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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记忆年度记忆

变变 迁迁

□本报记者 杨红卫

2006 年，全国改革开放事业依然
如火如荼，与人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的改革政策不断出台：《关于解决农
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出台，旨在建
立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体系
和执法监督机制；国务院发布《关于
发 展 城 市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的 指 导 意
见》，着力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
题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通 过 修 订 后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备受
关注的义务教育公平公正和均衡发
展问题得到逐步解决……

回 望 这 一 年 的 许 昌 改 革 事 业 ，
改革红利同样愈来愈多地惠及老百
姓，经济持续发展提高了生活水平，
社会管理不断完善增强了群众安全
感，让群众充满幸福感的是城市建设
带来的变化——城市越来越宜居。

一

2006 年 1 月 23 日，国家建设部正
式命名我市为“国家园林城市”。这
是继 2004 年我市获得“中国优秀旅游
城市”称号后又获得的一张亮丽城市
名片。

时光回到 2001 年 3 月 31 日，许昌
市政府召开了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动
员大会。我市按照全市动员、全民动
手，以“以人为本，生态优先，城乡结
合，讲求实效，建设蕴含‘三国文化’
特色的生态园林城市”的指导思想，
和“整体策划，统一规划，分期实施，
分段推进”的原则，制订了《许昌市创
建国家园林城市规划实施方案》。

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指挥
部办公室高级工程师郭忠磊是一名

“老园林人”，1995 年便在市园林绿化
管理处工作，参与了国家园林城市创
建的全过程。“国家园林城市创建成
功实属不易，可以说倾注了市委、市
政府的大量精力，倾注了创建活动参
与者的大量心血，同样也离不开广大
市民的大力支持。”郭忠磊至今仍清
晰地记得当时的工作情景，“当时市
政府坚持每月召开一次指挥长例会，
分析创建形势，解决难点问题；每两
个 月 召 开 一 次 新 闻 发 布 会 ，表 扬 先
进，激励后进。通过评比排名、新闻
媒体宣传与曝光、有奖举报、责任追
究、经费挂钩等激励机制，创建工作
不 断 创 新 ，扎 实 有 效 。 在 资 金 筹 措
上，我市引入了经营城市理念和市场
机制，不断增加财政投资。”

让郭忠磊更为难忘的是创建过
程中的督导和惩戒措施。市创建办
督导组对参创单位进行暗查暗访，问
题记入台账，下发整改通知书，限期

整改；实行有奖举报制度，发动群众
参与监督管理，对群众举报的问题经
核 实 后 ，分 类 奖 励 100 元 、50 元 、20
元、10 元。市政府通令嘉奖有突出贡
献的单位，分别奖励 3 万元、1 万元、
5000 元；实行通报批评与媒体曝光的
办法，一是对每两个月排名后 3 名的
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对排名倒数第一
的单位，要求其领导在新闻发布会上
作表态发言；二是对连续两次排名倒
数第一的单位，要求其领导写出深刻
检查和整改方案，在电视、报纸上说
明原因和整改措施。

正是一系列有效的措施，确保了
许昌如期摘得“国家园林城市”的“金
字招牌”。而“国家园林城市”创建成
功，更为城市居民营造了优美、舒适、
健康、方便的生活环境，大大提高了
城市竞争力。数据显示：通过创建活
动 ，许 昌 城 区 绿 化 建 成 了 一 片 森 林

（3.33 万公顷花卉苗木基地）、两个长
廊（107 国道长葛至许昌段花卉长廊、
311 国道鄢陵至许昌段花卉长廊）、三
条景观林带（38 公里环城路防护景观
林带，26 公里清潩河、清泥河生态景
观 林 带 ，6 公 里 护 城 河 内 环 景 观 林
带），形成了“城乡一体、林水一体、花
卉环城、城郊森林、城边林带、城区绿
岛”的绿化格局，取得了“城在林中、
楼在绿中、人在花中”的景观效果。

二

这一年，许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同样突飞猛进：东城区 2×200MW 热
电厂工程项目奠基，许继游园正式开
园，天宝路工程、许继大道西段工程、
八一路西段工程正式通车……

伴随着一批道路的通车，许昌的
城市框架进一步拉大，供热、供水等
基础配套设施的完善，更加吸引了人
口的集聚，许昌城市进入了快速发展
期。回顾许昌城市发展历史，一组数
据很有说服力——

