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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原经济区建设扬帆起航，对我

们的一场“大考”随即而至。

省委书记卢展工鲜明地提出四个事关

全局的重大问题：“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

去？粮食怎么保？民生怎么办？”对于周口

而言，这四道难题正是我们念兹在兹的重

大课题。

（二）从客观上看，周口长期被“多”困

扰：人多，占全省1/10，尤其是农民多，农村

富余劳动力占全省的1/6，转移就业压力

大；农产品多，粮、棉、油占全省总产量的1/

7、1/3、1/4，比较效益低，群众增收难。周

口一直被“少”掣肘：人均耕地少，保护基

本农田责任重；自然资源少，1.19万平方

公里的国土面积上，没有一块自然生成的

矿石，产业发展的先天条件不足。周口多

年受“低”束缚：人均主要经济指标低，人

均财力低，仅及全省平均水平的1/3；工业

化率、城镇化率低，统筹城乡发展、富民强

市难度大。

从主观上讲，受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

一些干部小农意识根深蒂固，目光短、易自

满，标准低、惯凑合；思维方式僵化线性，一

刀切、来回变，囿于旧、窘于新；工作方法简

单粗暴，拍脑袋、大呼隆，急功利、好跟风；

工作作风虚假浮漂，重形式、轻实效，绕矛

盾、怕担责。归根到底，就是思想观念、工

作理念“不合时宜”，领导方式“不适应”、

“不符合”。

在这样的条件下，领导方式不转变，破

解“四难”，可谓难之又难，难上加难。

（三）破难解缚，路在何方？

转变思维方式，把思想观念搞对头：不

是静止地、孤立地看，善谋一域者必谋全

局，站得高才能望得远。锁定农之势、人之

势、后发之势，变“包袱”为“财富”，化“劣

势”为“优势”。

转变工作方式，把工作方法搞对路：从

中原经济区区域空间来审视谋划周口，遵

循区域经济发展“分工、交易、合作”的一般

规律，变压力为动力，变被动为主动，准确

定位、主动融入。

转变运作方式，把工作做扎实：重实

际，求实效。

从“不拖全省发展后腿”到“发挥在中

原经济区建设中的重要支撑作用”，方式一

变，闻法解悟、茅塞顿开、豁然开朗。

（四）不牺牲粮食和农业，舍我其谁？

从历史看，六千年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周口与“农”字有不解之缘。从现状看，

全省第一农业大市、第一产粮大市，赋予我

们更多的是责任和使命。不牺牲粮食和农

业，靠什么？

靠进一步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深

化以市场为取向的农村改革，依法、规范地

以“地定权、住定址、树定根”为核心确权赋

能，让农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发展权

利和发展机会。就宅基地使用权而言，分

两步走：一是摸清家底，发证确权；二是面

向未来，探索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逐步建

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就土地承包

经营权来讲，对每家每户的承包经营权进

行明晰、颁证，既可稳定面积，又可保护农

民权益。

靠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单位面积产

出率。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推动土地规范

有序地合理流转，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这一平台，实现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

周口农民三年发力，专业合作社总量已突

破 1600 家，触角伸至种植、养殖、生产、加

工及信息服务等多个领域。从“单兵作战”

