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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好想你”走进全国两会，为代表
和委员们送去“甜蜜”的慰问；千年枣树根走
进上海世博会河南展馆，将河南根文化的魅
力展现得淋漓尽致。红枣已经成为新郑乃至
河南的代表，大枣文化也成为新郑一面鲜红
的旗帜。石聚彬——河南好想你枣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他无疑是大枣文化蓬勃发展
的助推者。如今，他又喜获“全国劳动模范”
的光荣称号，用他的话说：“我是农民的儿
子。我爱着脚下的那片土地，爱着那片沙土
地上旺盛生长着的枣林。”

上个世纪 80年代初，作为村里唯一的高
中生，20岁的石聚彬当上了村长，并开始不断
思考如何帮助乡亲们将当地的特产——红枣

销售出去。创业的艰辛可想而知，辗转 10年
间，他尝尽世间苦难，甚至是“吃几堑才长一
智”。背负着乡亲们梦想和汗水的他，眼睁睁
地看着自己的心血付诸东流，心痛万分。但
是他并没有被困难击倒，而是开始着手研究
枣的历史、种植、保鲜、营养、深加工、包装、储
藏运输等方面的知识。他经常将自己了解到
的信息公布给周围的人并和他们互相探讨各
自的看法、见解，学习一些先进的耕作经验、
培育优质新品种等。

率真勇敢的石聚彬，敢于将自己的想法
付诸行动。1993年他注册了公司，用从信用
社借来的 100万元建起了厂房。嗅觉敏锐的
他一边卖枣一边继续做市场调查。善于创新

的他，针对南方人的口味，生产出了无核鸡心
枣，赚取了第一桶金，同时借鉴“口香糖”、“香
烟”灵感研制出了枣片，模仿西方人佐餐研制
出的枣干和“东方咖啡”枣粉，如今“好想你”
推出了十大系列、200个单品的产品构架，多
数都是国内首创。

从简单的产品加工，逐渐延伸到种植、冷
库保鲜等综合性企业，从最初的简单销售，延
展到物流、专卖等领域，随着产业链条不断拉
长，“好想你”在行业中的主导地位日益凸
现。在公司生产、销售、运输等领域直接安排
农民用工 4000人。同时依托公司成立了 5个
红枣专业合作社、1个红枣经纪人协会、1个枣
乡青年中心，发展红枣专业合作经纪人达360

人，青年创业个体老板 1200 人，合作社成员
3000人。通过无偿技术辅导、暂借资金、无偿
培训等模式大力支持农民提高技术。有头
脑、有激情的年轻人，以自开门店、传播技术、
贸易等创业形式，开拓了新的就业模式，增加
了收入，在“好想你”1000家专卖店中当地农
民设立店面达 500 家，最高年收入可达 80 万
元。“我骄傲的是开辟了一个行业。”他自信
地说道。

兴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好想你”成了一
个大品牌。如今他把精力更多地转移到了用创
业带动就业和慈善事业上来。这就是石聚彬，20
年前的那个村官，如今的红枣大王。一直没变的
是对红枣的执著和对故土的热爱。

“甜蜜”的致富领跑人
——记全国劳动模范河南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石聚彬

本报记者 刘冬高凯

劳模风采

创业带动就业
信念成就辉煌
——记四季沐歌太阳能

新郑总代理唐伟彬
本报记者 刘 冬

每天一份报，这是唐伟彬保持多年的
习惯。“看报纸可以了解社会动态，可以学
习党和国家最新的政策”，他还告诉记者，
他的生意就是从报纸上“拿”来的。

从学校毕业后，他就干起了水暖工
程。他勤奋好学又善于思考，在短短的时
间里就掌握了做生意的门道，工程源源不
断。2007年年底的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

“家电下乡”的报道，他感觉到这是利国利
民的大好事。凭着对政策的正确解读和灵
活的经营头脑，他认为是转型创业的时候
了。“做生意得灵活，讲发展和创新，故步自
封，永远不会进步。”他放下了当时兴隆的
水暖市场，在所有“家电下乡”电器中精心
挑选品牌。电视机、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已
经基本覆盖农村，最终他把眼光投到了太
阳能市场。

创业的征程无疑是艰辛的，唐伟彬说
干就干，一步一步、坚定不移地迈向自己的
奋斗目标。2008年，他在新郑市玉前路开
办了第一家四季沐歌太阳能专卖店。面对
行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他先后多次到总公
司积极参加培训，并专门购买了大批与太
阳能相关的资料书籍，自学钻研这方面的
知识。通过不断学习，他逐渐掌握了相关
技术知识。在经营过程中，他逐步摸索出
两条制胜之道：重质量和树诚信。随后他
又开起了第二家专卖店，在他的悉心经营
下，生意十分红火。如今各乡镇、村落都有
他的网点和联络员。

