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 3件作品获赵超构新闻奖

信阳消息（记者王章云）记者从
10

月
17

日
至

20

日举办的中国晚协第
28

届年会上获悉，

《信阳晚报》

3

件作品分别荣获赵超构新闻奖一
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此届赵超构新闻奖从
168

家晚报推荐作品
中，评选出特等奖

20

篇，特稿奖
12

篇，一等奖
123

篇，二等奖
170

篇，三等奖
137

篇。本报记者
程云采写的通讯《

26

年寂寞坚守“光影人生”》获
得一等奖，本报记者徐杰采写的消息《拜年》获得
二等奖、通讯《无微不至照顾捡来的“妈”

12

年》

获得三等奖。

“赵超构新闻奖”是中国晚报界的最高奖项，

以已故的杰出新闻工作者、 中国晚报界泰斗人
物、《新民晚报》 原总编辑赵超构先生的名字命
名，由中国晚报协会组织评选，每年评选一次。本
届年会在江苏省盐城市举办，由盐城晚报承办。

据了解， 中国晚协年会自
1985

年开始每年
举办一次，主要针对中国晚报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进行研究与探索。 协会现有会员单位

168

家，在
中国新闻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中国晚报无论是
发行数量还是经济效益，都占据了中国报业的半
壁江山。

我市开展全民技能振兴工程

今年计划完成20万人次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
信阳消息（记者杨长喜）根据省政府要求，

我市目前推出了全民技能振兴工程， 今年计划
完成

20

万人次的劳动职业技能培训。

根据计划， 这
20

万人次分布在不同领域，

其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技能培训
6

万人；企业职
工技能提升培训

4

万人； 再就业培训
2

万人；

“阳光工程”

2

万人；“雨露计划”

2.9

万人；退役士
兵技能培训

1500

人；残疾人就业技能培训
6900

人；劳动预备制培训
1

万人；创业培训
5600

人；

培训考核机关事业单位工勤技能岗位人员
7000

人。

为完成
20

万人次的目标， 我市将以现有技
工院校、职业院校实训基地为基础，全面加强技
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建设；以现有职业教育园区
为基础， 着力加强示范性职业教育园区建设；以
现有民办职业教育培训机构为基础，重点加强民
办短期培训示范基地建设。 全市共建设

10

个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技能培训示范基地，

1

个省级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技能培训示范基地，

1

个高
技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1

个技能大师工作室，

1

个市级公共实训鉴定基地，

1

个创业培训服务示
范基地和

1

个创业带动就业孵化基地。

� � � � 10

月
19

日上午，由信阳市商务局主办，信阳市乒羽协会承办的“商务杯”

乒乓球混合团体竞赛在信阳市五环乒乓球俱乐部举办。该竞赛吸引了全市八县
两区

190

人参赛，比赛时间为期两天。 图为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周亚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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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基金 到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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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已开始企稳回升，农
行是您投资资本市场、 综合管理财
富的好伙伴。 买基金，到农行，您可
通过农行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和营
业网点等来完成基金交易。 网上银
行购买简单快捷， 足不出户就能完
成基金的所有交易； 手机银行购买
方便灵活； 网点购买有专业人员为
您提供面对面的服务。

农行“基金
e

站”———轻松理
财好帮手。 基金

e

站是农行联合国
内绝大多数主流基金公司推出的网
上基金理财频道， 着力于为农行广
大个人客户提供集资讯、 交易、理
财、 个性化定制服务为一体的一站
式服务。通过基金

e

站，投资者可以

在线进行开户、申（认）购、赎回、查
询等交易，让您“优惠更多、自由更
多、财富更多”。

农行“基金宝”———点滴积累、

成就梦想。 农行开放式基金定期定
额简称“基金宝”，客户可以委托农
行每月固定时间从指定的账户代客
户申购（购回）固定金额（份额）的基
金产品。 具有超低门槛，百元即可；

定期投资，积少成多；自动扣款，手
续简便；平均投资，分散风险；定期
赎回，组合灵活；种类繁多，选择多
样等业务特点。 适合通过每月的点
滴积累成就将来大梦想， 实现子女
教育准备金、购房款、养老退休金储
备计划的投资者。

农行友情提示： 当市场波动较
大时， 您可将高风险的股票基金转
换成低风险的货币基金或债券基
金，以降低投资风险，同时也可以省
下一笔可观的申购费用。 如果您是
初次接触基金的投资者， 建议购买
货币型、债券型或者混合型基金，便
于控制风险，积累投资经验。

风险提示：投资有风险，购买需
谨慎。 详情请咨询农行各网点或
95599

客户服务热线。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专家团到154医院义诊

信阳消息（特约记者温青）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大别山
老区人民群众的医疗保健服务，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组织

7

名全国著名专家， 将于
10

月
29

日全天在第
154

医院进行免
费坐诊， 为信阳父老乡亲送来健康福音。 专家团将在解放军
154

医院门诊大厅，与该院专家一起，收集本地疑难杂症病源，

协同进行集中攻关， 通过义诊积极解决各个专科重大疑难疾
病。

据悉， 专家团成员主要有广州军区神经内科学会主任委
员黎红华、河北省普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蔡逊、广州军区胸心
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朱水波等全国著名专家。 他们集中在解
放军第

