了讲评。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张
社军和

10

个基层法院的院长都亲自担
任评查员评查庭审和文书， 开展工作的
力度很大，效果也得到初步彰显。市中级
人民法院的审判质效也由今年第二季度
的全省第十二位跃升至目前的第三位。

但是，评查工作本身开展得究竟如何，不
能由自家人来说，社会各界是旁观者，才
是最有资格评论。 于是就有了这次针对
评查的“评查”。

根据亲自到庭旁听和市中级人民法
院领导介绍的情况，代表、委员们一致认
为，“两评查” 工作的开展是必要和富有
成效的。对如何深入开展下一步工作，他
们也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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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供电公司变电运维工区工会始终把关心、 关爱一线员工作为维护企业稳定的
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和帮助职工解决实际困难，做到“知职工家情、解
职工困难、暖职工的心”，充分发挥了基层工会组织在维护职工稳定、创建和谐企业等方
面的积极作用。 图为该变电运维工区工会主要负责人近日来到信阳市中心医院看望生
病住院的职工，鼓励其积极治疗，和病魔作斗争，争取早日恢复健康。 吕玲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