作为一个依靠自己双手的致富者，他
不忘回报社会，始终惦记那些需要帮助的
人。去年10月，自团新郑市委牵头举办的

“阳光创业”行动开展以来，作为青年人，他
积极响应团组织的号召，在团新郑市委的
帮助下，免费培训了 110多名大学毕业生
和返乡青年农民工，其中一半以上已经创
业和就业。他说，凡是这样的活动，他都踊
跃参加，同为青年人，自己创业成功不算成
功，能够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更多的青年
务工人员搭建就业平台，帮助他们就业创
业是他最大的理想。

唐伟彬用自己的奋斗历程指引和帮助
了他人的就业、创业之路，“郑州市青年就
业创业先进个人”的称号实至名归。有理
由相信，今后他的事业会发展得更好、更平
稳。他告诉记者，他将投入更多的精力去
帮扶他人。

收养公证为民解忧
本报讯（记者刘冬 高凯 通讯员 王军

现）“真感谢你们公证处的同志，让俺的孩
子有了户口，没有你们，孩子的前程可就耽
误了！”近日，在薛店镇山后马村，50多岁
的陈顺水老汉握着公证员的手激动地说
道。

婚后的陈顺水两口子一直为没有儿女
而苦恼。1994年的一天，他到城里办事时
捡了个女弃婴，全家人乐得不得了。由于
膝下无子，符合收养条件，小女孩又是弃
婴，夫妇俩顺利地在村委会、计生和民政部
门办好了收养手续的各项证明。但由于户
籍意识淡薄，没及时办理入户手续，为以后
的生活学习埋下了隐患。

过了“五一”中招考试报名就要截止
了，孩子却因为户口问题迟迟报不上名，这
可急坏了陈老汉。经向新郑市公证处咨询
后得知可用抚养事实公证解决这个问题，
公证员在详细询问了当时事情发生的时
间、地点、知情人、证人、双方相互间的称
谓、是否有人上门找寻等情况，并核实各项
证明材料后，决定主动上门为其办理，省去
了他很多麻烦。

新郑市公证处上门调查核实后，快速
办理了抚养事实公证，并根据陈老汉家庭
经济状况，减免了部分费用，为办理户口扫
清了障碍。“真是去除了全家的一块儿心
病。”陈老汉高兴地说。

表彰纳税十强企业
本报讯（记者 刘冬 通讯员 富民 吕

先明）近日，新郑市举行 2009年度纳税十
强企业发布会。该市领导马国亮、张石磙
和相关单位、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

据悉，2009 年，新郑市国税收入突
破23.43亿元，同比增长8.17%，增收1.77
亿元，创新郑国税历年来组织收入最好水
平。今年第一季度税收收入累计完成8.14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30.45%，同比增长
15.6%，实现了首季开门红。

会议公布了 2009 年度新郑市纳税十
强企业名单，对它们进行了表彰。并希望
受表彰的纳税十强企业，再接再厉，做好
诚信楷模，争当守法经营代表；希望税务
工作者不断优化服务，为纳税人创造良好
的发展环境，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
发展。

视察林业生态县建设
本报讯 （记者 刘冬 通讯员 燕萍）4

月28日，新郑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及老领
导对该市林业生态县（市）建设工作进行视
察。

在新郑市领导李志强陪同下，新郑市
政协副主席靳瑞生、苏铁林、戴宇林的带领
下，政协委员和老领导们先后深入八千乡、
龙王乡造林绿化点及始祖山森林公园等地
进行了实地察看。

力促计生再上台阶
本报讯（记者 赵聪聪 通讯员 刘世

奇）4月29日下午，新郑组织收听收看全国
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基层文明执法专项活
动电视电话会议。该市领导李志强和相关
单位责任人收看了电视电话会议。

会议指出，国家人口计生委决定 2010
年在全系统开展基层文明执法专项活动，
活动分为宣传动员、自查和清理、整改和建
章立制以及抽查和总结阶段。

新郑召开的专项会议指出，各部门要
加强领导、强化责任，做好协调工作；要
组织培训、抓好学习，全面提升计生队伍
业务水平；要抓好统计、康检等基层工
作，全力促进计生工作再上新台阶。

建设标准化卫生所
本报讯（记者 刘冬 石丹）4月28日，

新郑市召开2010年基层卫生工作会议，进
一步部署 2010 年标准化村卫生所建设任
务。市领导景雪萍和各乡镇、相关单位负
责人参会。

据悉，标准化村卫生所建设是该市“十
件实事”之一，是“保基本、强基层、惠民生”
的民生工程。会议要求，各乡镇要明确职
责，全力以赴，严格按照上级要求，保质、保
量、按时完成任务。

溯源管理保食品安全
本报讯（记者 李伟彬 通讯员 孟寒琼）

近日，新郑市质监局在全市食品生产企业
建立起溯源管理系统，通过对生产过程的
各个环节的情况进行记录，形成完整的食
品安全信息链，实现从问题产品追溯原料，
从原料追溯其他相关批次产品的功能。该
体系建立将为市民筑起一道食品安全绿色
长城。

新郑市喜获
“河南省农村发展
散装水泥示范市”

