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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向炜 郭靖

信阳深读

环君姚珑
A3

“生态旅游”绘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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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过信阳的人常感慨地说， 信阳自然资源
禀赋不错，不发展旅游业就太可惜了，同时又不
忘叮嘱： 千万要寻找好旅游业发展和生态保护
的平衡点， 要是把这么好的青山绿水和密林香
茶给破坏了，那就更可惜了！

近年来，信阳紧紧围绕打造“中国山水旅游
休闲度假目的地”和“中国中部区域性文化旅游
中心”的目标，坚持以特色文化旅游引领区域经
济发展，提出构建“一廊、两带、四区”旅游业的
发展布局：

“一廊”，打造环南湾湖生态休闲走廊；“两
带”，叫响“鸡公山

-

南湾湖
-

灵山和黄柏山
-

金
刚台

-

汤泉池
-

西九华山两大山水生态旅游黄
金带；“四区”，西部休闲度假旅游区、东部生态
休闲度假区、北部旅游发展潜力区、都市休闲度
假区。 通过“一廊、两带、四区”生态旅游发展定
值，打造中国山地旅游休闲度假目的地。从整体
上整合旅游资源，使全市旅游开发，形成完整的
旅游发展链条。信阳旅游呈现出一幅红绿辉映、

古今交融、山水生态、休闲宜居的美丽画卷。

依托生态优势， 转变发展方式，“既要金山
银山更要绿水青山” 是我市一直坚定践行的发
展理念。 市委书记郭瑞民、 市长乔新江明确表
示：“生态优势是发展新兴产业的坚实基础，前
沿优势是承接产业转移的先决条件， 民智优势
是促进产业繁荣的力量源泉。依托三大优势，信
阳正向大美转变。

的确，在这盘“生态棋”大局中，我市正以
“依托生态优势”为主线，以“调结构促转型”开
局，相续落下生态农业、绿色工业、生态旅游业
等绿色产业的“棋子”，既绿了城市，美了家园，

也逐步圆了老区人民的致富梦。 当真是一朝走
活“生态棋”，世代尽享“绿富美”！

信阳：

走活“生态棋” 实现“绿富美”

����大别苍苍，淮水泱泱。南北交融、承东启西，优越的地理位

置造就了信阳独特的生态人文环境，“山、水、林、寺、茶、红”闻

名遐迩。

良好的生态资源禀赋， 是大自然给予信阳儿女最宝贵的

财富；地处大别山老区，工业底子弱、经济欠发达又是信阳必

须面对的市情。

不发展不行，但只讲 GDP 不要环境更不行，怎么办？ 如何

找到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的最佳结合点？信阳探索出了一套切

合实际的发展思路：

从吹响“生态立市”号角，到坚持“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

山”，再进一步提出“生态优势是美丽信阳的核心竞争力”……以

提升和放大“前沿、生态、民智”三大优势，发展生态产业，努力

走出一条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之路。

经略既定，宏图将举。信阳通过巧做“加减”调结构，“点绿

成金”谋致富和“生态旅游”绘美景，走活了一盘“生态棋”，让

这里的山川更绿、百姓更富、家园更美。

巧做“加减”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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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美不光要体现在自然上，还要体现在
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上，建设美丽信阳，要
在推动可持续发展上下功夫。 ”

2012

年年底的一项统计数据让我们汗颜：

我市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
中，高耗能行业耗能所占比例重达

89.78%

。 这
就意味着我市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还没有得
到根本扭转

,

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比较粗放
,

污染
物排放量较大。

这种现实状况让实现“建设美丽信阳”的目
标相去甚远， 如何既要促进发展， 又要保护生
态？二者的结合点无疑就是继续转变发展方式，

调整经济结构，发展生态经济，把生态优势转化
为经济优势。

下好这盘“生态经济”棋，需要智慧和勇气，

更要有壮士断腕的果断和决心。市委、市政府多
次向全市各级相关部门发出号召：

“把主要精力和工作重心放到提质增效、转
型升级上来，实现更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 ”“坚
决不允许重污染企业落户信阳， 严禁引进高污
染、高耗能项目。 ”

随着《信阳市“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
作方案》的出台，以电力、钢铁、化工、建材、造
纸、纺织、食品加工等行业为重点目标，一系列
狠抓节能降耗，淘汰落后产能、遏制“两高”行业
盲目增长的行动持续开展。 近年来，全市

10

多
家立窑水泥生产线被强行拆除， 淘汰

360

多家
黏土砖瓦窑场和

100

多家简单珍珠岩加工企
业，

139

家燃煤锅炉设备正逐渐退出历史“舞
台”。

“我们就是要让信阳的蓝天白云、青山秀水
成为客商投资创业、修身养性的乐园。生态优势
不仅要联系到农业、旅游业，更要紧密地跟现代
工业、新兴产业联系在一起，积极探索信阳特色
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市委书记郭瑞民如是说。

短短几年，圆创磁电、星天空数码、天扬液
晶等一大批电子信息、高科技项目落户信阳，高
端制造、新型建材、绿色食品三大产业基地和电
子信息、现代家居、纺织服装、现代物流等主导
产业粗具规模，既形成了产业发展高地

,

又加快
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

把产业集聚区建成绿色生
态文明发展的典范。

“点绿成金”谋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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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地处淮河流域源头地区和长江流域中
游地区，在秦岭淮河气温分界线上，良好的生态
环境，为我市发展生态农业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作为一个农业大市，近年来，我市致力于把
现代农业科技与传统农业相结合， 开展生态农
业建设，打造绿色支柱产业。

近日， 记者来到位于潢川县经济开发区的
九龙科技珍稀食用菌产业化项目基地， 一幅以
高科技支撑的生态农业图景， 让人不由得眼前
一亮：

在园区食用菌生产车间内， 通过液体菌种
深层发酵生物工程技术和人工智能栽培环境控
制技术， 智能化的车间内不仅生产出了新鲜的
食用菇， 还将鲜菇开发制作成不同休闲小点等
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该项目前二期投产后年产
值将达

2.6

亿元，并通过走“公司
+

基地
+

农户”之
路，实现万户种植、千人就业。

这种“资源共享、循环利用”的模式，仅是我
市发展生态农业的途径之一。 近年来，我市因地

制宜，通过发挥资源优势，开展绿色防控，加大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等措施，促使生态农业、绿色
农产品在信阳遍地开花。

生态建设上去了， 绿色富民之路也越走越
宽广。 目前，全市初步形成了深山“林、菌、药、

茶”，浅山丘陵“牧、果、养、花”，平原“种、栽、插、

加”的区域生态农业格局，呈现出“山上种果茶，

山下圈鸡鸭，水旁建猪场，水中养鱼虾”的农林
牧渔繁荣的生态农业生产景象。

农业资源的合理开发，也让绿色食品企业日
益壮大，农业标准化生产初显端倪。 记者从市农
业局获悉， 今年我市新增绿色食品企业

1

家，产
品

2

个；续展获证企业
2

家，产品
5

个；续展申报
企业

4

家，产品
5

个；年检绿色食品企业
11

家。

发展生态农业，实现了农业资源合理利用，

我市生态农业发展大有潜力。 未来，随着高效农
产品生产基地的做大做强， 生态产业链的进一
步丰富，寻常的农产品也能“点绿成金”，壮大经
济，富了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