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6.

民桥

民桥是信阳市唯一的一座独塔斜拉式桥梁，

大桥主塔高

７２

米，全长

６３０

米，宽

２４

米，标准式

双向四车道，设计使用年限为

１００

年，工程总投

资

４６００

万元。 该桥于

2005

年

６

月

３０

日建成通

车，成为信阳现代化城市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47.

息县谯楼

元代元贞元年

(1295

年

)

，息州州同乌公（名

佚）始修州署大门，上建谯楼一座，后为战火所

毁。 明代万历四年（

1576

年）息县知县王用宾重

建，清代嘉庆年间知县侯帮镇予以修葺。 嗣后谯

楼年久失修，楼体上建筑倒塌，仅存的台基和拱

门为元代所建，距今已

700

多年。

1984

年息县人

民政府在原台基和拱门上仿古重建。 现谯楼为重

檐式砖混结构，总高度

9

米，

1988

年

6

月息县人

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五、最美乡村类（

6

项）

48.

平桥区郝堂村

郝堂村位于信阳市平桥区五里店办事处南

部，全村总面积

20

平方公里，耕地

1900

亩，总人

口

2240

人。 自

2011

年实施“郝堂·茶人家”可持

续发展实验项目以来，郝堂村从村落形态、村容

村貌、产业结构、精神文化等方面发生了显著变

化。

2013

年

1

月

4

日《人民日报》“美丽中国，寻

找最美乡村”专栏以《画家画出的小村》为题对郝

堂进行深度报道，在全国产生强烈反响并受到广

泛好评。

49.

平桥区陆庙村

陆庙村位于信阳市城区北隅， 紧邻羊山新

区，属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全村总面积

9.1

平方

公里，总人口

2910

人。

224

省道、京珠高速和沪

陕高速三条公路在陆庙村呈三角形交会，石武高

速铁路纵穿全境，便捷的交通和邻城的区位孕育

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2009

年

5

月， 陆庙村成为

“平桥区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核心区”，先后接

待了刘云山、贺国强、周永康等党和国家领导的

参观调研。

50.

光山县敖洼村

位于光山县净居寺名胜管理区 ， 建设于

2000

年，成立于

2009

年。 总面积

2141

亩，总人

口

627

人。 村里拥有由河南蓝天集团投资兴建的

蓝天生态茶业有限公司、 四星级蓝天度假村、驿

光集团塑编分公司。 全村进行了科学合理规划布

局，实施了“五改”工程，生活污水进行处理排放，

道路和村庄实现了绿化、亮化、硬化、净化，水、

电、有线电视、网络入户配套；且该村与千年古刹

大苏山净居寺相邻，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

51.

光山县上官岗村

上官岗村位于光山县城西关， 隶属弦山街

道，全村

24

个村民组，总占地面积

5.7

平方公里，

其中 ：耕地

3456

亩 、建设用地

2900

亩 （宅基地

1500

亩）。

2012

年， 村集体固定资产达

9000

万

元，集体纯收入

500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8000

元，村民集中居住率达

50%

，村民从事非农产业

率达

85%

。 先后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

国文明村镇”“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国双百

市场”等荣誉称号。

52.

浉河区集云村

集云村位于浉河区董家河镇最南端，距信阳

市区

46

公里， 毗邻湖北省随州市。 全村总面积

1.3

平方公里，

58

户，

262

人。 集云村是极品信阳

毛尖主产地（“五云”“两潭”“一寨”）之一，全村现

有茶园面积

1500

亩，年产干茶（优质春茶）

3

万

斤， 产值

600

余万元， 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8500

元。 集云村山清水秀、风景秀丽，素有豫南“深山

明珠”之称。

53.

固始县武庙集乡锁口村

1931

年至

1933

年，固始县武庙集乡锁口村

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交通区位作为苏维埃固

始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和鄂、豫、皖三省苏维埃政

府联络处。 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

军等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徐海东、王树

声、沈泽民、高敬亭、吴焕先、许世友等曾在这里

工作和战斗过。

六、物产及美食类（

14

项）

54.

