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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同步 与读者同行

采用“畜-沼(有机肥)-菜”企业6家

采用“畜-沼（有机肥）-粮”企业11家

采用“畜-沼（有机肥）-林（果）”企业14家

采用“畜-沼（有机肥）-渔”企业4家

采用“畜-沼(有机肥)-草”企业3家

采用“畜-沼（有机肥）-粮（菜、林、烟）”

企业5家

生猪企业55家

养鸡企业4家

肉羊企业2家

肉牛企业6家

奶牛企业6家

全市已发展初具规模的循环畜牧企业73家

本报讯 （记者王长河）“现
在不锈钢制品市场景气，俺企业
去年以来产销两旺，产品供不应
求，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一倍还
多。”1月5日，河南旭原不锈钢有
限公司负责人董发有说。

2014年前11个月，宝丰县不
锈钢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32.3 亿
元，同比增长 111.6%，全年营业
收入有望突破36亿元。

2010 年，宝丰县通过多方调
研发现，我省是不锈钢原材料供
应基地和不锈钢制品的主要销
售市场，却没有一家从事不锈钢
制品加工的大型企业。原材料
由我省运至广东加工成制品后
再运回销售，每吨运费成本超过
700 元。为此，该县领导三下广
东，成功引进广东远航不锈钢有
限公司，与该县一家企业合作，
建起年产 10 万吨不锈钢管材的
河 南 旭 原 不 锈 钢 有 限 公 司 。
2011 年 5 月，该公司建成投产，
填补了我省不锈钢制品生产的
空白。

2012 年 2 月，河南旭原不锈
钢有限公司又与广东远兴集团
共同投资15亿元，开工建设年产
50 万吨不锈钢制品的宝隆不锈
钢加工项目，其中一期工程于
2013 年建成投运，二期工程于
2014年9月建成运行。该项目把
产品范围由不锈钢管材扩展到
不锈钢板材，产品的科技含量和
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

为发展不锈钢产业集群，
宝丰县在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
了 占 地 5000 亩 的 不 锈 钢 产 业
园。2013 年 3 月，旭原不锈钢公
司与中国一重集团合作，投资
36 亿元，建设翔隆年产 200 万吨
不锈钢板材项目，随后又陆续
建设了中原不锈钢产业园、年
产 100 万套制品的利嘉不锈钢
项目等。

2013 年 5 月，宝丰县与中国
不锈钢协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努力打造长
江 以 北 最 大 的 不 锈 钢 生 产 基
地。目前，该县产业集聚区已入
驻亿元不锈钢项目12个，总投资

111.5亿元。这些项目涵盖了不锈钢冶炼、液压平整、冷轧制品、
研发与物流交易等上中下游产业，形成一条较为完整的发展
链。2014年 10月，中国不锈钢行业大会在宝丰召开，奠定了宝
丰县不锈钢产业在同行业中的重要地位。

此外，投资2亿元的不锈钢管材项目和投资4.5亿元的新型
不锈钢门窗项目近期将开工。其中，翔隆不锈钢板材项目今年
3月建成投产后，宝丰县将成为百亿级不锈钢生产基地。

该县主抓工业的副县长魏学军表示，市委八届八次全会
和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后，宝丰县更加坚定了发展不锈钢
产业的决心。今年，宝丰县将围绕翔隆不锈钢板材项目的下
游产品组成 32 个招商小分队，开展不锈钢产业招商工作。另
外，宝丰县政府还将出台优惠政策，对前来投资生产不锈钢
制品的企业提供标准化厂房、金融扶持、原材料供应、电价执
行和企业用工培训等方面的优惠，力争到 2018 年使全县不锈
钢产业总产值达到 5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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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鹏飞）1月 5日上午，市
委、市政府召开老干部座谈会，通报全市打
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及投资担保公司清理规
范工作情况，征求老干部对进一步做好这项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市长张国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
记张遂兴通报了全市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
及投资担保公司清理规范工作进展情况，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丽通报了关于打击
和处置非法集资及投资担保公司清理规范
工作的指导意见，部分离退休市级老领导

参加会议。
座谈会上，各位老领导就进一步严厉打

击违法犯罪行为、加大法制宣传力度、增强群
众风险防范意识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
议。大家一致认为，市委、市政府在打击和处
置非法集资及投资担保公司清理规范工作中
认识到位、行动迅速、措施有力，取得了初步
效果。全市老干部将全力配合支持好市委、
市政府的工作，共同努力打赢这场硬仗，维护
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在认真听取了老领导们的发言后，张国伟