本报讯（记者 孙瑞）近日，从全省
散装水泥工作会议上传来喜讯，新郑市荣
获“河南省农村发展散装水泥示范市”称
号。

《廉政准则》对领导干部积极履职、廉
洁从政提出了新要求，是党员干部必须执行
的行为法则。近日，新村镇结合自身实际，
实施干部素质升位工程，在广大党员干部中
大力开展争当优秀干部、争当发展功臣、争
当为民先锋、争当廉政模范活动,以争先创优
活动为载体认真抓好《廉政准则》的贯彻落
实。新村镇党委书记荆新发告诉记者，作为

党员领导干部，要学而知，知而行，行而
远，真正使《廉政准则》成为自己的人生指
南。

新村镇在认真贯彻落实《廉政准则》过程
中，通过开辟专栏、专题讲座、集中学习等各
种形式，组织党员干部学好《廉政准则》，全
面、深入地领会其实质和要求，筑牢拒腐防变
的思想防线；大力推进干部素质教育，弘扬新

风正气，让《廉政准则》渗透到干部的一言一
行，真正使党员干部做到知行合一，自觉践
行。新村镇一方面加强工作制度建设，健全
完善教育、管理、监督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
严格执行现有的各项规章制度，加大对违反
制度行为的惩治力度，真正把廉洁从政的要
求落到实处，使党风廉政建设持续向纵深推
进。

新郑动态

学准则 树形象

学而知 知而行 行而远
——新村镇以“四个争当”贯彻落实《廉政准则》

本报记者 白云 通讯员 王志强

上图 五一期间，众多市民纷纷走进健
身房，以低碳运动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摄

下图 五一期间，新郑的商场超市里购
物休闲的人川流不息。面对节日购物潮，
众多商家及早准备了充足货源，各种促销
活动纷纷登场，处处是热闹非凡的节日景
象。 本报记者 刘栓阳 摄

欢乐五一创业先锋

刘峰：二版对学准则 树形象的栏目、新郑动态、倒头题进行了替换，请你按照
下面修改的意见修改吧。

【【【【【【【【【【【【【【【【【【【【【【【【【【【【【【【【【【【【【【【【【【【【【【【【【【【【【【【【【【【【【【【【【【【【
【【【【【【【【

二版

倒头题两篇乡镇亮点替换为

【【【【【【【【【【【【【【【【【【【【【【【【【【【【【【【【【【【【【【【【【【【【【【【【【【【【【【【

新郑动态 替换一条，增加一条：

1.首笔善款送玉树替换为：

【【【【【【【【【【【【【【【【【【【【【【【【【【【【【【【【【【【【【【【【【【【【【【【

专栏《学准则树形象》的稿件替换为：

学而知 知而行行而远

——新村镇以“四个争当”贯彻落实《廉政准则》

本报记者 白云 通讯员王志强

本报讯（记者 高伟峰 高凯）13年，白象
食品集团从无名无姓、负载累累的小工厂成
为家喻户晓、可以与国际品牌抗衡的民族企
业。依然是这 13年，白象食品集团用坚定而
执著的脚步，引领河南的食品工业一步步崛
起于中华大地，而她成功的秘密就是——科
技创新。

“科技创新无疑是现代食品企业的最核
心竞争力。13年来，白象在瞄准产业方向、做
大做强产品品牌、品质的同时，一直将‘科技创
新’作为企业最重要的基础工作。”白象食品集

团董事长姚忠良告诉记者。早在 2001 年，白
象就意识到，作为社会化程度低、科技含量不
高的中国面制品行业，只有加强对面制品生产
加工技术的科技投入，才能开发出更具竞争力
的产品。于是，白象食品集团一方面与河南工
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食
品科学技术学会等科研院所、行业机构加强合
作与研发；一方面每年投入上千万元科研经
费，用于攻克学术难题。

2006年，白象作为中国面制品行业科研
领域的杰出代表，正式承接了科技部“国家

十一五”计划中的“小麦专用粉和传统面制
品工业化技术与装备开发”项目。经过 3年
的技术攻关，2009年，白象该科研项目顺利
通过国家科技部专家组验收。该项目的完
成，不仅成功创造了 15 项国家专利，更使
得面粉加工单位产能提高 20%以上，出粉率
提高 2%以上，节能降耗 15%以上。“十一
五”验收组专家一致认为，以小麦加工为代
表的一系列食品加工共性关键技术所取得的
重大突破，标志着我国的小麦等食品加工技
术和装备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不仅使

我国食品质量明显提高，还大大推进了食品
工业的节能、减排、降耗和资源的高效多级
综合利用水平，在推动食品领域科技进步和
提高我国食品国际竞争力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白象食品集团董事长姚忠良告诉记者，
白象能有今天的成就与发展，科技创新是非常
关键的一个因素。尽管今天的白象这艘巨轮
已经很大、很强，但要真正成为世界知名的百
年品牌，实现产业报国的食品帝国梦想，白象
还有很远很远的路要走。

白象：科技创新铸造国际品牌
规模企业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