到“抱团”闯市场，农民抵御市场风险、实现

增收致富的本领大增。商水县练集镇朱集

农民专业合作社，采取农民以土地入股的

办法，发展特色种植，实行规模经营，一亩

地的综合收入翻三番。

靠提升农村社会化服务水平。健全

科技服务体系，推广良种良法，用科技的

力量提高农民种地收益的含金量。良种，

则优生优育优收益；良法，则省时省力省

成本。盯住粮食生产核心区不丢，围绕

“十二五”末全市粮食生产 165 亿斤的目

标，从今年起，每年建设 20 万亩高产稳产

田，完成26万亩中低产田改造任务。在抓

好全市 38 个小麦、28 个玉米万亩高产创

建示范区的基础上，在每个县市建设 3 个

以乡镇为单位整建制粮食高产示范区，辐

射带动全市粮食均衡增产。抓住现代农

业示范区建设不放，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

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

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

农业。

一句话：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

（五）农产品多，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得天独厚。

既然与“农”字结缘，依农兴工、以工促

农，正可以成就美好“姻缘”。

财鑫“吃”玉米，加工增值十多倍；天豫

“吃”红薯，土产品做出洋产业，产品远销美

日韩；五得利“吃”小麦，产能全省第一。

杀鸡、宰猪、磨面、榨油、纺花、织布，这

些在人们心目中上不了台面的行当，已成

为周口工业化的重要支撑。把农产品加

工业作为特色主导产业，坚持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人优我精，靠项目带动、品牌带

动、创新带动、服务带动，把“量”搞上去，把

“质”升上来，依托技术进步与创新，提高

农产品加工度，改变农产品加工产业层次

低、产业链条短、资源利用率低、产品竞争

力弱的状况。

“解表祛里”，“通则不痛”。给丰富农

产品打通一条加工、转化的通衢大道，脉络

通、循环畅、肌体健。

（六）人多，正是劳动力资源丰富，“人

口红利”可在此聚集财富，劳动密集型产业

大有可为。

我们积极承接食品加工、制鞋业、纺织

服装业等产业转移，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劳

动密集型产业在周口遍地开花。淮阳、西

华、商水、扶沟、鹿邑等地抢抓制鞋业向内

地转移的机遇，分别与美国纬伦集团、台湾

制鞋工业同业公会达成协议，凯鸿、宝昌、

强鸿等14家制鞋企业陆续落户，安排劳动

力就业3万多人。全省鞋类产品出口三分

天下周口有其一，摘得“河南省制鞋产业出

口基地”金字招牌。

今天的周口，“人口红利”正在利滚

利。太康县台资宏星制衣可提供就业岗位

7000多个，西华县台资凯鸿鞋业的加工链

条延伸到乡村，把车间建在了农民的家门

口，因农务、家务拖后腿耽误外出挣钱的妇

女，不出村就能数钱。

产业集聚对“人”的需求越来越旺，各

县市区由以往的“组织输送农民工外出挣

钱”到现在的“抓紧动员培训在家门口就

业”，当 18万原本外出的农民被 18万个就

业岗位留在家门口时，他们的脸上露出春

天般的笑容。农活不误，家务顺当，幼有所

育，老有所养。大家感叹：“在家的感觉真

好！”

目前，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

呈加速转移之势，转向哪儿？转向成本低、

市场大之地。有346万农村富余劳动力的

周口，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上必当大有

作为。人多之难，迎刃而解。

（七）无矿产资源，国有企业少，说明政

府手中可调控的社会、经济资源少，正可充

分发挥市场主导作用，放手发展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

把“看得见的手”用在引导、扶持、服

务、创造环境上。让“看不见的手”在市场

主体的发育、培育、资源配置、产业转移中

“挥舞”。

美国人来了，德国人来了，多年的“土”

气中有了“洋”味。

32 家台资企业纷至沓来，从台北、台

中、台南到周口的企业管理人员就达 130
多名。

“两只手”配合默契，周口千里沃野，任

凭市场主体的骏马驰骋。全市规模以上非

公有制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 88%，

民营企业吸纳就业占全年新增就业岗位的

90%以上。

放则活，活则变，变则昌，昌则困局解

除。

（八）产业集聚了，发展了，提供更多的

就业岗位就是为民；经济发展了，财富增多

了，就更有能力为民。

快发展则民利多。2010年，全市11个

产业集聚区工人工资性收入约31亿元，县

及县以下净增居民储蓄存款118.5亿元。

聚财富可纾民困。财政增收了，就可

以拿出更多的钱投入到民生领域。

（九）万丈高楼平地起。经济社会的发

展进步是一个不断破解难题、持续创造的

过程。

直面难题，克难攻坚，持之以恒，难题

不难。对于人口多、基础差、底子薄的传统

农区来说，就是要遵循经济规律，尊重群众

意愿，不能急、不能慢、不能乱、不来回变，

避免发展过程中大起大落、走弯路，持续不

断地创造积累，最终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

跨越。就是要千方百计发挥人口和农业优

势，培育好、发展好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主导

产业，推进城镇劳动力就业、农村富余劳动

力转移，实现“三化”协调科学发展。

“十二五”，周口已进入工业化、城镇化

加速推进，全面建设农业现代化的新阶段，

既要扩总量、高增长，又要转方式、高质量；

既有土地、环境等要素约束的加剧，又有民

心、民生的新期待。挑战虽多，机遇更大。

（十）“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

悔”。在建设中原经济区的宏伟实践中，持

续创优势、解难题，谋发展、惠民生，我们坚

信：周口声音会越来越响亮，周口力量会越

来越强大，周口人民会越来越富裕。

解中破难
□何平

易经云：“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早在数千年前，我们的先哲就从大地复苏、万物萌生中，对“解”有了很深的感悟。
大千世界，矛盾无时不有，困惑时常显现，前进的道路一定会有无数的荆棘和坎坷。只有志存高远，上下求索，善解人生之真谛，求解进取

之要领，破解转变之难关，生命的境界才会升华，改革的力度才可强化，发展的步伐才能加大。
“解”就是打开思想和观念转变的“总闸门”，开动脑筋，积极作为，突破影响和制约发展的症结和瓶颈；“解”就是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

要方面，条分缕析，切中要害，有理有节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考验，纷繁复杂，“剪不断、理还乱”，唯有迎难而上，才能迎刃而解。“解”需要在困难中奋

起的勇气，需要在困厄中苦战的决心，更需要在困境中“各个击破”的耐力和智慧。
让头脑“解围”，就要勇于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真正“解”出新思维、新眼光、新境界；给工作“解困”，就该学会“解剖麻雀”，遵循规律，真正

“解”出新思路、新方法、新作风；为民生“解忧”，就应了解群众的冷暖疾苦，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真正“解”出新责任、新情感、新生活。
一个全国典型的人口大市、农业大市，发展任重道远，压力可想而知。在艰难前行中，如何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如何统筹协调，内外兼

顾？又如何解中破难，力求作为呢？相信“周道”的《破难解缚求作为》一文，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