信阳毛尖

信阳是著名的绿茶———信阳毛尖的原产地，

茶叶生产历史悠久。 千百年来，信阳毛尖一直作

为朝廷的贡品。 北宋苏东坡称，“淮南茶信阳第

一”。 信阳毛尖是全国十大名茶之一，被誉为绿茶

之王。因其条索细秀、圆直有峰尖、白毫满披而得

名“毛尖”，又因产地在信阳故名“信阳毛尖”。 素

来以“细、圆、光、直、多白毫、香高、味浓、色绿”的

独特风格而饮誉中外。 早在

1915

年巴拿马万国

博览会上就荣获金奖，

1959

年被誉为中国十大

名茶之一，

1982

年、

1986

年、

1990

年连续三次被

商业部评为全国名茶，

1985

年荣获国家质量奖

银质奖，

1990

年信阳毛尖又荣获国家质量奖金

质奖，

1999

年在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上荣获金

奖。 信阳茶园众多，茶文化独特，茶乡风情是一道

亮丽的风景。

55.

“信阳红”红茶

“信阳红”红茶是以信阳毛尖绿茶为原料、经

九道工序加工而成的一种茶叶新品，具有多种保

健功效。

“信阳红”红茶的开发和生产是信阳市茶叶

生产领域中的一次重大科技创新，改变了信阳只

有绿茶没有红茶的历史，对提升信阳茶叶整体形

象、促进茶农增收、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等具

有深远意义。 信阳市将不断做大做强茶产业，切

实做好“信阳红”红茶的营销工作，积极开拓红茶

市场，打响“信阳红”品牌。

56.

珍珠岩

信阳的珍珠岩矿已探明储量世界第一，亚洲

第二，而珍珠岩品质更是冠绝全球。 信阳现已建

成专门工业区———上天梯特色工业园。 珍珠岩是

一种酸性火山玻璃熔岩，经破碎、筛分、预热焙烧

后成为多孔粒状物料———膨胀珍珠岩。 信阳的珍

珠岩矿主要分布在信阳市的上天梯和罗山青山

乡冯楼一带， 仅上天梯就储藏

C

级以上珍珠岩

4422

万吨，占全国已探明总储量的

60%

，并且品

高质优，膨胀系数最高

30

多倍。

57.

潢川金桂

潢川金桂花繁叶密，清香馥郁，在潢川种植

有着千年的历史。 是潢川县首个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首个花卉国家级品牌，是河南省在花木

行业中第二家获得地理标志保护的产品。 潢川金

桂不仅在潢川受欢迎， 它独特的品质和浓香、独

具特色的人文优势吸引了大江南北的注意，入选

了上海国际花卉展、昆明世博会和成都中国花卉

博览会，展出中受到人们的一致好评，成就了潢

川“花木之乡”的美誉。

58.

南湾鱼

产自信阳南湾湖，南湾湖因水质好，无污染，

因此所产南湾鱼不仅肉鲜味美，而且微量元素含

量多，营养高，经农业部食品监测所测定，南湾鱼

含有蛋白质、脂肪、人体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及稀

有元素，其中有抗癌元素之称的“硒”含量是普通鱼

类的

3~5

倍以上，尤其南湾花白鲢，不仅肉质细嫩，肥

美可口，而且头部富含

DHA

，是备受欢迎的保健珍

品，素有“花鲢美在腹，味在头”之说。目前已在国

家工商局获商标注册，是省内外知名品牌。

59.

固始鸡

固始鸡是以固始县为中心的一定区域内，在

特定的地理、气候等环境和传统的饲养管理方式

下，经过长期择优繁育而成的具有突出特点的优

秀鸡群， 是中国著名的肉蛋兼用型地方优良鸡种，

是国家重点保护畜禽品种之一。 毛色以黄色、 黄麻为

主，青腿青脚青喙，体形中等，具有耐粗饲，抗病力

强，肉质细嫩等特点。

2006

年

9

月，国家质检总

局批准对固始鸡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60.

