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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记忆年度记忆

变变 迁迁

国家记忆

■ 3 月 1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发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
意见》。

■3 月 28 日，西藏举行首次百万
农奴解放纪念日庆祝大会。

■ 4 月 14 日，国务院发出《关于
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
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
航运中心的意见》。

■ 4 月 22 日，财政部、商务部等
部门联合印发《家电下乡操作细则》。

■4 月 23 日，胡锦涛在山东青岛
出席庆祝人民海军成立 60 周年海上
阅兵活动。

■4 月 28 日，胡锦涛就做好我国
防范人感染甲型 H1N1 流感疫情工
作作出重要指示。

■ 5 月 6 日，央行、银监会、公安
部、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加
强银行卡安全管理预防和打击银行
卡犯罪的通知》。

■ 7 月 5 日，乌鲁木齐发生打砸
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

■8 月 18 日至 19 日，全国新型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会议召开。

■8 月 19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召
开，研究部署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六
大措施。

■9 月 18 日至 18 日，中共十七届
四中全会召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

■ 9 月 22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
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
见》。

■10 月 1 日，首都举行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阅兵仪式和
群众游行。

■ 10 月 30 日，筹备 10 年之久的
中国版纳斯达克——创业板开市。

许昌记忆

■ 1 月 3 日，全国爱卫会向我市
颁发“国家卫生城市”匾牌。

■ 1 月 20 日，我市被授予“全国
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称号。

■ 2 月 7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到长葛市、许昌县、禹州市察看旱情，
视察抗旱浇麦工作。

■ 3 月 14 日，我市入选首批“创
建国家级创业型城市”。

■ 4 月 12 日，我市获得“中国金
融生态城市”奖牌。

■4 月 24 日，中原电气谷核心区
暨许继风电产业园开工奠基仪式举
行。

■4 月 30 日，我市境内 8 个政府
还贷二级公路收费站举行撤站仪式；
襄城县贾楼收费站为经营性收费站，
予以保留。

■5 月 26 日，许昌腐竹获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授牌仪式举行。

■7 月 8 日，我市跻身“2009 中国
十佳宜游城市”行列,成为全省唯一
上榜的城市。

■7 月 12 日，京港澳高速公路许
昌北站建设项目开工仪式举行。

■8 月 16 日，河南省南水北调丹
江口库区试点移民搬迁启动仪式在
我市举行。

■ 9 月 4 日，河南农业大学许昌
校区建设项目签约仪式举行。

■9 月 26 日，许昌卷烟厂易地技
改项目开工奠基。

■ 11 月 10 日，我市开通电子监
察系统。

■ 11 月 26 日，全省首家城区农
村商业银行——许昌魏都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

■ 12 月 17 日，我市第四次被评
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

□本报记者 石冠兵

进入 2009 年，既有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的满心喜悦，也有
国际金融危机阴霾依然笼罩、数十年
不遇的旱情猛然袭来等严重冲击。

面对复杂的形势、严峻的考验，全
市 上 下 迎 难 而 上 、积 极 应 对 ，顽 强 拼
搏、砥砺奋进，取得了化危为机、跨越
发展的重大胜利，以实际行动为新中
国 60 华诞献礼，更为随后的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积蓄了强大后劲！

“项目建设年”启动

化危为机谋发展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发展负
面影响的“后翘效应”进一步凸显、经
济运行困难不断增加的局面，许昌该
怎么办？

2009 年 1 月 3 日，市委五届九次全
体（扩大）会议召开，将全年工作总基
调确定为“化危为机、跨越发展”，并明
确将 2009 年确定为“项目建设年”，大
力实施“3816”投资促进计划（围绕基
础产业、基础设施、基础要素等 3 个方
面，在工业、农业水利、城建等 8 大重点
领域，实施 100 个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力争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600 亿
元），为实现跨越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大批打基础、利长远的重大项
目接续推进——4 月份，许昌神火矿
业集团揭牌，中原电气谷核心区暨许
继风电产业园开工建设，市区天宝路
贯通通车；6 月 26 日，东城区魏武大
道 中 段 拓 宽 工 程 全 面 开 工 ； 9 月 26
日，许昌卷烟厂易地技改项目开工；
10 月 16 日，郑州新郑国际机场许昌候
机楼奠基……

据统计，2009 年，全市 100 个亿元
以上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225 亿元，带动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678.4 亿元，投资

规模、建设速度均为历年之最，带动全
市 生 产 总 值 完 成 1176.2 亿 元 ，增 长
12.5%，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47.1 亿
元，增长 13.1%，圆满实现“双 11%”增
长目标。

