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2024年10月9日 星期三
责编 / 李鹏 版式 / 李英 校对 / 黎川红
电话 / 0371-65795713 E－mail / ncbzbs@vip.126.com

2 农村版

河南河南河南河南 宝藏农产宝藏农产宝藏农产宝藏农产品品品品 大摸底大摸底大摸底大摸底

□本报记者刘婷婷魏静敏
实习生韩英恺

在中原大地的怀抱中，河南，这片
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不仅孕育
了深厚的农业文化底蕴，还滋养了丰
富多彩的农产品。其中，草莓作为近
年来迅速崛起的“甜蜜宝藏”，正以其
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八方来客，成为河
南现代农业的一张亮丽名片。

寒露已至，天气渐凉，草莓即将迎
来第一茬果的关键时期。经过种植户
的精心管护，大约等待30个日夜，消费
者便能品尝到香甜可口、风味浓郁的
草莓果。

10月8日，中牟县姚家镇闫家村
草莓生态种植基地的现代化温室大棚
内，一排排整齐排列的草莓苗茁壮成
长。这里，也是草莓“甜蜜旅程”的起
点。

“作为全国十大草莓生产基地，姚
家镇草莓种植始于1990年，2012年
被评为全国十大草莓基地之一，2024

年被授予‘中国草莓之乡’称号，我镇
也建立了我省首个‘草莓专家工作
站’。”姚家镇党委书记吴杰介绍，目前
镇里的草莓产品主要销往郑州、北京、
天津、大连、太原、西安等地，2023年
全镇草莓种植面积达16000亩，人均
可支配收入连续4年年均增长8%以
上。

当日，中牟县官渡镇大马寨村同
样是一片繁忙景象。恩多拉农业合作
社负责人吴永乐告诉记者，他们今年
种植了6亩草莓，以“中莓”系列品种为
主，这些草莓去年试种表现良好，产量
高，早熟且抗病性强，亩产可达5000
斤。恩多拉农业合作社以草莓口感为
基准，采用科学种植方式，保证了草莓
的纯天然和高品质。

“目前中牟县已涌现出近百家专
业从事草莓产业发展的新型经营主
体。”中牟县农委主任刘瑞玲介绍说，
如官渡镇大马寨村、姚家镇闫家村、刁
家乡小王庄村等，已发展成以草莓种
植为主导产业的草莓专业村。

与此同时，中牟县还积极探索草
莓深加工领域，将草莓制成果酱、NFC
果汁、冻干草莓、草莓酸奶、冰激凌等
多种美食。闫家村党支部书记、中牟
草莓协会会长闫书杰说，这些创新产
品不仅丰富了市场供给，也为消费者
带来了多元化的选择，进一步提升了
产品附加值。

中牟县作为河南最大的草莓生产
基地，草莓种植面积达3万亩，这里的
草莓产业不仅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
展，还创造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全县从
事草莓生产、加工和商贸的人员超过3
万人，全产业链产值近20亿元，一颗颗
小草莓成了中牟农业的致富果。

中牟县只是河南发展草莓的一个
缩影。

“河南草莓种植达18万亩左右，居
全国前十，是全国草莓主产省份之

一。”河南省大宗水果产业技术体系岗
位专家、草莓专家工作站负责人周厚
成说，草莓之所以能在河南众多农产
品中脱颖而出，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
自然条件和科学的种植管理。

在追求品质的同时，河南草莓产
业不断寻求创新。近年来，随着消费
者对农产品品质要求的提高，河南草
莓注重品种改良和品牌建设。中国农
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草莓创新团
队研发的中莓香玉、中莓华悦、中莓6
号等品种，不仅色泽鲜艳、口感细腻，
而且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深受
市场欢迎。

