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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首届信阳根亲文化论坛举行

乔新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信阳消息（首席记者韩蕾）

9

月
19

日， 由市委统战部主办、

信阳根亲文化研究会承办的
2016

年首届信阳根亲文化论坛
举行。 市委书记乔新江出席开
幕式并致辞。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张
占仓，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谷建全，市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方波， 市政协副主席王勇出
席开幕式。开幕式由方波主持。

乔新江在致辞中说，信阳是
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
华姓氏的重要发源地、历史上中
原汉族播迁闽粤的肇始地和集散
地，中华汉族姓氏中有黄、赖、蒋
等多个姓氏源于信阳或旺于信
阳。近年来，信阳高度重视根亲文
化资源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开发工

作， 根亲文化品牌在海内外已
颇具影响， 根亲和姓氏社团得
到健康发展， 联谊交流和寻根
恳亲活动不断拓展， 根亲文化
已经成为信阳扩大对外交流、

提高信阳影响力、 助推信阳经
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乔新江说， 信阳历史上就
是“一带一路” 的重要节点城
市， 信阳茶叶和其他优质农产
品曾是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
重要商品， 中原文明也曾随着
信阳历史上的几次大规模移民
南迁传播至东南沿海、 闽台地
区乃至世界各地，曾为“一带一
路” 沿线国家和世界人民作出
了重要贡献。如今，信阳又迎来
千载难逢的重大机遇， 国务院
批复的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

展规划把信阳确定为三个核心
发展区域之一，列入国家“十三
五” 规划的淮河生态经济带发
展规划把信阳确定为三个核心
发展城市之一，中办国办《关于
加大脱贫攻坚力度支持革命老
区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把信阳
确定为重点支持地区。这三个国
家层面的战略性规划和文件，都
明确支持把信阳建设成为区域性
中心城市、充满活力的生态经济
先行区和全国有影响力的交通、

信息、物流枢纽。下一步，信阳如
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
作用？如何通过根亲文化，将信阳
和海内外宗亲的心更加紧密地连
在一起？如何更好地发挥根亲文
化的纽带和桥梁作用，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多做

贡献？ 一直是信阳深入研究探讨
的重大课题，希望各位专家多为
我们把脉问诊、献计献策。

乔新江指出， 举办信阳根
亲文化论坛是一次很有意义的
探索， 希望这个论坛能够成为
一个新的、 可持续发展的根亲
文化研究平台， 期待推出更多
的研究成果。 我们将认真学习
借鉴论坛研究成果， 进一步发
挥根亲文化优势， 为建设河南
华夏历史文明创新区、 打造全
球华人根亲文化圣地、 做大做
强信阳根亲文化品牌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在随后举行的论坛上，河
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张占仓，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谷建
全，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科研处

主任、教授王大良，台湾朝阳大
学通识中心副教授王震邦，闽
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教
授汤漳平， 中华伏羲文化研究
会副会长、 华夏姓氏源流研究
中心主任袁义达， 台湾中华河
洛暨开漳圣王文化研究会理事
长廖俊杰， 信阳师院历史文化
学院院长尹全海等专家学者分
别作主题演讲， 探讨信阳如何
充分发挥根亲文化的纽带与桥
梁作用，积极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中去。

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研究
所所长张新斌主持论坛活动，并
科学阐释了举行此次论坛的深
远意义。论坛由信阳师范学院历
史文化学院和台湾中华河洛暨
开漳圣王文化研究会协办。

克难攻坚稳增长

———喜迎市五次党代会召开系列报道之二

五年前的那个多彩的初
秋， 市四次党代会向全市发出
庄严承诺：必须抢抓机遇，奋发
有为， 建设更具实力、 更有活
力、更富魅力的信阳，完成时代
赋予的崇高使命。

五年后的这个丰盈的金
秋， 信阳交出了一份发展势头
好、城乡面貌变化大、人民群众
实惠多的“答卷”———

五年里， 围绕市四次党代
会提出的建设魅力信阳的目
标，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改革开
放全面深化，工业化加快推进，

信息化与现代农业、工业化、城
镇化融合成效初显； 发展水平
与全省差距缩小， 蓄能崛起势
头正旺。

五年里， 宏观环境复杂多
变，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改革发
展任务艰巨繁重，信阳全力“赶
考”。市委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
众坚持持续求进、务实发展、积
极作为， 始终扭住发展这个第
一要务， 突出项目带动这一抓
手，树牢前锋意识，勇于克难攻
坚，持续良好态势，优化经济结
构，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奋力打
造生态经济高地、 山水城市宝
地、改革开放热地、特色文化名
地、平安和谐福地，在一条不以
牺牲农业和粮食、 生态和环境
为代价的， 以新型城镇化为引
领的“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路
子上越走越宽广、越走越敞亮。