2009 年 4 月 3 日，时任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黄河
迎宾馆召开河南省干部座谈会。作为
全省唯一参加会议的市委书记，时任
许昌市委书记毛万春以“化危为机、跨
越发展”为主题发言。在听取汇报时，
对所关心的问题，习近平不时询问，并
提出殷切希望，我市当年启动建设的

“中原电气谷”便是其中之一。
“2009 年，中原电气谷核心区开工

建设。截至目前，核心区先后规划建
设 8 个专业园区、55 个工业项目，已建
成投产 43 个，初步形成了以许继集团
为龙头的电力装备产业集群，被省政
府批准确定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二星级’产业集聚区。”市城乡一
体 化 示 范 区 工 信 办 相 关 负 责 人 王 伟
说。

中 原 电 气 谷“ 龙 头 ”许 继 集 团 的
2009 年也极不平凡——1 月 16 日，与
中国平安的战略合作达成；3 月初，“国
家高压直流输变电设备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获科技部批准组建，成为我市首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7 月 17 日，
被国家电网 100%控股；全年实现营业
收入 120.66 亿元，成为我市首家超百
亿元企业……

还是在 2009 年，我市产业集聚区
建设全面铺开。“我市早在 2006 年就启
动了工业集聚区规划建设，比全省产
业集聚区规划启动早两年。目前，我
市共有 10 个省级产业集聚区，连续 5
年获得全省重点项目暨产业集聚区观
摩小组第一名，并成为 2017 年省领导
带队观摩的唯一省辖市。”市发改委政
策研究室主任杨彬彬说，2017 年，全市
10 个省级产业集聚区实现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超千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 70%，培育形成
千亿元产业集群 1 个、超 500 亿元产业
集群 2 个、超百亿元产业集群 6 个，成
为集聚产业、支撑发展、示范带动的重
要载体。

抗大旱救大灾

难忘总理身影

与国际金融危机一道从 2008 年蔓
延至 2009 年的，还有数十年不遇的大
旱——自 2008 年 10 月中旬起，我市连
续 100 多天无有效降雨，时间之长、范
围之广、危害之重，均为我市有气象记
录以来之最。

面对特大旱情，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2009 年 2 月 7 日，时任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
到许昌，视察抗旱浇麦工作，给正在全
力抗旱的干部群众以极大鼓舞。

如今，虽然长葛市老城镇尹家堂
社区大部分土地已流转至农业企业，
种植蔬菜、花木，并配备了现代化灌溉
设施，但被改名为“二七路”的村道，时
刻提醒着社区群众，路边的麦田里曾
发生过激动人心的故事。

“刚一下车，温总理就向大家打招
呼 问 好 ，然 后 直 接 走 到 麦 地 察 看 旱
情。我开始还想着，咋也不会让咱到
总理跟前去。结果，我被县里、镇里领
导 专 门 叫 了 过 去 ，还 和 总 理 握 了 握
手。”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尹家堂
社区党支部书记尹文辉就十分激动。

同样备受鼓舞的还有禹州市郭连
镇张涧村的群众。2 月 7 日下午，温家
宝总理来到张涧村，看到村民胡秋霞
在麦田里除草，便接过她手中的铲子，
熟练地除起草来。他一边除草，一边
询问抗旱情况。“请总理放心，我们一
定把麦田管好，争取今年丰收。”胡秋
霞信心十足地说。

张 涧 村 群 众 兑 现 了 承 诺 —— 当
年，村里小麦不仅没有减产，还亩均增
产 25 公斤。2009 年 6 月 4 日，张涧村

“两委”通过信件将丰收的喜讯送到了
中 南 海 ，送 给 了 温 家 宝 总 理 。 6 月 8
日，温家宝总理在来信上作出重要批
示，向乡亲们表示祝贺，并提出殷切希
望。6 月 10 日，时任省委常委、省委秘
书长曹维新来到张涧村，在地头向村
民们传达了温家宝总理的问候。

与张涧村一样，2009 年，全市夏粮
喜获丰收：小麦单产 475 公斤，比上年
增长 1.9%；夏粮总产 154 万吨，比上年
增长 4.8%。

特大旱情让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了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的 重 要 性 。 近 年
来，我市着力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
构建多元互补、蓄泄兼筹、配套齐全、
功能完善的现代水网体系，不断提升
水资源利用效益。截至目前，全市已
建成节水灌溉示范区 85 万亩，是全国
平原井灌区连片规模最大、技术集成
度最高的节水灌溉示范区。

南水北调结深情

许昌淅川一家亲

如果说特大旱情是偶然事件，那
么“缺水之痛”已困扰许昌几十年。

20 世纪 80 年代，许昌被列为国家
严重缺水的 40 座城市之一，水资源人
均占有量仅为全国的 1/10。途经许昌
的南水北调工程，让广大许昌人翘首
以盼。2009 年，“水源地”亲人比水早
一步来了。