“去年种植草莓给我带来了20多
万元收益，心里特别高兴，今年又种了
7亩多。”中牟亚辉种植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赵亚辉说，“只要肯干，种下的就
是美好生活。”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见习记者徐明琪）
10月7日，携程旅行发布的《2024年国庆旅游
消费报告》显示，国庆节期间，郑州旅游订单
量同比增长7%，门票订单同比增长91%，出
境游订单量同比增长48%，入境游订单量同
比增长43%，位列“00后”热衷目的地第十名。

该报告显示，国庆节期间，少林寺、郑州
银基动物王国、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嵩山风
景名胜区、中原福塔成为郑州最“火热”的景
区；入境游客源前十名则为马来西亚、新加
坡、美国、韩国、澳大利亚、乌拉圭、日本、泰
国、英国、俄罗斯。

为进一步畅通国际游通道，让更多外国
友人在郑州感受山川之美、文化之深、气象之
新，“十一”前夕，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郑州
方案发布，着力实施在机场口岸设置过境免
签绿色窗口、推动重点场所和重点商户受理
境外银行卡等一系列措施，加快打造“嵩山少
林”“天下黄河”“黄帝故里”“漫步商都”“幻乐
之城”入境游具有辨识度的重量级IP。

国庆节期间，入境游和出境游日均订单
量创历史新高。入境游日均人次增速近
80%，超50%的外国旅客在中国停留超过7
天。今年以来，每4个入境的外国旅客中就有
1个是来过中国的老朋友。入境游增长更为
明显，免签“朋友圈”扩容效应显现。

本报讯 10月8日，从洛阳市文化和广电旅游局
获悉，刚刚过去的国庆节假期，洛阳共接待游客
823.09万人次，旅游总收入69.77亿元。

“华夏秀”汉服新品发布会、王城金秋菊展、“聆
听南山遇知音”系列古风音乐会……国庆假期，洛阳
以“盛世华诞神都同庆”为主题，推出了100项文旅
活动和多项惠游政策，推荐了8条国庆旅游线路，持
续丰富游客旅游体验，拉动假日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重渡沟景区举办金秋非遗游园会，包括非遗展
演、非遗市集等多项活动；鸡冠洞景区举办国潮市
集、国风演艺等活动；白云山景区举办戏曲梨园秀、
国潮说唱等活动……国庆假期，洛阳推出的乡村“文
旅大餐”丰盛，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体验乡村风情，
欣赏田园风光。

洛阳推出了“古都夜八点”国庆假期文旅业态推

荐点位，包括“夜娱”“夜演”“夜拍”“夜购”“夜食”等
5大业态95个点位，进一步丰富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打卡，推动夜间文旅经济高质量
发展。

举办公共文化服务进社区群众合唱展演、“咱村
有戏·戏曲好声音”优秀节目展演、“国风古韵庆国
庆”主题活动等群众文化活动，洛阳市级公共文化场
馆持续推动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向社区下沉，丰
富群众文化生活。

取消重点博物馆周一闭馆措施，并延长开放时
间；开通8条公交假日专线，方便游客前往应天门、
洛邑古城、白马寺、龙门石窟、古墓博物馆等景区游
玩，地铁运营时间延长1个小时……国庆假期，洛阳
多方面为游客提供个性化和贴心的服务，提升游客
满意度。 （许金安周亚伟）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见习记者徐明琪 通讯员
席旭红）国庆假期，巩义市杜甫故里景区

围绕诗词文化，连续推出7天“河洛
情·杜甫梦”主题活动，为广大游
客呈现了一场别具一格的“文化
盛宴”。据统计，国庆期间，杜
甫故里共接待游客2.3万余
人。

“杜甫”“李白”“高适”
“飞天仙女”“太白金星”等

诗坛巨匠和神话传说中的
仙子NPC现身杜甫故里
景区，与游客们展开诗词
互动。他们分布在景区各

点位，邀请游客诗词接龙、吟诗作对，并对参与互动
的游客送上文创礼品，更加丰富了游客们的出游体
验。

大型情景剧《杜甫归来之盛世中华》成为本次景
区活动的最大亮点。剧目以杜甫的代表作《三吏三
别》拉开序幕，通过剧情演绎、声光电技术等手段，将
杜诗中的情景完整再现，并再现其作诗第一视角，表
达杜甫身处乱世对老百姓备受战祸摧残的同情。

