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报做礼物 爱心献教师

息县企业家为教师订阅
《信阳晚报》

信阳消息（记者时秀敏）“这是为我们赠
送精神食粮的大好事儿，非常感谢！ ”

9

月
4

日，

得知息县企业家尹金平为全市部分优秀教师订
阅了

100

份
2015

年度《信阳晚报》时，罗山县彭
新镇公山小学教师李化勇一个劲儿地感谢。

尹金平是息县永立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作为具备国家二级资质、息县
最大的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的掌舵人，多年来，

他在倾心打造一个个建筑优良工程的同时，一
直热心社会公益事业， 常年关注贫困学生和孤
寡老人等弱势群体。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公司成
长为千万元以上的纳税企业， 尹金平更是将慈
善当成了事业。 公共道路建设、农村水利设施、

“光彩助学行动”等各个领域都留下并见证了他
的爱心奉献。 他多次被评为“息县十大爱心人
士”，

2012

年荣获“第三届信阳市公益慈善新闻
人物”称号。 今年

8

月，他为身患白血病的息州
义工胡强捐款

6

万元的义举一时传为美谈。

今年是第
30

个教师节，该向尊敬的人民教
师献上什么礼物？ 《信阳日报》上欢迎订阅

2015

年度《信阳晚报》的消息给了尹金平以灵感：给
老师订阅报纸岂不比单纯送慰问金更有意义？

经与信阳日报社和市教育部门联系， 尹金平决
定为全市

2014

年度受表彰的全国优秀教师、全
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和

2012

年度受表彰的河南
省优秀教师，以及息县近五年来受表彰的“十大
名牌教师”和“德艺双馨教师”每人订阅一份《信
阳晚报》，为全市教育工作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教师节前夕，收到这样的好消息，的确是
一份特殊的好礼物。”息县“德艺双馨教师”徐泽
林高兴地告诉记者，“我一定会认真阅读、 用足
用好报纸，将所学所得更好地用于教学，不辜负
企业家的一片爱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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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景区负氧离子浓度创全国新高

负氧离子浓度瞬间最大值高达每立方厘米
47.8

万个，是我国空气负氧离子保健浓度评价标准
最高等级的

228

倍，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空气清新”标准的
478

倍

� � � �

信阳消息（记者时秀敏见习记者
马迎春）

9

月
3

日下午，信阳森林生态旅游
景区负离子状况实地监测信息发布仪式上
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黄柏山国家森林
公园万丈崖景点和鸡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东沟瀑布群景点固定时段空气负氧离子
浓度平均值分别为每立方厘米

20.7

万个

和
20.48

万个，均高居全国前列。 其中，万
丈崖景点空气负氧离子浓度瞬间最大值高
达每立方厘米

47.8

万个， 创全国新高，是
我国空气负氧离子保健浓度评价标准最高
等级

(6

级
)

的
228

倍，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
的“空气清新”标准的

478

倍。

此数据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专
家、 研究员王兵和河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李良厚共同实地测定的。 看到最终
测定的数据，王兵研究员盛赞不已。 他说，

信阳不愧是生态高地、 养生福地、 度假胜
地，是名副其实的“森林氧吧”。我国将空气
中负氧离子含量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指标之一， 有了鸡公山和黄柏山这样优良
的生态环境和森林生态系统， 信阳当之无
愧地站在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制高点。 李良
厚研究员也称赞说，空气负离子被誉为“空
气维生素”，被视为支撑宜居城市与宜居社
区第一要素， 信阳用空气负氧离子浓度测
定的实际数据， 再次向世界证明了它无愧
于“全国十佳宜居城市”的美丽称号。

除了有“空气维生素”之称，空气负氧

离子因能调节人体生理机能、 促进新陈代
谢、预防感冒和呼吸道疾病、改善心脑血管
疾病，还可消烟、除尘、净化空气，又被称为
“生命长寿素”、“环境清洁素”。 据悉，森林
覆盖率越高，空气湿度越均衡，负氧离子含
量越高。 当空气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
厘米

2

万个时， 空气中的飘尘量会减少
98%

以上， 同时对可入肺颗粒物
pm2.5

具
有极佳的清除效果。 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
“空气清新”标准的空气中负氧离子数为每
立方厘米

1000

个至
1500

个。 我国空气负
氧离子保健浓度分级评价标准共分为

6

级， 其中等级最高的
6

级空气负氧离子大
于或等于每立方厘米

2100

个。

通过这次空气负氧离子实地测定，信
阳空气负氧离子的资源分布状况有了更加
权威的解读， 测量点空气负氧离子浓度均
远远超过国家最高等级， 更加坚定了信阳
发展生态旅游的信心。

本次历时两天的空气负氧离子现场实
地测定活动由信阳市委宣传部和信阳市林
业局共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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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志强在信阳珠江村镇
银行调研时指出
支持三农 实现共赢