指出，去年第四季度以来，我市部分投资担
保公司及其他一些投资机构非法集资问题
相继爆发。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成
立了高规格的领导小组，认真研究分析形
势，在充分考虑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经济
效果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制定出台了比较
完善的处置意见，采取了多项有针对性的
化解处置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损失、最
大限度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各位老领导都
具有很高的政策水平和丰富的领导经验，
对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提出了许多好的意

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梳理吸纳，使全市打
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及投资担保公司清理规
范工作思路更清晰、方案更科学、处置更稳
妥。同时，也希望各位老领导在处置工作
中给予更多关心支持，充分发挥老领导、老
干部的优势和作用，发动方方面面的力量，
大力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和市委、市政府处
置这个问题的态度决心、决策部署和政策
措施，共同努力做好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及
投资担保公司清理规范工作，全力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

市委、市政府召开老干部座谈会

通报全市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及
投资担保公司清理规范工作情况

本报讯（记者孙鹏飞）记者1月5日从
市教育局获悉，市教育局直属 (含民办）初
中、幼儿园放假时间为：2月8日（农历十二
月二十）起放寒假，3 月 8 日（农历正月十
八）学生报到，3 月 9 日(星期一)正式上课。
局直属（含民办）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
放假时间为：2 月 11 日（农历十二月二十
三）起放假，3 月 1 日（农历正月十一）学生

报到，3 月 2 日（星期一）正式上课。各县
（市、区）所属学校放假时间由各县（市、区）
教体局自行确定。

市教育局要求，寒假期间，师生以休息
为主，各校不得给学生集体补课或上新
课，严禁在假期举办面向学生的学科类
补习班、辅导班、提高班等，假期作业布
置要适量。

市区中小学幼儿园2月8日放假

2014 年，面对建市以来最严重的旱
情，市委、市政府采取得力措施，科学应
对，全市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全力抗
旱减灾，不仅稳定了粮食生产，提高了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而且通过积极培育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推进循环农业、加快发展
现代农业，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抗旱减灾成效显著
2014 年小麦播种期间，市农业部门

大力推广精量播种、种子包衣、药剂拌
种、土壤处理等先进技术，提高了麦播质
量；科学制定麦田管理措施，因地制宜，
分类管理，切实抓好以中耕、追肥、病虫
害防治为主的麦田管理，促进了苗情转
化升级。我市小麦中后期以“一喷三防”
为主的病虫害防治及时有力，有效遏制
了小麦病虫害的重发、叠发势头。同时
继续组织开展千名科技人员包千村行动
计划，深入农村广泛开展科技入户服务
活动。

按照每个县（市、区）建万亩高产示
范方，乡（镇）建千亩高产示范方，村建百
亩高产示范方安排高产创建工作，每个
县（市、区）突出抓好两个万亩高产示范
方、两个千亩高产示范方、两个百亩争创
纪录田。各示范区实施了“统一秸秆还
田、统一机耕、统一供种、统一机播、统一
配方施肥、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测产收
获”的“七统一”技术措施，取得显著效
果。2014年，全市夏粮总产79.5万吨，比
上年增产3.2%，实现十一连增。

2014年1月至9月中旬，我市降雨普
遍偏少，主汛期6月至8月的平均降雨量
仅为 163.8 毫米，比多年均值偏少 65%，
69%的水库干涸，90%的河道断流，近一
半的机电井不出水或出水不足，70%的
秋作物受旱。

面对罕见旱情，全市上下紧急动员，
充分利用地表水，挖掘地下水，实施调水

引水，开展城市节水等多种措施，城乡生
活用水得到有效保障，把农业生产因灾
害造成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秋粮生产虽
减产37.8%，但远好于二级干旱预警的预
期；粮食总产 128.5 万吨，比上年减产
30.2 万吨，降幅仅为 17.5%，抗旱减灾取
得显著成效。

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培育发展龙头企业，是实现新型农

业现代化的突破口，也是农民增收、农业
增效的重要途径。我市认真开展省级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运行监测、申报认定
工作，争取资金、融资等多种政策支持，
为企业创造了良好发展环境。2014年，
全市新增省级龙头企业 7 家，新申报市
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40家，目前市级
以上龙头企业 166 家，其中国家级 1 家、
省级 21 家。市级以上龙头企业资产总
额达 150 亿元，年销售收入达 190 亿元，
直接、间接带动农户 50 余万户，从业人
员9万多人。

此外，我市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社建
设，并鼓励发展家庭农场，通过走规模化
经营、标准化生产、专业化服务、市场化
运作的“四化”发展道路，实现农业生产
方式的转变，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益，促进
了农民增收。2014年，我市新增农民合
作社584个，总数达到2098个；农民专业
合作社成员出资总额 72.8 亿元，社员人
数 1.21 万人，带动农户数 12.91 万户；新
增家庭农场32家，总数达到228家。