据悉，为满足广大游客假期的出行需求，杜甫故
里景区丰富产品供给，优化服务管理，在不断满足游
客多元化需求的同时，以新颖的形式、独特的演绎，
将景区资源与文化资源相结合，为广大游客提供富
有国庆文化主题的游园环境，以互动、沉浸式体验等
形式，为游客带来愉悦放松、热闹欢乐的互动体验。

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康帆）接待游客
70.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8.18%……“十一”黄
金周期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淅川旅游市场持
续火爆。

淅川地处伏牛山腹地，文旅“家底”丰厚：丹江口
水库烟波浩渺，八仙洞如梦如幻，丹江小三峡激浪涌
雪……淅川还是楚始都丹阳所在地、楚文化发祥地、
商圣范蠡故里，距今1300多年历史的香严寺、荆紫
关古镇明清古街，均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近年来，淅川县坚持“水质保护、绿色发展”主
线不动摇，大力实施“文旅兴县”行动，把全域旅游
作为引爆点，建设国家级湿地公园1个、省级森林

公园3个，打造省级以上乡村旅游示范村和观光
园10余个，建成国家4A级旅游景区3个、3A级
景区4个，不断擦亮南水北调文旅品牌。另外，今
年是南水北调全面通水十周年，淅川处于河南省
黄金旅游带“南水北调中线沿线生态观光带”的源
头，十一“黄金周”期间，乘船畅游丹江探源备受游
客青睐。

十一“黄金周”期间，丹江大观苑景区“梦焕大观
苑·时空奇旅”夜游项目，通过激光、投影、3D成像等
技术，带游客亲身探索科学的奥妙；坐禅谷景区推出
教师、大学生半价，轮渡免票等优惠政策，并升级实
景演出，吸引周边游客纷至沓来……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高
伟山）10月8日，许昌市与全省同步
举行第十四期“三个一批”项目建设
活动。其中25个项目签约、总投资
61.6 亿元；集中开工重大项目102
个、总投资290.9亿元；新转化“投产
一批”项目 40个、总投资 109.9 亿
元。

在许昌市“签约一批”项目中，
长葛市绿友建筑机械生产项目、建
安区顺丰河南集散仓项目、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自动驾驶城配物流车项
目、东城区创恒达包装材料生产项
目等25个项目签约，总投资61.6亿
元。

当天，许昌市“开工一批”暨四
季度集中开工重大项目102个、总
投资290.9亿元，涉及先进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社会事业等多个领域，

其中先进制造业项目数量占比
73.5%。

据了解，本期“三个一批”项目
集中开工活动在位于建安区的许昌
市绿色豆制品产业园项目现场举
行。该项目规划面积922亩，一期总
投资8.6亿元、占地面积325亩，主要
建设标准化车间及配套能源站、研
发中心、文旅中心、豆制品博物馆
等，建成后将有力推动豆制品产业
由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迈进，持续
擦亮“许昌腐竹”金字招牌。

许昌市新转化“投产一批”项目
40个、总投资109.9亿元。位于建安
区的河南豪丰农业公司农机装备智
能制造项目，对倍速链输送线、生产
车间等进行了改造升级，目前已竣
工投产，可年产12万套旋耕机，实现
年产值4亿元。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王
永安师文要）10月8日，位于鲁山县
熊背乡雁鸣庄村的特色生态鸵鸟产
业园里，一只只鸵鸟在围栏边伸长
脖子好奇地看着旁边发生的一切。
当日，鲁山县第十四期“三个一批”
项目建设活动暨特色生态鸵鸟产业
园二期项目开工仪式在此举行。

