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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保持当年那么一股子劲

———来自老区信阳的改革创新发展报告

释放改革红利

———制度创新激活“三农”新局面

信阳是农业大市， 每年粮食产量超百
亿斤， 全国每

100

斤粮食中有
1

斤产自信
阳。 同时，信阳又是劳务输出大市，常年在
外务工经商人员达

240

万。

谁来种田，又如何确保高产？ “简而言
之，我们释放改革红利，通过制度创新激
活了‘三农’新局面。 ”市长乔新江说，

作为河南省委、省政府批准的农村改革
发展综合试验区，近年，信阳市围绕破
解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性障
碍，先行先试，闯出了新路。 比如，创新
农村土地管理体制机制， 稳步推进土地
流转， 扩大经营规模， 促进了科技推
广，良种良法得到广泛应用；创新农村
社会化服务体制机制， 大力发展农民专业
合作社……

在信阳市平桥区五里镇古店村， 记者
见到了种粮大户李停干。 他与另外两名农
民合作，从

2008

年陆续承包了附近几个自
然村的上千亩土地， 每人年均可获净利润
数十万元。 “我们现在搞规模经营，插秧育
秧全是机械化，目前大小机具总共有

50

多
台。 下一步我们还准备搞观光农业， 养殖
化、一体化集约式发展。 ”李停干眼中满是
憧憬。

“在农村，各类农业合作社都有，如茶
叶合作社、农机合作社、农业技术推广机构
等。 ”信阳市农业局负责人介绍说，合作社
内部由简单互助向多元合作深化， 各专业
合作社间开展横向与纵向联合， 扩大了规
模，增强了实力，拓展了市场。 合作经营、

“抱团”发展，成为信阳市农业生产的重要
形式。

这些改革举措， 既把大量农村劳动力
解放出来，为发展劳务经济提供了基础，同
时又提升了农业效益， 农村发展活力明显
增强。 数字为证：近年，信阳农民人均纯收
入平均每年净增

600

元以上， 去年人均纯
收入达

7982

元。

（原载
5

月
8

日《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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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旬，春意正浓。记者跟随中国
报业协会组织的党报采访团，来到老区
河南省信阳市。 信阳因红而闻名，是一
座名副其实的“红城”。

这里， 曾是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
地。 当年，老区人民跟党走、闹革命，有
30

多万英雄儿女为新中国的成立献出
了生命。李德生、许世友、郑维山等革命
先辈就是从这里走向全国，写就一段叱
咤风云的历史传奇。

红色基因融入老区儿女血脉，代代
相传。 今天，为了让老区焕发更靓丽的
新颜，信阳儿女依旧保持着革命前辈当
年那么一股子劲，在全面深化改革大潮
中，奋力拼搏，勇当先锋，谱写了一曲慷
慨激昂的时代壮歌。

叫响“信阳智造”

———探索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
春雨绵延。 此行采访第一站，便是

信阳市产业集聚区。

信阳工业基础相对薄弱，资源禀赋
较差。 对于产业集聚区，记者原本并无
太高期待，以为不过又是扎堆一些低附
加值加工型企业而已。

然而，当记者深入其中，原有的想
象被颠覆。 漫步园区，不见高耸的工厂
烟囱，亦听不到轰鸣的机器声，整个园
区静悄悄。 听介绍才知道，这里是信阳
市产业集聚区颇有特色的一个园区，即
电子产业园，聚拢了一批科技含量较高
的企业，传统意义上的“信阳制造”，正
在向“信阳智造”转变。

在星天空数码科技园无尘车间内，

记者看到，一个个细小的电子零件在工

人们的接力作业下，最终成为一部款式
新潮的高端智能手机。这里是星天空数
码集团除总部深圳外，另一个大型手机
生产基地，当年曾填补了信阳手机制造
业的空白。 如今，深圳越来越多的手机
制造企业正把工厂转移到信阳。

不仅仅是智能手机，许多“信阳造”

液晶电视、平板电脑、数码影音产品，也
先后从产业集聚区电子产业园诞生，销
往全国市场。短短几年时间，在人才、技
术和资金上都没有任何优势可言的信
阳， 不仅实现了电子信息产业零的突
破，而且让处于国际高新技术前沿的电
子企业纷至沓来。

“作为贫困老区，信阳要与全国、全
省同步奔小康，靠什么？答案很明确：现

代工业。 ”信阳市委书记郭瑞民告诉记
者， 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信
阳正在着力探索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
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的新型工业化道
路，在搭建平台、开放招商、优化环境、

科研支撑、人才引领、激励扶持等方面
锐意改革，简政放权，激发企业等微观
经济主体的创新活力。

如今， 信阳已有
13

个各具特色的
产业聚集区，涵盖电子信息、现代家居、

纺织服装、新型建材、绿色食品、商贸物
流等领域。

2013

年，全市产业集聚区固
定资产投资完成约

780

亿元，规模以上
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1128

亿元。

一幅新型工业化的壮丽画卷，正在
大别山下徐徐展开。

找准自身定位

———有所为，有所不为
对于一个处于后发赶超位置的地

区而言，保持雄心壮志，并不难。难的是
戒除发展“盲动症”“跟风症”， 找准定
位，保持定力，有所为，有所不为。

“我们在谋划发展蓝图时，拒绝了
很多诱惑，不瞎折腾，不乱上项目，

充分立足自身优势， 把潜能最大限
度发挥。 ” 郭瑞民书记颇有感触地
说。

采访期间，记者了解到，信阳现正
在主打一张“王牌”———“三省通衢”的
地缘优势。 信阳地处大别山区，连南接
北、承东启西。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曾上
演了一场经典之战，即刘邓大军千里挺
进大别山。犹如一把刺入敌人心脏的匕
首，刘邓大军出奇制胜，吹响了夺取全
国胜利的嘹亮号角。

“在今天经济建设棋盘上， 随着武

汉经济圈、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皖
西经济带的快速发展，信阳已成为它们
之间的重要支点，继而成为中部地区重
要的物流枢纽，在我国中部经济版图中
的地位日益突显。 ”信阳市长乔新江说，

信阳现代物流产业前景诱人，并且这里
土地、水电、劳力等资源成本相对周边
大城市，性价比相当高，这些都是我们
的竞争力之所在。

也正因为看到信阳得天独厚的优
势，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来了，中国
仓储协会来了……信阳市决策者正在
谋篇布局： 逐步把信阳区域内的高速
路出口、铁路场站、机场合理连接起
来，沿着这些道路布局仓储设施，与
郑州、武汉对接互动、错位发展，让
信阳成为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物
流基地。

信阳的“第二张牌”，便是这里良好
的生态环境。 谈起这个话题，老区人民
如数家珍般地举出了几张绿色名片：

“中国十佳宜居城市”，入选“

2013

中国
最具幸福感城市”， 赢得国家级生态示
范市等诸多桂冠……

生态文明是信阳的核心竞争力，不
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祖宗
留下的青山绿水，一定要保护好，这是
老区上下的一致共识。 为此，信阳在承
接产业转移时，设定环保门槛，对那些
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坚决说不。

有所失，也有所得。 “我们打好绿色
生态牌，茶产业、旅游业等行业势头不
错，风生水起。 ”信阳市委宣传部长杨慧
中说，如今生态信阳已成招商引资的亮
眼名片，来自四面八方的客商主动上门
洽谈合作。

《解放军报》记者杨祖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