潢川甲鱼

潢川县特产，中国地理标志产品。 潢川县是

河南省最大的甲鱼繁养基地， 被誉为 “甲鱼王

国”。历史积淀的独有甲鱼养殖方法，优越的自然

环境形成了潢川甲鱼明显的地域特色，其外表轮

廓呈倒马蹄形，体形偏薄，背脊平整，腹部为黄白

色，背部为黄绿色，裙边宽而厚，四肢爪子排列整

齐。 其肉质纯正，细嫩鲜美，有嚼味，其营养价值

和药用价值也优胜于其他种群。曾被国家定为出

口免检产品。

61.

息县香稻丸

息县香稻丸

,

栽培历史悠久，清代时曾被列

为贡米

,1914

年参加过美国旧金山的万国商品赛

会。息县香稻丸产于本县夏庄、项店一带，为河南

名产，其色彩青白如珍珠，香气馥郁，素有“一块

稻香满坡，一撮米香满锅，一家做饭香四邻，一盅

香酒香满桌”的盛称。 煮粥蒸米饭时只需加少许

“香稻丸”，则香溢满屋，诱人食欲。

62.

潢川贡面

潢川贡面，历史上称“光州贡面”。 此面系清

油兑水、盐和细面粉，经过拌、揉、发酵、盘条、上

架、拉扯、晾晒、截切等十多道工序制成。

据《光州志》载：唐代，潢川已生产挂面，当时

“风销华夏，夺魁九州”，被人们称为“光州魁面”。

现在的潢川贡面，条细如丝，中空如管，半斤一

筒，色洁如银，包装美观，携带方便，宜于贮藏，便

于食用。 下锅就熟，久不粘汤。 营养价值高，且易

于消化。 潢川贡面已收入《中国名食录》。

63.

新县银杏

新县地跨江淮两大流域、 属亚热带季风气

候，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为银杏

生长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新县丰富的银杏资

源和悠久的银杏栽培历史，使新县素有“银杏之

乡”的美称，是全国四大银杏基地县之一。 河南银

杏产量全国第一，而新县所产银杏又占河南总产

量的

80%

以上。 新县所产银杏个大实满，颜色纯

正，是银杏中的上等佳品。 该县近年银杏产量逐

年上升， 已达到年产

300

吨

~400

吨， 无论其产

量、质量、出口创汇量，都是全国之冠，是名副其

实的“银果之乡”。

64.

信阳板栗

信阳是全国有名的板栗之乡，板栗年产量数

百万斤。 信阳板栗具有个大、肉嫩、皮薄、味甜、色

泽鲜艳、颗粒饱满等特点。罗山、商城两县出产的

油栗，则个小、皮薄、肉厚，且香味独特，不易生

虫，便于储运，颇受消费者的青睐。

65.

固始柳编

固始县柳编制品以其色泽洁白、 造型新颖、

款式大方、纺织精巧、风格独特而深受消费者和

客商的青睐。柳编制品由原来的单一制品发展到

柳编、草柳混编、蒲柳混编、藤柳混编等系列产

品，集工艺、装潢、实用性为一体，主要产品有面

包篮、水果篮、礼品篮、购物篮、多层吊篮、狗床、

门帘、屏风、龙形花篮、心形挂篮、组合面包篮等

多种样式。 固始柳编先后荣获原经贸部、农牧渔

业部“出口创汇名优产品”金杯奖和河南省“乡镇

企业名优产品”金杯奖，固始县还被确定为柳编

制品出口创汇基地。

66.

信阳炖菜

信阳炖菜是豫菜体系中一个流派品种。 近

年，作为豫菜烹饪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信阳炖

菜这一地方知名品牌大举北上， 攻城掠地，“问

鼎”中原，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 如今，信阳炖菜

不仅遍布信阳餐饮市场的大街小巷，还风靡省内

多个地区的酒店餐馆。信阳炖菜这一系列乡土菜

已从街头排档登上宾馆、酒店的大雅之堂。 不少

宾馆、酒店增设“信阳炖菜”间，与冷拼间、面点间

等并列。仅以郑州餐饮市场为例，经营信阳炖菜的中

低档餐馆、酒店约

500

家，年营业额上亿元。

67.