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过程中，
我市持续推进农村土地向专业大户、家
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
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序流转，发展
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提高集约化
生产和规模化经营水平，有力推动了农
业农村经济发展。2014年，全市新增土
地流转面积 10.7 万亩，土地流转总面积
达到 88.5 万亩，占第二轮延包面积的
31.5%，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 3 个百分
点，涉及农户 19.6 万户。土地流转和规
模经营，让有限的土地资源集中到经营
主体，提高了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规模效
益、服务效益、成本效益、社会效益，实现
了农民的多元化增收。河南创佳有限公
司流转土地4000余亩，带动农户560户，
并安排 400 多位周边农民务工，年人均
工资性收入15000元。

发展循环农业探新路
2014年，为促进农业转型升级，我市

提出了以现代农业为标志，以生态农业

为方向，以高效农业为目标，以资源农业
为基础，以安全农业为保障，以循环农业
为核心，发展现代绿色文明农业。

以畜牧业为龙头的循环农业为突破
口，我市科学谋划，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发
展。在总结舞钢瑞祥、宝丰康龙、叶县双
汇等大型养殖企业发展循环农业经验的
基础上，我市结合市域内工商资本雄厚
且向农业领域投资意向明显、中低产田
改造任务重以及土地流转速度加快等特
点，采用“畜-沼（有机肥）-粮”“畜-沼

（有机肥）-菜”“畜-沼（有机肥）-果”等
循环模式进行生产，使生物质能得到多
层次、多级化循环利用，带动养殖业、种
植业、林果业、农产品加工业的一体化经
营,实现农业经济发展速度、质量与效益
相统一的新型农业发展方式。

目前，我市已发展初具规模的循环
畜牧企业 73 家，其中生猪企业 55 家、奶
牛企业 6 家、肉牛企业 6 家、肉羊企业 2
家、养鸡企业 4 家。其中，采用“畜－沼

（有机肥）－菜”循环模式的企业 6 家，
采用“畜－沼（有机肥）－粮”企业 11
家，采用“畜－沼（有机肥）－林（果）”企
业14家，采用“畜－沼（有机肥）－渔”企
业4家，采用综合“畜－沼（有机肥）－粮

（菜、林、烟）”企业 5 家，采用“畜－沼
（有机肥）－草”企业 3 家，推进了农业
转型升级，为我市农业发展找到了一条
新途径。 （本报记者 刘晓雷）

现代农业：保粮扩经强农富农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市委八届八次会议和经济
工作会议提出的一项总体要求。认真领会这一重要要求，对
于贯彻中央、省委和市委的精神，做好我市2015年经济工作、
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1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首次提出了
“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我国经
济发展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和趋势性变化得到了更为全面的
阐释。省委九届八次全会和经济工作会议就新常态下我省
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战略部署。这些都为我市在新形势下
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科学遵循。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
相对稳定。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
升到战略高度，表明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
的认识更加深刻。认识不到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
动力，不仅难以适应新常态，更难以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
权。因此，我们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发展
新常态的科学阐释，准确把握经济新常态带来的“九个趋势
性变化”和呈现出的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
点”，清醒认识我市转型发展面临的“利”与“弊”、“机”与

“危”，着力趋利避害、化危为机。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市委八届八次会议和经济
工作会议确定了我市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
展的各项目标和要求，要实现这些预期目标和要求，就必须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坚决破除资源依赖思想，增强
转型发展意识，向产业链的终端、附加值的高端、技术含量的
顶端发力突围，跳出“资源陷阱”；要坚决破除单纯依赖大企
业观念，切实增强改革、开放、创新意识，放手发展中小微企
业，培育壮大非公有制经济，形成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微企
业铺天盖地的良好局面；要坚决破除经济周期性变化依赖思
维，丢掉周期性回暖的幻想，不能坐等经济回升，切实增强弯
道超车意识，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坚决破除经验依
赖心态，改变遇事凭感觉、办事拍胸脯、压力小了不干、压力
大了盲干的历史旧习，按照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
来思考、谋划、推动工作，注重实际效果。

当前，我市正处于爬坡过坎、攻坚转型最关键的时期。
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好中央、省委和市委的决策部署，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认清大势、顺势而为，坚持发展、
因势利导，主动作为、乘势而为，不断推进转型发展，促进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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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5 日，“三沙 1 号”在文昌市清澜港
起航前往三沙。

当日，“三沙1号”交通补给船首航。“三
沙 1号”投入运行后，从文昌清澜港到三沙

永兴岛航行约10个小时，比目前的“琼沙3
号”缩短约 5 个多小时。“三沙 1 号”还设有
直升机起降平台，方便执行海上救援和岛
礁巡查等任务。新华社记者 赵颖全 摄

“三沙1号”交通补给船首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