1980 年，城市建成区面积 12.46
平方公里，大小道路 100 条总长 50.5
公里，下水道长度 52.6 公里，路灯 600
余盏。

1994 年 年 底 ，城 市 建 成 区 面 积
20.9 平 方 公 里 ，人 均 城 市 建 设 用 地
90.09 平方米；城市道路共 123 条，总
长 105.5 公里。城市供水由 3 家水厂
提 供 ，最 高 日 供 水 能 力 10.2 万 立 方
米，平均日供水能力 7.2万立方米。

2003 年年底，城市建成区面积达
到 45.8 平方公里，城市主要布局结构
大致可划分为铁西区、铁东区、许昌
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城区及许昌县城
等五部分，城市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
完善；城市道路总长度 203 公里，人均
道路面积 11 平方米，38 公里长的城
市快速通道——外环路基本建成。

2010 年 年 底 ，城 市 建 成 区 面 积
76.63 平方公里，中心区城市道路总
共 176 条，过街天桥 2 座，立交桥、地

下通道 7 座（条），道路总面积 115 万
平方米，人均道路面积 11 平方米；新
建改建雨水管网 90.91 公里、污水管
网 45.76 公里，管养雨水箅子井 3191
座、污水箅子井 1519 座；建成天然气
加气站 4 座，天然气输配管网基本建
成。

目前，在郑许一体化加快推进的
背景下，郑许市域铁路加快建设，许
昌城市框架进一步拉大，城市规划区
内拥有道路 200 余条，总长度 400 公
里左右；供水、供热、供电和污水处理
能力进一步增强，一座更加现代化的
城市向我们走来。

三

城市的“硬件”重要，“软件”同样
重要。城市管理水平就是一座城市
的重要“软件”。

2006 年，许昌市城市应急联动服
务系统正式启动。同样是这一年，市
城市管理局被国家建设部授予“全国
城市管理先进集体标兵”称号，这是
对许昌城市管理水平的高度肯定。

对城市管理来说，环卫工作是一
个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全 国 劳 动 模 范、

环卫工李秋霞是许昌环卫行业发展
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她出生于环卫
世 家 ， 父 亲 、 母 亲 都 是 环 卫 工 人 。
改革开放之初，李秋霞的父亲是一
名淘粪的环卫工人。“每天天不亮，
我父亲就要开始工作，走街串巷拉
着车子淘粪。因为车子很重，父亲
常常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李秋霞说。

“20 世纪 80 年代，许昌市的环卫
作业从以前单一的收集垃圾、粪便扩
展到城市主次干道的清扫保洁、生活
垃圾清运及公厕管理、保洁、清淘、打
药、消杀，以及粪便垃圾无害化处理
等多项任务。1987 年，我市在市区健
康路建起了河南省第一座机械化垃
圾中转站，全市的环卫机械化基础设
施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飞跃。河南省
建设厅专门在许昌召开兴建机械化
垃圾中转站现场会，许昌市成为全省
环卫行业学习的典范。”李秋霞回忆
说。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
的力度不断加大，我市环卫行业创出
了 全 省 3 个 第 一 的 优 秀 成 绩 ：1992
年，仅用了 56 天就建成了 9 座机械化
垃圾中转站和 16 座高标准水冲式公

厕，开创了全省第一的“许昌速度”；
1993 年，购买了全省第一台大型吸扫
车——“扫地王”，城市管理工作由此
迈向了环卫装备现代化；1998 年，投
资 2664 万元，建成了全省第一家有机
复合肥厂，将垃圾变废为宝。

如今，行走在许昌大街上，我们
几乎看不到环卫工人拿着扫帚打扫
街道、尘土乱飞的场景了。“之前大扫
帚 、架 子 车 是 我 们 环 卫 工 人 的‘ 标
配’，尘土垃圾都是我们一步一步边
走边扫。后来，很多需要人工打扫的
地 方 都 交 给 了 我 们 的 环 卫‘ 巨 无
霸’。”李秋霞向记者开玩笑地说。其
实，李秋霞口中的“巨无霸”就是当时
许昌市购置的现代化环卫装备。

“近两年，我市在原有环卫车辆
的基础上又购置了一大批现代化的
环 卫 装 备 ： 大 型 洗 扫 车 、 雾 炮 车、
多 功 能 抑 尘 车 、 密 闭 式 垃 圾 运 输
车、小型电动扫地车……越来越多
的机械化环卫车辆现身街头，许昌
城 区 主 要 道 路 的 机 械 化 清 扫 率 于
2017 年率先在河南省达到了 100%，
大大提升了环卫作业效率。”李秋霞
骄傲地说。

