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人言为信，日升成阳，大别淮
水育茶乡。

千百年来，信阳人与茶结缘，因茶
而做，日复一日地用心种茶、采茶、做
茶，靠勤劳和执著，把毛尖茶做成了最
美最靓的城市名片。

斗转星移，春去秋来，变换的是岁
月，不变的是信念。

（二）2009年12月27日，省委书记
卢展工在信阳调研时指出,信阳应该加
大夏秋茶的采摘力度，尝试开发新的茶
叶产品，增加群众收入，可以开展红茶
加工，而且可以命名为信阳红。

书记一番点题，信阳人像做学问一
样认真学习、锐意创新、潜心实干。经
过106天的日夜攻坚和无数次的反复试
验，信阳红终于横空出世。

（三）信阳红的诞生，是敢做的经
典，她打破了人们思想的误区，创造了
高纬度生产红茶的纪录。

信阳红的诞生，是会做的结晶，她
突破了传统的禁区，改写了河南不产红
茶的历史。

信阳红的诞生，是做好的见证，她
冲破了发展的盲区，信阳茶农因加工红
茶每亩增收2000多元。

信阳红的诞生，无可争辩地印证
了：只要我们把科学的理念转化为务实
的行动，扎扎实实地去做，孜孜不倦地
去做，满怀激情地去做，小茶叶能做成
大产业，小茶叶能做好大民生，小茶叶
能做出大文章。

（四）为什么千百年来，我们守着一
座座茶山，一片片茶园，一棵棵“摇钱
树”，却没有想过开发红茶或其他品种？

信阳红收获的不仅仅是做的果实，
还有深深的反思。

曾几何时，我们热衷于以会议落实
会议，用文件贯彻文件,会没少开，文没
少发，事没落实，说了没做，真做的氛围
不浓；

曾几何时，我们陶醉于青山绿水，
丰富的旅游资源以及便利的交通，捧着

“金饭碗”讨饭吃，谈起优势头头是道，
转化优势却不见真招，说得多做得少，
想做的欲望不强；

曾几何时，我们留恋于老区、苏区

的“红帽子”，向上要资金、要政策、要项
目，不善于找市场，想做的事没做成，会
做的办法不多；

曾几何时，我们习惯算小账，不会
算大账、算长远账，习惯找红头文件，不
善变通，该做的没做到位，敢做的勇气
不足 ；

曾几何时，我们满足于过得去，工
作标准不高，农业没有催生出大的龙
头企业，工业一直是一块没能拉长的
短板，中心城市带动乏力，一些主要经
济指标在全省比较靠后，人均生产总
值不到全省平均水平的 70%，人均财
政一般预算收入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
30%。

（五）凡此种种，无不与我们的思
想观念有关，无不与我们动手去做有
关，无不与我们的发展方式转变有关，
说到底，还是做得不具体、不深入、不
彻底。

面对改革发展千帆竞发、百舸争流
的滚滚浪潮，尤其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
嘹亮号角，信阳到底应该怎么做？

“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变，
习与体成，则自然也。”大史学家司马光
对“做”的诠释，无疑为我们怎么去做开
启了一扇智慧之门。

作之不止，作之不变，自然之法，成
事之道，君子之风。想做不犹豫，真做
不空谈，会做不盲从,做好不懈怠，信阳
要跨越发展、后发赶超，必须在“做”上
下真功。

（六）想做，就要认认真真地做。
想做是一种动力，认真是一种态

度。孔子倡导“事思敬”，即做事要敬
业、要严肃、要认真。信阳红的诞生，就
是因为我们想做在前、真做在后的结
晶。

想做，就要敢于超越前人。长期以
来，信阳偏居一隅，很多人不敢奢望当
先进，更没想过争排头兵。如今，面对
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新机遇、新挑战，是
自甘落后，无所作为，还是沉着冷静，从
容应对？信阳人选择的是在沉默后奋
起，在清醒中进取。

以新型工业化打造区域增长极，以
新型城镇化构筑战略支撑点，以新型产

业化放大改革试验区，我们庄重地立下
誓言：立足于做，认准于真，一往无前，
永不放弃。

（七）真做，就要踏踏实实地做。
真做是一种品质，踏实是一种作

风。说一千遍是个零，做一件是个一。
如果说信阳这几年有新发展、大变化，
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始终坚持“五禁
止”、“十不准”，说了就算，定了就干，一
点一滴做出来的。“禁酒令”不是我们的
原创，但信阳做得真切，办得较真；经营
城市不是我们的发明，但真做实做，八
年磨剑，我们有了信阳新区的大气、大
美、大模样。

真做，就要立足实际、脚踏实地、真
抓实干，不妄想、不虚谈、不作秀，咬定
目标，坚定前行。在今后五年里，力争
再有二至三家企业上市；实施好“华英
农业富民”计划，二至三年内再造一个