“2009 年 8 月 16 日，南阳市淅川县
滔河乡姬家营村首批 71 户 253 名群众
搬进许昌县榆林乡姬家营村的新家，
成为丹江口库区第一批移民，拉开了
我省丹江口库区 33 万移民搬迁的序
幕。”市南水北调办公室移民科科长屈
永生说，至 2011 年 8 月 25 日，我市移民

安置工作全部完成，共接收淅川县移
民 4208 户 16454 人，涉及 3 个县（市）12
个乡（镇）13个移民安置点。

建安区移民办纪检组组长冯占洋
是姬家营村群众搬迁安置的亲历者。

“当时，许昌县专门组建了搬迁帮扶工
作队，逐户分包移民帮助搬迁，确保实
现了‘平安搬迁、和谐搬迁’的工作目
标。”冯占洋说。

为让移民安家又暖心，2009 年 9 月
10 日，许昌县政府出台并实施了《关于
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移民安置的优惠
政策》，2010 年春节前夕又安排了包括
米、面、油、萝卜、白菜、一套取暖炉和
煤球等在内的“大礼包”，送到每户移
民家中。

真心真情让这批为库区建设而奉
献的淅川人，融入了许昌，过上了幸福
的日子。2017 年，全市 13 个移民村人
均 收 入 达 到 12000 元 ，比 搬 迁 前 增 加
8800 元。

南水北调工程也给许昌人带来了
满满的幸福感：2014 年 12 月，我市居民
吃上丹江水。“我市每年获得南水北调
总水量 2.26 亿立方米，置换出的北汝
河水用来建设水系景观。”屈永生说。

更为重要的是，我市紧紧抓住南
水北调的历史机遇，谋划实施了以水
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为引领、包括
水系连通工程和 50 万亩高效节水灌溉
项目在内的三大水利项目，形成了“五
湖四海畔三川，两环一水润莲城”的水
系格局，成功创建了全省首座“全国水
生态文明城市”，实现了从“干渴之城”
向“水润莲城”的美丽嬗变。

2009年：在应对危机中打基础蓄后劲谋跨越

□本报记者 孔刚领

“我在网上申请后，工商部门很快就审核通过了，前前后后
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没想到这么快，更没想到来一次就办妥
了。”11 月 27 日，在许昌市民之家工商窗口，成女士拿到印有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和二维码的营业执照后激动地说。记者用手
机扫描了成女士新领取的营业执照上的二维码，新办企业的相
关信息便一目了然。

“一系列商事制度改革，尤其是如今的‘多证合一’改革，为
企业节省了时间和成本，方便了企业。”市工商局注册科科长
胡瑜玲告诉记者，“‘多证合一’，即‘一窗受理、一表申请、一套
材料、一网归集、一档管理’，企业信息一次采集，登记机关发放
营业执照后，通过信息平台将信息推送给相关部门。相关部门
接收信息，完成备案，并做好信息在本系统的导入、整理、分配、
应用工作。”

“改革开放 40 年，营业执照从手写到打印，再到企业登记全
程电子化，最大限度地方便了办事群众，激发了市场活力。”作
为一位老“工商人”，提起营业执照的变迁，胡瑜玲向记者娓娓
道来。

营业执照是工商部门依法向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核发的
经营凭证。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营业执照上的关键信息是手写
的。随着办公自动化时代的到来，开始有了打印的营业执照。
因为组织形式不同，渐渐有了各种营业执照，包括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营业执照等。

2014 年到 2018 年，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步伐加快，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尝到了“甜头”，一项接一项的改革举措惠民利企，让
人感到暖心。

2015 年 9月，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三证
合一”开始实行；2016 年 10 月,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
代码证、社会保险登记证、统计证“五证合一”开始实行；2017 年
3 月，企业简易注销登记开始推行；2017 年 8 月，17 个部门将 30
个涉企证照事项整合到营业执照上，我省开始实行“三十五证
合一”；2017 年 10 月 30 日，我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平台正式
上线。

如今，随着“互联网+工商登记”和大数据、物联网科技的发
展，工商登记实现了全程电子化。企业简易注销、证照分离改
革、“政银合作”项目的实施，实现了企业办照网上申报、网上审
批。

胡瑜玲说，近年来，我市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简
化办事流程、缩短办事时间、减少办事环节、创新办事方式、优
化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审批模式，提高服务水平，压缩企业开办
手续办理时间，实现企业开办手续“三日办结”，让群众少跑腿、
办成事，提高了群众的满意度、获得感。