154

医院新门诊病房大楼二楼坐诊， 为广大老区患者
提供免费义诊服务。

154

医院将在
29

日免收门诊挂号费，并提
前接受预约挂号，预约电话：

18037616908

。

� “‘五岳杯’风生水起看工业”大型系列报道之六

中国汤圆黄国粉粉行天下
黄国标准通九州州州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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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上，有的角落曾经盛产无上的权
力，有的角落曾经绽放绚丽的诗情，而有
的角落，则蕴藏无穷的智慧。 古老的黄国
大地，便是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智慧的存
在。

3000

多年前，灿烂的淮河农业文明在
这里诞生；

3000

多年后，河南黄国粮业股
份有限公司在这片故土上萌芽崛起，繁花
盛开。

弋阳东路，东临京九、宁西铁路，西临
106

国道，

312

国道贯穿公司南、 北两区，占
地

14

万平方米。 这些关键词对于潢川人来
说，并不仅仅指代黄国粮业，在潢川县人民群
众心里，黄国粮业，就是中国汤圆粉的“故
乡”。 因为， 全国五大速冻食品企业所用
70%

的汤圆粉，都是“黄国粉”。

从
2002

年至今， 黄国粮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其独特的市场意识， 在创品牌，求
发展的改革创新路上， 紧紧抓住市场动
向，及时调整产业结构，把原来生产低端
糯米粉的生产线进行技术革新，先后投资
千万元资金， 建设了三条日生产能力达
700

吨的现代化糯米粉生产线，从而一下
子实现了由传统工业，向现代化工业的转
型。就是这样，黄国粮业经过

11

年的改革
创新，目前，公司已拥有固定资产

5.2

亿
元，年销售收入

6.6

亿元、利税
5000

多万
元，一跃成为国内最具规模、技术装备最
先进的糯米粉生产企业。

“我们是‘三全’‘思念’‘科迪’‘湾仔
码头’‘龙凤’等国内知名速冻食品企业的
原料主供应商和战略合作伙伴，享有‘中国
汤圆黄国粉’的业界赞誉。 目前，在

10

个思念
牌的汤圆中， 有

8

个就是用黄国牌糯米粉
原料做成的。 ”黄国粮业公司技术负责人
杨俊生说到这里，眉飞色舞，得意之情溢

于言表。 这是黄国粮业的骄傲。

糯米粉产业是伴随着
20

世纪
90

年
代速冻汤圆产业的兴起，而逐渐发展起来
的。当初，多为小作坊加工，没有规范的技
术标准，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为此，黄国
粮业于

2006

年年初与河南工业大学等科
研院所合作，编制出《白糯米粉河南省地
方标准》。 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布，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省实施， 填补了
糯米粉省级标准的空白。 目前，该公司编
制的《汤圆用水磨白糯米粉》标准，几经修
订，已由国家粮食局审定发布，在全国实
施，成为全国糯米粉行业统一适用的行业
标准。

黄国粮业深知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产
品创新，于是，黄国粮业与武汉工业大学
合作，开展一系列“糯米粉综合利用增值
技术”研究，

3

项成果被确认为河南省科学技
术成果；与江南大学合作开展“稻米资源的综
合利用及产业化应用关键技术研究”， 入选
2013

年度国家
863

科技计划和河南省重
大科技专项项目；与中国农业科学院签订
了科研战略合作协议，筹建全国“稻米精
深加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品牌与技术的一系列组合拳，打通了
黄国粮业的“任督二脉”，打开了它走向成
功的道路。 路的开始，有点清冷，有点混
沌，然而越走越开阔，越走越晴朗。在这不
可思议的

11

年里，“黄国粮业” 犹如骑上
了草原骏马，鞭鸣蹄飞，焕发出前所未有
的生命力。

关注工业学习工业研究工业支持工业

记者感言

战略联盟提升竞争力
本报记者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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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辉煌，需要一种魄力，这种魄
力往往来源于智慧。 黄国粮业及时获
得并承继了蕴藏在黄国故土上的智慧
基因，从而独具慧眼，遥遥领先。 当其
他的企业尚且停留在依托科技进步、

产品质量寻求发展时， 它早已洞悉先
机，转而筹建战略联盟。

黄国粮业于
2012

年年初设立全
资子公司———河南瑞田农业种植有限
公司， 在潢川及周边县区流转承包农
村土地

3

万亩并逐年扩大， 依托公司
发起筹建、中国农科院及“思念”等科
研单位和食品企业参加的全国“稻米

精深加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对
流转土地统筹规划、分区布局，创建现
代生态农业示范园区， 实现糯稻品种
更新、品质改良、稳产高产、精深加工、

综合利用。

战略联盟不仅从源头上确保不同
品种优质原粮的稳定供给和食品安
全，还就地吸纳、转移农村剩余劳动
力，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从而
最大限度尽快将联盟的成果转化
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实现通过联盟
提高企业自身竞争能力的终极目
标。

本报记者周海燕程云
郭靖张方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