“华英”。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力争主要
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人均
指标赶上全省平均水平。

真做，就要该出手时就出手，敢趟
改革的“深水区”，敢闯发展的“无人
区”，敢破经验的“权威区”。继续无怨
无悔地深化农村改革试验，力争早日扛
回国家级牌子，为农村改革发展趟出更
多的路子。

（八）会做，就要持之以恒地做。
会做是一种本领，坚持是一种境

界。有了这种本领和境界，就能为“做
好”破题。“六城联创”之初，部分干群存
在畏难情绪，市级领导带头干，当“路
长”、当“园长”、当“场长”，以自身行动
感动大家、引领大家，攻下了一城又一
城。开发羊山新区没有钱，我们向市场
要钱，靠点子生金，做活了要素市场，做
来了建设资金。经过市场运作，新增城
区面积3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再造了一
座信阳城。

会做，就要善于发现优势、利用优
势，放大优势。我们将化信阳的生态优
势为经济发展强势，让特色更特、优势
更优。探索打造新型工业经济谷、绿色
农业生产谷、宜居宜业健康谷、休闲度
假旅游谷、民生和谐幸福谷，把信阳建
设成为鄂豫皖区域生态经济谷。

人贵有恒，恒则事成。我们要继
续实施干部选拔任用“五个常态化”，
变“伯乐相马”为“赛场选马”，变“闭
门选官”为“开门纳贤”，激活干部一
池春水。选派优秀干部担任“双薄弱
村”第一书记，让干部沉下去抓民生
抓发展。更加坚定地推行信访“四家
工作法”，把来访群众当家人，把群众
来信当家书，把群众之事当家事，把
群众工作当家业，倾情打造群众信访
之家。

（九）做好，就要求实求效地做。
做好是一种信念，求效是一种追

求，也是做的真谛和灵魂。我们靠落
实“三个三分之一”工作法，建设工业
城电子工业园，先栽梧桐树，再引金凤
凰，引来了一大批科技含量高、经济效
益好、环境污染少的企业入驻，把招商
引资做出了实效。我们积极推行新农
保，建起了一座座没有“围墙的养老
院”。全市已有 4 个县、1 个市辖区、6
个市管管理区、开发区推行了新农保，
覆盖农村人口 200 多万。今年要实现
全覆盖，力争让全市人民都能老有所
依，老有所养。

做好靠环境。我们将继续开展“六
城联创”，实施浉河治理，持之以恒地落
实“五禁止”、“十不准”、“一周办结制”，
把环境做美、做优，扫净庭院迎宾朋。
通过彻底地做，坚决地做，营造一个亮
丽的信阳、好客的信阳、开放的信阳，充
分汇聚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让
信阳成为投资的热土，创业的福地，宜
居的天堂。

做好要看标准。高标准是最大的
节约，低标准是最大的浪费。鸡公山文
化旅游试验区建设，我们定位为高端开
发，大手笔谋划，高标准运作，围绕港中
旅项目打造国际山地旅游休闲度假目
的地，围绕上海文广项目打造鸡公山国
际影视文化基地，围绕志高集团项目建
设中部动漫产业园，把鸡公山做成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文化旅游精品，抢占现代
旅游市场的制高点。

（十）“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坚守
说了就做、做就做好的信念，830万信阳
人一定能够梦想成真。

走红大江南北，香醉四海宾朋，“信阳红”的成功告诉我们——立言立行，善做善成。
天地生人，有一人当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做人，做事，做文章，做生意……“做”，现实中无处不在；“做”，与我

们如影随形。“做”，方可彰显生命意义；“做”，才能造就人间奇迹。
做同样的事情，运作有高下，效果大不同。浮光掠影之人，浅尝辄止，效果平平，可能贻误良机；不得要领之人，方法不对，劳而无功，乃

至南辕北辙；善做敢干之人，举一反三，事半功倍，势必推动全局。
建设中原经济区，关键在做。只有扎扎实实做，勤勤恳恳做，遵循规律做，开拓创新做，求实求效做，才能做细、做深、做透、做大、做强、

做优。
善做善成，就要科学谋划做。志存高远，深思熟虑，谋定而动，把目标定准，把规划落实。
善做善成，就要尽心尽责做。心随责走，责随职走，权高责重，不放松要求，不马虎行事。
善做善成，就要持之以恒做。坚定方向，坚持不懈，坚守待成，有耐心做实，有决心做成。
只说不做，嘴上功夫，只有说到做到，说好做好，才是实功夫、硬功夫、真功夫。“信念”的《在“做”上下真功》，以生动的实践，印证了一个

常谈常新的道理：成功不凭想象，只能靠我们的聪慧、毅力、勤劳去实现。

在“做”上下真功
□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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