———经济增长速度位于全
省前列。 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
显示，在“十一五”末突破

1000

亿元的基础上，“十二五” 时期

全市经济总量持续攀升， 首次
跻身全省前九行列，终结了“十
一五”居全省后

8

位的历史。

———财政收入首次突破
100

亿。“十二五”时期，全市财
政总收入每年增长

10

亿元以
上， 地方财政收入连续跃上

40

亿元、

50

亿元、

60

亿元、

80

亿元、

90

亿元台阶。

2015

年，全市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374

亿元，是
2010

年的
2.15

倍，“十二五” 年均增
长

16.5%

， 用于民生的支出得
到较好保障。

———金融实力进入全省第
一方阵。 “十二五”时期，交通
银行、民生银行、珠江村镇银行
等多家银行入驻信阳， 全市金
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十二五”时
期双双实现翻番， 贷款余额由
“十一五” 末的全省第

8

位上升
到
2015

年的第
6

位，存贷比大幅

提高。直接融资实现新突破，华
英农业和黄国粮业分别在“中
小板”和“新三板”成功上市，本
土国内上市公司增加到

3

家。

———基础设施投资高位扩
张。“十二五”时期，我市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在“十一五”末突
破千亿元的基础上， 规模持续
扩大，先后迈上

1200

亿元、

1500

亿元、

1700

亿元台阶，

2015

年突
破
2000

亿元， 投资规模稳居全
省第

5

位。

2011

年
-2015

年，固
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

7371.38

亿元，为“十一五”时期的
2.6

倍， 成为拉动全市经济平稳较
快发展的主引擎。

市发改委主任郑先明欣喜
地告诉记者，“十二五”时期，我
市化加快发展、 弯道超越压力
为动力，以调结构促发展，在发
展中促转型， 结构调整步伐加
快，转型升级实现重大突破。

在信阳， 一个关于电商物
流的故事流传很广：

2015

年
11

月
11

日，信阳金牛物流产业集聚区
迎来物流“洪峰”：头天零点起人
就没再合眼，千余人打包、分拣、

搬运、 装车，

30

台热敏打印机分
秒不停地吐出快递单据，市里还
调集了电力和网络保障车。

24

时
云计算中心大屏幕显示，单日单
仓出货量

51

万余单。

“双
11

” 后连续几天， 信阳
EMS

即时数据几次冲入包括北
上广在内的全国前十，成为仓储
物流业备受瞩目的一匹黑马。

“双
11

” 信阳一战成名，除
了市区， 光山县这一天卖出

72

万件羽绒服， 成为全国电商羽

绒集散地。 信阳一座
10

万平方
米的智能化平层仓储随之投
建， 一些大卖家开始把仓储重
心转向信阳。 恒大大米全国六
成份额交给鄂豫皖一日达，物流
成本可降一半。信阳仓配业务已
进入指数级增长快车道，增速进
入全国前十。中部小城信阳正朝
“物流重镇”迅速崛起。

现代物流业的兴起， 是我
市近年来调整产业结构的一个
缩影。“十二五”时期，我市第三
产业比重大幅提升。 全市三次
产业结构由

2010

年的
26.4∶42.2∶

31.4

转变为
2015

年的
24.2∶40.2∶

35.6

，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提
高
4.2

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由

2010

年的
34.2%

提高
到

41.7%

。 现代服务业加快发
展。

2015

年， 全市以现代物流、

金融保险、信息传输、计算机服
务、商务服务、房地产等为代表
的现代服务业增加值

523.79

亿
元，占第三产业比重达

78.3%

，

比
2010

年提高
4.8

个百分点。第
一产业比重明显下降。

2015

年，

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较
2010

年
下降

2.2

个百分点。

数字的此消彼长， 见证的
是全市经济结构转型、方式转变、

以及动力转化， 我市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动力更强、后劲更足。

与此同时，我市坚持走新
型工业化道路，以扩大增量引
领结构调整，以做优存量推进
方式转型， 加快构建现代工业
体系，推动工业转型升级，也使
全市高成长性制造业稳超半
壁江山。

信阳国际家居产业小镇生产企业现代化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