鲁山县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
3个，总投资71.1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2.8亿元。其中，特色生态鸵鸟产
业园二期项目包括种鸵鸟生产孵
化、育雏、商品鸵鸟养殖、饲料研发、
屠宰加工、产品研发加工、冷链物
流、特色餐饮、休闲农业、生态观光
等。

目前的特色生态鸵鸟产业园，
除鸵鸟养殖外，园区内配套建设有
科技小院、展览馆及屠宰加工车
间。“我们通过‘公司+农户’等方式
带动200余户农民养殖鸵鸟，农户养

10个月每只能挣1000元左右。公
司从去年至今已销出鸵鸟2000余
只，主要销往湖北、湖南。”园区管理
人员李红伟说。

为促进基地由单纯的养殖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转变，项目
的运营方平顶山市舜和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先后与中国农业大学、河南
大学、河南农业大学、河南城建学院
等高校展开合作，上马了特色生态
鸵鸟产业园二期项目，开发鸵鸟全
系列高附加值产品，打通“产、学、
研、销”一体化的现代农业发展新路
径。同时，该公司还在平顶山市新
城区、漯河市等地开设鸵鸟肉等系
列产品专卖店。

“项目全面建成后，鸵鸟养殖规
模将达到一万只，成为全国最大的
鸵鸟养殖基地，能提供就业岗位500
余个。”平顶山市舜和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长陈长松说。

以科技创新推动河南果业高质量发展

绿叶变“金叶”片片促增收
（上接第一版）
烟叶要发展，基础设施是关

键！今年以来，库庄镇种植烟叶
12540亩，共打机井150眼、新建电
烤炕房170座、整修田间道路12000
米，为烟叶种植、烘烤、品质提升提
供了更加坚实的保障。

襄城县烟叶种植历史悠久，素
有“东方弗吉尼亚”之称，与以往不
同的是，如今烟叶基础配套设施也
已经成为烟农增收、产业增效的好
帮手，为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持续
注入新动能。

2024年，襄城县围绕“浓香烟叶
名牌龙头县”“以襄城县为中心的许
昌烟叶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目标
定位，强力推进实施烟叶领域“五大
攻坚行动”，其中之一便是推进实施

“设施大配套”攻坚行动。
据了解，襄城县持续完善电能

烤房配套，今年计划建设电能烤房

1410 座，其中新建 1300 座、改建
110座，目前已建成920座，剩余的
也即将完工并投入使用。同时，加
强烟区水源工程建设，谋划颍河优
质烟区水源工程，着力满足县域内
颍河流域2个乡镇（王洛、汾陈）、10
个行政村（洪村寺、邢庙、岗杨、大磨
张、乔庄、老庄闫、双楼张、闫寨、北
宋庄、纸房）、3.05万亩基本烟田及大
农业灌溉用水需求。统筹推进新烟
站建设、老烟站及现有烟叶仓库改
造提升，改善基层烟站办公生活条
件，保障烟叶生产收购服务能力。

“襄城县烟叶产业基础雄厚、优
势突出，有‘烟叶王国’的美誉。下
一步，我们将立足襄城自身优势，充
分发挥烟草部门优势，做大做强烟
叶生产，把‘烟叶王国’名片擦得更
亮，让更多烟农走上致富路！”谈及
下一步打算，襄城县烟草专卖局局
长张素芝信心满满。

（上接第一版）
曹珂认为，推动河南水果产业

高质量发展恰逢其时。
一是政府重视科技创新，不断

加大力度支持科技投入。中原农谷
的建设为农作物和水果新品种的创
新及示范提供条件保障；出台相关
政策，加快果业区域化栽培标准制
定，激励科研人员勇于创新，一批抗
重茬、抗旱和耐瘠薄的砧木持续进
入市场，高效、绿色、智能化的管控
方案得到有效应用，服务产业结构
调整能力得到增强；建立健全职务
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提高
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
上的自主权，激励其更加投入地开
展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二是坚持“适地适栽”调整品种
结构，为主栽品种更新迭代提供了
技术支撑。引进果商、消费者提前
参与新品种培育过程，打造各方均
较为满意的、市场前景广阔的新型
培育体系；完善果品质量认证和检
测检验技术体系、新品种种植和销
售授权模式，适地适栽，保障新品种
合理种植规模，推进种业知识产权
保护，从而保障种植者和销售者的
稳定收益，达到逐渐优化水果产业
发展结构，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的目的。推广轻简化、机械化、智能
化栽培技术和生产模式，发展水肥
一体化、测土配方施肥、有机肥施用
等绿色低碳、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技
术，加快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推