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工商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40 年
风雨，小小的工商营业执照，见证着我市工商事业的发展，折射
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

营业执照的

“前世今生”

我与改革开放我与改革开放

2009年 8月 16日，河南省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
试点移民搬迁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当天，南阳市
淅川县滔河乡姬家营村首批 71 户 253 名移民顺利
迁入许昌县（现建安区）榆林乡姬家营村。

▲移民列队上车，奔赴新家。（资料图片）
◀移民李海明和家人兴奋地步入安置新村。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乔利峰 摄

□本报记者 冯子建

对许昌人而言，袁雪云和她的“老妈妈
拥军服务队”的故事广为流传。这位今年
85 岁的老人，身上有着时代留下的深深印
迹。

20 世纪 30 年代初，袁雪云出生在许昌
县艾庄回族乡一个贫苦家庭，缺衣少食的
苦难生活，培养了她坚强、独立的个性。十
几岁的年纪，她就跟着农会剿匪反霸，带领
乡亲们打土豪、分田地。1950 年年底，袁雪
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刚刚参加工作时，工资是每月 2.5
元钱。国家按照供给制政策，为干部职工
发放衣物、肥皂等生活物品。1955 年以后，
实行四五年的供给制政策被取消了。”袁雪
云回忆。

“那时候，吃和穿是老百姓最关注的，
吃饱穿暖都不易。”袁雪云还记得，20 世纪
60 年代末，父母拿出多年积攒的 120 元钱，
在县供销社购买了一台蜜蜂牌缝纫机。“这
台缝纫机买回来的当天，很多人跑来看稀
奇。快过年的时候，乡亲们拿着布料早早
来到家中，排队借用缝纫机做衣服，热心肠
的 母 亲 总 是 有 求 必 应 ，帮 助 大 家 裁 剪 缝
缀。”袁雪云说。

1978 年年底，袁雪云被调到市区五一
路街道办事处工作，不久被任命为五一路

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那时候，五一
路街道办事处仅有几间蓝砖青瓦的低矮平
房，阴暗潮湿，光线昏暗。”袁雪云说。

刚到市区工作时，一大家人没有房子
住，袁雪云就在五一路附近租了一间民房，
屋内仅有两张简易木床、一张破旧桌子。
1985 年，袁雪云的女婿宋国聚出差时，买回
一台 12 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当晚，一家人
围聚在一起看电视节目，甭提有多开心了。

1990 年，退休后的袁雪云积极发挥余
热，受邀担任五一路居委会主任、党支部书
记。在居委会工作期间，袁雪云和王金凤、
陶翠萝等几个要好姐妹成立了为驻许官兵
缝补浆洗衣物的“老妈妈拥军服务队”。每
到一个月的固定日子，老妈妈们骑着三轮
车拉上缝纫机，带着针头线脑，到军营为官
兵们洗洗涮涮、缝缝补补。2000 年以后，老
妈妈们自费购买了音响、服装、腰鼓等，成
立了舞蹈队、秧歌队等志愿服务队伍，每逢

“八一”“七一”等节假日，走进军营进行文
艺慰问演出，把欢乐和笑声送到战士们身
边。

始终没有停止工作的袁雪云，多次被
评为魏都区、许昌市优秀共产党员、劳动模
范、优秀干部。2015 年，她被河南省文明办
授予“身边好人”称号，2016 年 7 月被评为

“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2018 年 8 月，以

“老妈妈拥军服务队”为原型创作的《平凡
的故事要用一生讲完》微视频，被评为全国

“巾帼志愿者十大暖心故事”。
“入党的时候我向组织保证过，只要入

了党，我会一辈子跟党走、干革命！”68 年
前，对组织的承诺，袁雪云记了一辈子，也
践行了一辈子。一名老党员的政治觉悟在
她身上充分体现。

在过去的 40 年里，袁雪云的家庭生活
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住上了楼房，安装了
空调，用上了智能手机，工资也从过去的 50
多元涨到了如今的 3000 多元。去年，袁雪
云家里还购买了汽车，一家人想去哪儿开
车就走，十分方便。

如今的袁雪云每天都要看报纸，眼睛
不好了就让老伴儿给她读，许昌的发展变
化大，她打心眼儿里高兴。许昌三大水利
项目竣工后，她和老伴儿一起走了个遍，还
去参观了市规划展览馆。在她看来，国家
发展得好、许昌建设得好，都是党领导得
好，作为一名有着 68 年党龄的老党员，她
十分自豪。“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
的一代人，吃过苦，受过难，没读过多少书，
我的一切都是组织给的。只要还能跑得
动，还能发挥余热，我就会一直干下去，给
政府分忧，帮群众解难！”袁雪云说。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