信阳热干面

信阳热干面久负盛名。 据说，这一特色小吃

最早还是从江城武汉传来的。 随着时间的变迁，

信阳热干面根据当地人的饮食特点， 取长补短，

逐渐演变，形成了其独特的风味，吃后让人回味

无穷。

信阳热干面选料非常讲究。 面粉主要用郑州

以北加工的精粉面， 这种面轧出的面条结实，有

弹性，放在锅里不容易煮烂。

七、历史名人及典故类（

10

项）

68.

春申君———黄歇

春申君，嬴姓，黄氏，名歇，楚国贵族，是黄国

宗室的后裔，其封地在今潢川县，是战国四贤公

子之一。

春申君所处的朝代是战国末年，在楚顷襄王

时担任左徒。 楚王因他游学博闻，能言善辩，于公

元前

273

年派其到秦国议和。 黄歇以当时“联楚”

与“攻楚”的实际利害关系，说服了秦王，并与秦

国签订了和约，使楚国在千钧一发的情况下能够

转危为安。 楚之社稷得以延续

50

年，应当归功于

黄歇。 后楚考烈王死，他在内讧中被杀。

69.

孙叔敖

孙叔敖

(

公元前约

630

年—公元前

593

年

)

，

名敖，字叔敖，别名蒍猎，蚡冒之后；期思之鄙

(

郊

野

)

人，“世为列姬，国地朝廷”。 楚庄王时为楚国

令尹

(

楚相

)

，以贤能闻名于世。

公元前

601

年，孙叔敖出任楚国令尹，辅佐

楚庄王施教导民，宽刑缓政，发展经济，政绩赫

然。他主持兴修了芍陂

(

今安丰塘

)

，改善了农业生

产条件，增强了国力。 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列

其为第一人，受到了后人的传颂和尊崇。 期思城

西南有埋蛇岭系孙叔敖埋蛇处， 也叫埋蛇冢，史

志作敦蛇丘。 因期思县治后划入固始县，《嘉靖固

始志》把“寝野歧蛇”列为八景之一。

70.

开漳圣王陈元光

陈元光

(657

—

711)

，字廷炬，光州（今河南省

固始县陈集乡陈集村）人。

唐初，泉州、潮州间“蛮獠啸乱”，不服朝廷管

束，唐总章二年（

669

年），高宗皇帝命陈政为岭

南行军总管， 率首批府兵

3600

人，

45

姓， 将领

123

人以及后续的

58

姓军校，在泉州、潮州间平

乱，战功赫赫，威震四方。 陈政病逝后，陈元光代

父领兵，平定了啸乱，实现了朝迁“靖寇患于炎

荒，奠皇恩于绝域”的夙愿。 在长达

150

年的时间

里，陈家五代治理漳州，四代人曾为刺史，从固始

县带去的万名群众，一直致力于闽粤地区的建设

和开发，使蛮荒的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安定

发展，为大唐王朝实现多民族统一作出了重大贡

献。 经过近千年的繁衍，其后裔遍布闽南、粤东

北、台湾和海外，皆尊崇陈元光为“开彰圣王”，奉

其父子为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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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信阳·十大名片”候选名单简介

（三）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全面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深入挖掘和展示信阳独特

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现代城市文明， 塑造信阳人

文精神，打造信阳文化名片，决定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美丽信阳·十大名片”评选活动，通过广泛