动水果产业提质增效。
三是持续重视高素质农民培

育，不断提升果农、农技人员的专业
水平。高素质农民必将成为推动河
南省果业振兴的主力军和引领者，
他们更容易操作果园机械，会进行
测土配方施肥，接受有机果品的理
念，能够通过电商为自己带货，对下
一个阶段的水果产业发展尤为重
要。

曹珂表示，今后，将继续依托单
位建设的果蔬园艺作物种质创新与
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园艺种
质资源库、国家数字种植业（果园）
创新分中心、农业农村部果树育种
技术重点实验室、河南省果树瓜类
生物学重点实验室等国家和省部级
平台，围绕制约河南省果树瓜类育
种和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问题开展科
技攻关，鉴定控制果树瓜类重要性
状的关键基因，利用现代生物育种
技术进行种质创新和改良，构建现
代化、标准化绿色优质高效栽培体
系，提升河南果树瓜类种业创新能
力，并加速科技成果向新质生产力
的转化，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优势，整
合金融、保险、农服、果商等方面的
优质资源，打造果树全产业链服务
联合体，助力河南乡村振兴和种业
振兴。

“我相信，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指引下，河南果业高质量可
持续发展必将稳步推进，果业振兴
将进入新时代。”曹珂说。

开工重大项目102个总投资290.9亿元
第十四期“三个一批”项目建设许昌分会场活动举行

鲁山开工建设全国最大鸵鸟养殖基地

当农业牵手“甜蜜”

国庆假期 河南旅游出彩出圈出彩出圈

◀10月5日晚，游客在开封市万岁山景区内休闲游玩，乐享假日美好时光。李新义摄

郑州出入境游
双双创新高

泛舟丹江 探游渠首

洛阳接待游客823.09万人次

杜甫故里“对话诗圣”

文旅大餐“新”意满满

10月2日，安阳市殷都区都里镇漳河湾风景区，游客乘坐竹筏在观赏层峦叠嶂的峡谷景观，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与壮
美。 毕兴世摄

本报讯（记者李萌萌 通讯员丁小芳）走
一走淇河岸，感受“晴山看不厌，流水趣何长”
的不胜欣喜；选一处民宿，寻找“花径不曾缘
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的诗意生活；带上家
人，到龙岗人文小镇、桑园小镇等处体验新潮
文旅项目，收获“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
畅快惬意……

10月1日至7日，为让广大游客在淇滨区
度过美好假期，鹤壁市淇滨区文旅局以打造具
有年轻化、独特性的文化旅游场景为重点，在淇
河生态旅游度假区、金山淇河文化旅游区、桑园
小镇、龙岗人文小镇等景区策划推出系列活动，
为广大游客提供多元化、沉浸式娱乐体验。

抢绣球、中式婚礼习俗展演、国风舞蹈……
在桑园小镇，12项国庆嘉年华主题活动轮番
上演，让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交相辉映；龙岗
人文小镇推出“乘兴共欢乐”龙岗欢乐游，主
打互动体验，寻找刻有自己姓氏的易拉罐等
活动让游客乐不思蜀；淇滨区文旅局推出“发
展映新质”产业博览游，在金山淇河文化旅游
区开展文旅产业招商展、中草药主题文化活
动等，展示康养休闲文旅资源。

此外，淇滨区还开展了“筑梦灯火万家，
同庆盛世中华”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系列
文化活动，以多地联动、线上线下推广等形式
吸引游客、留住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