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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信阳”助力绿色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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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是革命红都。

这里曾是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
,

革命
战争年代

,

这里有
30

多万英雄儿女血洒疆
场。“八月桂花遍地开

,

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
来……” 这首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伴着红
军的足迹从大别山下的信阳唱到全国。

信阳是江北茶乡。

从唐朝开始
,

信阳的茶就已成贡品。 苏
东坡评价“淮南茶信阳第一”

,

到了
1915

年
,

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
,

信阳毛尖获得了金
奖。 现在

,

信阳毛尖列为中国十大名茶
,

毛尖
茶
,

已是信阳的城市名片。

信阳是道德高地。

从“侠之大者”魏青刚
,

到感动中国的黄
久生、 李守禄……许许多多信阳好人让国
人记住了信阳人的憨厚、善良、执着等良好
的品质。 这些信阳好人好事的广为传播

,

也
使信阳人的美誉度得以不断提升。

具有
2300

多年历史的信阳
,

近年来不
断斩获新的荣誉

:

国家级生态示范市、国家
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创业之

城、中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中国十佳
宜居城市、中国休闲城市、中国最具绿色竞
争力城市、中国魅力城市、全国最佳环保示
范城市、中国节能减排示范城市、中国最具
幸福感城市、中国十大最美丽城市……

大山有别
,

水佳为淮。 人言皆信
,

日升曰
阳。

魅力信阳
,

正助推信阳绿色崛起———

抢抓中原经济区建设机遇
,

信阳人坚持
走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 生态和环境为代
价的协调发展的路子

,

持续求进
,

务实发展
,

积极作为
,

着力把信阳建成鄂豫皖三省交界
区域性中心城市、 国家级农村改革发展综
合试验区、 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和现
代物流枢纽、 中部地区承接东南沿海产业
转移的重要基地

,

努力创建中原经济区新型
工业化示范市。

信阳独特的区位优势和生态优势正加
速经济发展的步伐。 目前

,

信阳初步形成了
以生态经济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

走上了
企业集中布局、产业集聚发展、资源集约利

用、功能集合构建、人口向城镇转移的生态
宜居城市发展路子。 呈几何裂变式发展的
信阳工业城

,

见证着信阳崛起的步伐。 这里
正给人们带来一个又一个惊喜

:

天恒制造的
液晶电视在这里整机下线

,

成为河南不生产
液晶电视的终结力量； 总投资达

100

亿元
的

OLED

显示屏在这里落户
,

实现河南
在高端显示产业上“零”的突破。电子信
息、现代家居、新型建材、商贸物流等

13

个产业集聚区正在迅速拔节
,

在这盛春时节
生机勃勃……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
,

看过许多次数
的云

,

喝过许多种类的酒
,

却只爱过一个正
当最好年景的城市———信阳。 ”乘坐“信阳
号” 来信阳观光的中国三峡画院的画家们
如此表达了他们对信阳的热爱。

跨越发展
,

雄瞰中原。 信阳人有这个底
气
,

也有这个实力。

信阳
:

就在这里
,

你来过
,

便知道。

（原载于《淄博日报》

2014

年
5

月
13

日
2

版）

信阳:豫风楚韵两相宜
《淄博日报》记者潘海涛刘刚李可孝

� � � � 4

月
19

日早晨
,

南湾湖笼罩在
一片空蒙的雨雾中。

徜徉在湖畔小路上
,

被满眼浓
浓的绿色所包裹

,

任细细的雨丝洒
下来。 记者在信阳这座豫南茶都尽
享“北国江南、江南北国”的胜景。

去年
6

月
18

日
,

中国城市竞争
力研究会在香港发布“

2013

中国城
市分类优势排行榜榜单”中

,

信阳第
五次入选“中国十佳宜居城市”。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宜居城市”

的桂冠接连五次戴在信阳这座城市
的头上？这片革命老区

,

又如何经济
发展与生态保护统筹兼顾

,

实现绿
色崛起？

4

月
18

日至
21

日
,

“全国百家
党报社长总编看信阳” 采访活动启
动

,

本报记者借此走进信阳
,

感受信
阳这座城市的魅力。

“山水信阳”

尽揽南北胜景

“来过
,

就不曾离开。 ”一位来自北方的
游客在信阳居住一段时间后

,

在自己的微
博中留下如此感言。

他说
:

信阳有秀丽的山脉
,

柔美的湖水
,

淡雅的茶香……

淡淡的感言
,

素描了信阳的山水之美。

信阳地处中部之中
,

河南之南。立中原
而通八方

,

居腹地而达九州
,

自古就有“三省
通衢”之称。 它南枕大别山

,

北依淮河
,

胜景
无数、浑然天成。 有山水之秀丽、文化之深
厚、茶乡之美妙、百花之芬芳、交通之便捷、

宜居之惬意。 这里气候宜人
,

年均气温为
15.1℃

—

15.3℃,

空气湿润、 相对湿度年均
77％,

是人类理想的栖居地。 这里地处中国
地理南北分界线

,

历史丰富
,

人文厚重
,

豫风
楚韵

,

风情独具
,

素有“北国江南、江南北国”