2006年：城市“硬件”“软件”双提升

国家记忆

■1 月 9 日至 1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部署实施《国家
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2020 年）》。

■ 1 月 31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解决
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 2 月 21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发展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要求大
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解决群众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

■ 3 月 1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
《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
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

■4 月 14 日至 15 日，两岸经贸论坛在
北京举办。

■ 4 月 1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

■5月 20日，三峡大坝全线建成。
■6 月 29 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义务教育法》。

■7月 1日，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
■8 月 6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节

能工作的决定》。
■8 月 27 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10月 31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
专业合作社法》和《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

■12 月 3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许昌记忆

■1 月 9 日，我市再度荣获“全国科技
进步先进市”称号。

■1 月 9 日至 11 日，全国科技大会召
开，由许继集团承担的“牵引供电自动化
系统成套技术及应用”项目获国家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实现了我市国家科技进步奖
零的突破。

■1 月 10 日，鄢陵国家花木博览园被
确 定 为 国 家 AAAA 级 景 区 ，实 现 我 市
AAAA 级景区零的突破。

■1 月 23 日，国家建设部正式命名我
市为“国家园林城市”。

■ 3 月 9 日，众品公司举行新闻发布
会，宣布众品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 3 月 9 日，全市企事业单位改制动
员大会召开，要求列入台账的 89 家企事业
单位 10月底前完成改制。

■4 月 17 日至 18 日，全省非公有制企
业经济技术创新现场推进会在我市召开。

■5 月 26 日，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12 家
子公司国有产（股）权转让仪式举行。

■6 月 25 日，全市第一家改制的事业
单位——许昌市人民医院挂牌。

■ 7 月 1 日，许昌市城市应急联动服
务系统正式启用。

■7 月 28 日，市保护知识产权举报投
诉服务中心正式运行，同时开通“12312”
举报投诉电话。

■8 月 19 日，许昌瑞贝卡水业有限公
司揭牌仪式举行。

■ 9 月 1 日，鄢陵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成立。这是我市首家县级具有统一法
人资格的信用合作联社。

■9 月 19 日，许昌、禹州、鄢陵分别被
授予“中国三国文化之乡”“中国陶瓷文化
之乡”“中国蜡梅文化之乡”称号。

■ 10 月 21 日 至 23 日 ，首 届 中 国（许
昌）国际发制品展览会在我市召开，是我
国首次举办的发制品专业展会。

■11 月 9 日，我市发放首批廉租住房
租赁补贴。

■12月 12日，中国银监会批准在许昌
市城市信用社基础上组建商业银行；12 月
30日，许昌市商业银行创立大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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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孔刚领

“皇粮国税，自古有之。农民种
田，缴粮纳税乃天经地义。然中国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心‘三农’，体
恤民情，带领中国农民走科学种田、
发展经济的小康之路，建设共同富
裕和谐社会。自公元 2005 年起，党
和政府免除农民农业税赋，可谓开
天辟地，百姓福祉。为表感念党恩
并垂教后人，特立碑以志。”

这是立在许昌学院中原农耕文
化博物馆门前石碑上的碑文。2006
年，鄢陵县柏梁镇岗底张村 312 户村
民 请 人 设 计 制 作 了 这 通 免 税 谢 恩
碑 ，以 表 达 对 党 和 政 府 的 感 激 之
情。2014 年 3 月 7 日，在全国“两会”
召开的大喜日子里，该村村民将这
通碑捐给了中原农耕文化博物馆，
以便让更多人了解免除农业税这一
事 件 给 中 国 农 民 带 来 的 福 祉 与 喜
悦。

免除农业税，对当时中国 9 亿农
民来说，绝对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农业税俗称“公粮”。“那时候缴
公 粮 一 口 人 大 概 合 到 一 百 七 八 十
斤。我家里 6 口人，要缴千把斤小
麦。到了缴公粮的时候，拉上一架
子车麦子去乡粮所缴，往往要排上
一天队才能缴上，累得汗流浃背，可
饭也舍不得吃。缴的粮要挑家里品
质最好的，要不就可能缴不上。”建
安区小召乡盐城村村民李铁民回忆
道。

禹州市苌庄镇杨圪塔村村民杨
周对那一段经历有深刻的记忆：“往
往一大早拉一车粮去缴，到了后还
要排很长队，验过了品质、称了重，
还要自己扛着袋子送粮食去库房，
衣服湿透，累得骨头都快散架了。”