宣传和推介， 进一步提升信阳的知名度、 美誉

度，增强广大群众对信阳的认同感、归属感、荣

誉感和自豪感，充分展示信阳对外新形象。

一、活动名称

“美丽信阳·十大名片”评选活动

二、组织机构

主办：信阳市委宣传部

协办：市委政研室、市教育局、市统计局、市

住建局、市综合执法局、市文广新局、市旅游局、

信阳日报社、信阳广播电视台、市质监局、共青

团信阳市委、市社科联、市文物局、市博物馆、移

动公司信阳分公司、联通公司信阳分公司、新浪

河南·信阳、信阳网

成立“美丽信阳·十大名片”评委会，评委会

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评选等各项事宜。 办公室

设 在 市 委 外 宣 办 （ 电 话 ：

6366780

， 邮 箱 ：

XYWXB6366780@163.com

）。

三、评选程序

按照培育、推广城市品牌的目的和要求，结

合我市实际， 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和部分单

位负责人组成评委会， 由评委会在充分讨论和

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从全市范围内征集的

300

个名片中认真筛选出符合信阳特色，最能代表

信阳形象和信阳精神， 最能体现信阳风格的风景名

胜、文化遗产、现代产业、地标建筑、名人典故、特色资

源、地方荣誉、地方美食、最美乡村等领域的

80

个候

选名片，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在校学生通过网络、

短信投票，从中初选出

30

张名片，再由评委会

在初选入围的

30

张名片中进行投票推选，最终

评定

10

张信阳名片并向社会公布。

四、评选原则

1.

在全省、全国范围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广

为人知并被广泛认可；

2.

具有较好的正面形象和美誉度，有利于推

广和弘扬正能量；

3.

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内涵，符合信阳发展

进程，体现时代感；

4.

在所代表的领域内具有广泛的典型性和

代表性；

5.

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起到示范和引

领作用；

6.

能体现信阳独特风格和魅力。

五、相关事宜

（一）时间安排

8

月

10

日至

9

月

15

日征集意见

9

月

16

日至

9

月

25

日宣传发动

9

月

26

日至

10

月

20

日公众及评委投票

10

月

21

日至

10

月

31

日公布结果并抽取

幸运奖

（二）活动载体

1.

在《信阳日报》《信阳晚报》《信阳周报》市属媒

体刊发活动介绍、评选公告及活动动态；信阳广播电

视台综合频道、公共频道适时播放活动动态。

2.

在新浪网市委外宣办官方微博、新浪河南·信

阳、信阳网开辟专题对活动进行宣传并提供网上投票。

3.

移动、联通信阳分公司分别开通短信投票

平台，发送公告信息，提醒手机用户投票，公布

获奖情况。

（三）投票方式

1.

网站投票：公众登录新浪河南·信阳（

http:

//henan.sina.com.cn/xy/

）、 信 阳 网

(www.xyw.

gov.cn)

“美丽信阳·十大名片” 专题投票网页并注册

成功后，直接进行投票，投票时应注意：每个

IP

地址

每天限投

10

次，每次投票必须按候选名片的序号，选

中

10

个以上

30

个以下候选名片进行投票。

2.

短信投票：移动和联通手机用户分别可通

过短信投票平台回复 “

XYMP+

候选名片序号”

短信进行投票（因短信内容限制，具体序号及名

片简介可参见相关报纸和网站的介绍）。 投票时

应注意：每个手机用户每天限投

5

次，每次投票必

须按候选名片的序号， 至少选中

10

个候选名片进行

投票。 短信投票进行多选时，序号中间应用逗号隔

开，如发送短信“

XYMP1,3,10,51,

……”

六、评选结果

由社会公众通过网络和短信平台投票初选出

30

张候选名片，再由评委会专家对网上和短信初步评

选结果进行综合评选，最终确定

10

个“美丽信阳·十

大名片”，评选结果将在《信阳日报》《信阳晚报》《信阳

周报》 以及新浪河南·信阳、 信阳网等媒体向社会公

布，同时将在国内部分知名媒体进行宣传推介。

七、奖项设置

本次活动共设幸运奖

100

名， 分别由移动

公司信阳分公司从所有参与投票的公众中随机

抽取

40

名幸运者，联通公司信阳分公司、新浪信

阳、信阳网各分别抽取

20

名幸运者，由评委会给予颁

发价值

500

元的纪念品。 幸运者获奖情况将在《信阳

日报》《信阳晚报》《信阳周报》 以及新浪河南·信

阳、信阳网进行公布。 幸运奖获得者凭身份证或

其他有效证件在评委会办公室领取奖品。

中共信阳市委宣传部

2013

年

9

月

16

日

▲

▲

▲

接上期

“美丽信阳·十大名片”评选活动公告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