的美誉。

“信阳绝不以牺牲生态和环境为代价来
换取经济效益的一时发展。”信阳决策者的
话语掷地有声。

信阳始终坚持生态优先
,

把生态理念
融入城市建设全过程。目前

,

信阳市仅在中
心城市就规划建设了贤山、龟山、震雷山、

金牛山、龙飞山、羊山等“六山”公园
,

扩大
绿带

,

增加绿量
,

进一步促进了山、水、林、城
一体融合发展

,

提升了“山水信阳、休闲茶
都”的城市品牌。

曾经
,

豫南明珠“南湾湖”一度被笼罩
在污染阴霾之中。 信阳各界不遗余力唤醒
人们对母亲湖的保护意识。 在信阳人的倾
力推动下

,

《河南省信阳南湾水库饮用水水
源保护条例》于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
施。

2011

年年底
,

南湾湖被纳入“国家重点
湖泊生态环境保护试点”

,2012

年南湾湖国
家重点湖泊环境治理项目开工。

前不久
,

南湾湖景区荣膺“第五届中华
100

大生态亲水美景口碑金榜”第五位。这
也是河南省唯一进入榜单前十的景区。

信阳人爱美
,

更善于创造美。 在“美丽
乡村”建设中

,

平桥区郝堂村以它的自然之
美、和谐之美被人民日报赞为“画家画出来
的乡村”。 “我去过很多乡村

,

郝堂村山清水
秀
,

风光旖旎
,

是最美的一个
,

你们把郝堂建
设得很好啊。”河南省领导到信阳调研时对
郝堂赞美有加。

“生态信阳”打造宜居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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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绿色半城水
,

蓝天白云最相宜。 有
人说

,

信阳山水
,

是一首流动的诗。那么
,

信阳
的城市

,

则是一幅凝固的画。这里
,

清河蜿蜒
,

白鹭云集
,

雅韵八景
,

意味深长。每天
,

不必远
足郊区

,

在信阳市区就能享受到乔灌结合、

花草相宜、一路一景的绚烂美景；百花园里
“花中有花、园中有园、四季有景、月月有
花”

,

清清河水穿城而过
,

两岸杨柳依依
,

花香
漾漾。生态市区

,

让人仿佛置身于天然氧吧。

回想城市建设的路程
,

信阳人无不感
叹
,

面对基础差、 底子薄、 难度大的状况
,

2007

年起
,

信阳市委、市政府以开展“六城
联创”为契机

,

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创建
活动。 各级领导带头创建

,

各级各部门通力
协作

,

广大干部踊跃投身
,

人民群众热情参

与
,

掀起了爱我家园、建美信阳的热潮。

从活动伊始的运动式管理到长效管理
机制的建立

,

再到精细化、层次化管理的推
进
,

信阳城市建设每一个过程的转变都是
“破”与“立”的较量。

2010

年至今
,

信阳市中心城区绿化水
平一直走在全省前列。

2013

年以来
,

共新建
改造游园绿地

15

处
,

完成投资
700

多万元
,

新增绿地面积
5.5

万余平方米。

家在军韵花园的军转干部老李说
:

“当
了

40

年兵
,

换了
12

个岗位
,

老了还是选信
阳来养老

,

因为转来转去
,

转了很多城市
,

还
是觉得这里更宜居。 ”

市民在享受创建实惠的同时
,

自发参与
到创建中来。 退休干部张桂东

,

在信阳新区

行道树的栽种中
,

挖每一个树穴他都亲自到
场
,

树穴的大小、尺寸、深浅
,

他都要拿一个
尺子量一量。 人行信阳分行离休干部李定
洲
,

身患严重的心脏病
,

为了城市创建
,

他三
年累计行走

6000

多公里
,

足迹踏遍市区的
角角落落

,

先后向市政府递送了
35

份调查
资料

,

约计
15

万字
,

提出数百条创建工作建
议
,

被誉为“感动城市的老人”。

“咱们市连续五次荣获十佳宜居城市
称号

,

我觉得当之无愧
!

”连续五年
,

每次听说
获奖后

,

这位感动城市的老人
,

在欣喜之余
,

都在说着类似的话。

为让优良生态、优美环境、优质生活的宜
居信阳更具魅力

,

今年年初
,

信阳市又开始了
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的新的一轮征程。

平桥区郝堂村荣登全国第一批“美丽宜居村庄示范”榜单。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