“2002 年税费改革前，农民除缴
纳农业税外，还要缴纳‘三提五统’，

（三项村提留，包括公积金、公益金、
管理费；五项乡统筹，包括教育费附
加、计划生育、民兵训练、五保户供
养、乡村道路修建），种植烟叶、花
卉、苗木、林果等农林特产的，还要

缴纳农业特产税。以 2001 年为例，
许昌市农业人口 369 万，农业税、农
业 特 产 税 及 乡 统 筹 、村 提 留 总 额
4.822 亿元，农民亩均负担 119 元，人
均 负 担 130.7 元 ，其 中 农 业 税 23.6
元。”许昌市农业局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科科长马慧萍曾参与了当年的
农业税费改革，对当时的农民负担
情况十分了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经
济实力不断提升，在这种背景下，减
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成为国
家解决“三农”问题的第一步。2004
年，党中央通过“一号文件”的方式，
宣布农村新政策：用 5 年的时间逐步
取消农业税，取消烟叶以外的农业
特产税，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实施直
接补贴政策，逐步扩大对农民的补
贴范围。2005 年 12 月 29 日，第十届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第 十 九 次 会 议 决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
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废止。同日，国
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第 46 号主席令，
宣布全面取消农业税。

“国家为农民减负是逐步推进
的。就许昌而言，2002 年，实行了农
村税费改革，取消‘三提五统’，改为
缴纳农业税及农业税附加，农民亩
均 负 担 62.4 元 ，人 均 负 担 69 元 。
2003 年和 2002 年的标准一样。2004
年，农业税降低 3 个百分点，农民亩
均负担 35.7 元，人均负担 39.2 元，种
粮农民可获得粮食直补，亩均补贴
14.55 元 ，人 均 补 贴 15.98 元 。 降 税
直补后，全市农民亩均负担 21.2 元，
人均负担 23.2元。”马慧萍介绍。

“全国是 2006 年开始免除农业
税，河南是 2005 年提前一年免除农
业税的。”马慧萍说，2005 年，许昌免
征农业税及农业税附加，并开始发
放粮食直补。

尽管缴公粮对于农民来说是一
项不轻的负担，但当时大部分农民
都认为农民缴公粮是天经地义的事
情，是农民的义务。因此，国家免除
农业税对农民来说是真正的意外之
喜，也才有了岗底张村村民大喜之

后制作免税谢恩碑的举动。
免除农业税之后，国家的惠农

政策一年年“加码”，到 2006 年，除粮
食直补外，国家还增加了农资综合
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
2010 年以后，对农民的粮食直补、综
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
每年都有增加。2015 年，粮食直补、
综合直补、良种补贴改为耕地地力
保护补贴。农民充分享受到改革发
展的红利。

“以前跑到各家各户征公粮、收
税费，几乎跑断腿磨破嘴，人人愁眉
苦脸。现在上级拨款扶持农业的项
目越来越多，大家都是眉开眼笑地来
领钱。”在禹州市苌庄镇杨圪塔村担
任了 20 多年村干部的杨新华，说起
这些年从缴纳农业税到国家出台各
种农业扶持政策的变化，深有感慨。

杨周还算了一笔账：当年种一
亩地一年上缴公粮及各级统筹、提
留折合 100 多元，现在每亩地种粮直
补 100 多元，一反一正，这些年自己
家增收近万元。他告诉记者，这些
年来，农业科技投入、种粮直补、家
庭农场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各项
惠农政策的落地让农民得到了“真
金白银”。也正是得益于党的惠民
政策，他承包了 40 余亩地种植葡萄，
并 成 立 了 杨 周 葡 萄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目前效益相当好。

市农业局副局长杨宏宾认为，
解决好“三农”问题，核心是保持农
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政府通过免征
农业税和对粮农实行补贴等措施，
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促进了农民增收。而全面取消农业
税，意味着在中国沿袭 2000 年之久
的这项传统税收的终结，不仅减轻
了农民的负担，直接惠及 9 亿农民，
同时还体现了现代税收中的公平原
则，符合“工业反哺农业”的趋势，是
中国农村体制改革的一个里程碑。

“皇粮国税”一朝免 福泽万千百姓家

2006 年 1
月 10 日 ，国 家
旅 游 局 发 布 了
最 新 一 批 国 家
AAAA 级景区名
单，鄢陵国家花
木 博 览 园 榜 上
有名，实现了许
昌市 AAAA 级景
区 零 的 突 破 。
图 为 花 博 园 美
景 。 本 报 记 者
朱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