信阳消息（记者赵恩烽）

9

月
2

日，副市
长郑志强带领市委农办和市农开办负责同志到
信阳珠江村镇银行调研村镇银行业务发展及服
务“三农”情况。

郑志强一行认真听取了信阳珠江村镇银行
负责同志关于业务规模、服务宗旨、发展战略、

支农举措、网点建设及“太阳关爱·信阳行”慈善
公益活动等情况的汇报后， 对信阳珠江村镇银
行的健康快速发展表示祝贺，对其服务信阳“三
农”作出的成绩表示感谢。 他说，信阳珠江村镇
银行的设立顺应了中央重视“三农”的大形势，

也适应信阳进行农村综合改革发展的小气候。

郑志强指出，银行作为企业，只有坚持正确
的经营理念、科学的管理运作，才能发展壮大，

进而以更强的实力服务“三农”事业。 信阳珠江
村镇银行要逐步增设网点， 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和队伍素质， 通过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来赢得客
户、扩大规模、增加影响力。

郑志强要求，作为信阳重点引进企业，信阳
珠江村镇银行扎根信阳“三农”事业，信阳各级
政府有责任为信阳珠江村镇银行的发展全方位
搞好服务。农口单位与村镇银行联系密切，要加
大对信阳珠江村镇银行的业务支持。 通过共同
努力，实现信阳“三农”事业发展与珠江村镇银
行发展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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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专家在记录测定的负氧离子含量
数值。 本报记者时秀敏马迎春摄

试产成功正好编织富民梦

———淮滨县国腾化纺有限公司新建项目速写

� � � �

当
576

根胶线进入纺织机，眨眼间
源源不断流出一幅

50

厘米宽的塑料布
匹，让人眼前一亮。

昨日下午，记者在淮滨县国腾化纺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采访时，看到这样银
练似的塑料布匹在晚霞中十分耀眼。

其实，该项目就是淮滨县产业集聚
区的一颗耀眼新星。主管生产的负责人
李昌林介绍，该项目隶属深圳潜海富德
能源有限公司，由淮滨籍在外创业成功
人士吕志辉创办。 今年“中国光彩事业

信阳行”活动期间，吕志辉为了回报家
乡，在淮滨投资兴建了一家化纺包装袋
企业， 由投资方提供生产设备和原料、

负责销售产品，当地农民和企业下岗人
员可以在家门口就业。

记者在现场看到，由富德能源提供
的颗粒状聚丙烯原料晶莹剔透，成品编
织袋的手感光滑而柔和。该公司技术人
员介绍，这种原料和工艺流程，严格按
照国家标准。 据悉，富德能源是中国商
贸制度改革后注册的第一家企业，业务
范围包括各种常规能源和新能源的开
采生产和销售，淮滨县国腾化纺生产的
编织袋就是其中的一种产品。

在水一方的淮滨县纺织业由来已
久。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该县因种
植红麻而闻名全国，优质原材料和当地
生产抗洪麻袋的需要， 催生了棉纺、毛
纺以及混纺企业，与编织技术相关的产
业延续不断，成为豫南地区纺织技术富
民的鲜明特色。今年国腾化纺落户，无疑
成为该县又一富民的新兴产业。该县工商
联党组书记李龙说，该企业今年

8

月已
经试产成功，正式生产将会更加红火。

应当如此。 尽管国腾化纺刚刚投
产，但是，在产业富民的大舞台上正好
起步，将会编织出多彩的富民之梦……

特约记者宋斌
本报记者王博见习记者张馨月

当好“保姆”全程尽责

杨扬（淮滨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书记、桂花办事处党工委书记）

淮滨县产业集聚区确定纺织、食品两大
主导产业。 为了使国腾化纺有限公司早日建
成投产，我们主动协助提供产业集聚区标准
厂房，作为国腾化纺前期培训基地和项目孵
化基地；积极为企业提供水、电、路、通信等
必备的基础设施。 对新入驻园区企业，实行
跟踪服务，全程代办，帮助企业办理项目立
项、组织机构代码、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
证、环评评价等入驻手续，实行“保姆式”服
务；在用地、用工、资金、技术等方面为企业
提供全方位服务。

项目责任人心语
淮滨县国腾化纺有限公司简介

淮滨县国腾化纺有限公司是深圳潜海富德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兴建的
一家化纺包装袋生产企业，于

2014

年
5

月入驻淮滨县产业集聚区，前期
使用产业集聚区立城服务区标准厂房

5000

平方米，投资
2000

万元，新
上生产线一条，可年产

2000

万条化纤包装袋，作为项目孵化基地，现已
建成投产。 富德能源拥有全球最大的甲醇制烯烃生产企业宁波富德能源
有限公司，目前，富德能源拥有员工超过

1000

人，年产值
200

多亿元。

下一步，该公司计划投资
5

亿元、用地
200

亩，新建
4

万平方米标准厂
房，再上

5

条生产线，形成年产
1

亿条化纺编织袋生产能力。 预计，该项
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可年产化纺编织袋

1

亿条，年产值可达
3

亿元，年创
利税

3000

万元，吸纳就业
600

多人，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见习记者张馨月整理）

链接》》相关资料

图为淮滨县国腾化纺职工正在检查产品质量。 本报记者方慧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