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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茨山转沟脑村创新农业
模式，助力精准扶贫

本报讯“鱼菜共生”，一听这个词，
肯定大家都很好奇，怎样才能实现“鱼
菜共生”呢，真的可以创造价值吗？近
日，记者走访了新郑市具茨山转沟脑
村，为大家揭秘“鱼菜共生”的奥妙。

当天，转沟脑村村主任、“鱼菜共生”
村集体产业创新农业模式的主要负责人
寇花平带领大家参观了养殖基地，只见
一排排的绿色蔬菜下面是鱼儿满池。

寇花平告诉记者：“鱼与蔬菜共生
的最大特点就是，养鱼不换水、种菜不
用土和肥。鱼池中的水过滤后直接提
供给叶菜类蔬菜作为生长的‘营养液’，
被蔬菜吸收后的‘营养液’又流回鱼池
供养鱼儿，这就是所谓的‘鱼菜共生’。”

相较于传统的蔬菜种植或者水产养
殖来说，“鱼菜共生”可以充分利用土地，
传统大棚的土地利用率是40%~60%，在
土地利用率上翻了一倍。夏季传统大棚
的温度降不下来，“鱼菜共生”克服了蔬菜
的季节、反季节生长问题，可以实现反复种
植，365天出菜，一年四季不休息。同时节
约用水，易于规模化种植。

除此之外，“鱼菜共生”项目与具茨
山旅游大规划相得益彰，绿色种植和干
净舒适的种植现场，可以开展中小学生
参观体验项目和现场采摘烹制等餐饮项
目，相对于周期漫长的农业种植来说，回
本更快。

对于产业来说，寇花平有着清晰
明确的规划：“将来我们会将周边都做
成黄帝文化彩绘墙，修建嫘祖采桑园
等生态旅游体验项目，将生态农业同
旅游开发的食住行游购娱等各个要素
结合起来，规划建设成闭环式的生态旅
游体验区。”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本报讯 9月 13日，河南省首届“中
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活动方案汇报会
在好想你公司召开。河南省政府副秘书
长朱良才，省农业厅副厅长刘保仓，郑州市
副市长李喜安，郑州市农委主任周亚民，
新郑市领导刘建武、马志峰、曹东锋、
李猛等参加会议。会议由刘保仓主持，
各县（市）主管农业副县（市）长、农委主
任，郑州市直相关单位人员参加会议。

马志峰代表新郑市委、市政府汇报主
会场活动筹备情况。据悉，9月23日，河
南省、郑州市将举行内容丰富的活动，庆

祝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省、市庆祝活
动主会场设在新郑好想你红枣小镇。庆
祝活动内容围绕“传承农耕文明 共庆五
谷丰登”，以农民为主体，以庆丰收为主
线，以大粮仓、大厨房、大文化为题材，设
置“中原丰收晒场”“中原农耕文化”“‘三
农’成果展”“中原美丽乡村”“中原农业科
技”“中原话丰收”六大主题板块，通过
“庆、晒、话、享、促”等形式，全面展示悠久
厚重的中原农耕文化和中原农业发展新
成就、农村建设新风貌及农民新形象。

李喜安进一步明确了责任单位，制定

了时间节点。他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科学
规划、统筹协调、倒排工期、加班加点，确保
在规定时间内圆满完成各项筹备任务。

朱良才强调，此次活动意义重大，各
级政府要提高站位，高度重视，在浓缩全
省农业文化精髓的基础上真实地还原农
民丰收的喜人场景，既要突出地域特色，
又要展示出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农业技
术的完美结合。

会前，朱良才实地调研了“中国农
民丰收节”新郑主会场活动线路。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十万斤玉米

为打造本次主题活动的喜庆氛围，
郑州千稼集景区特采购十万斤成熟玉米
棒及其他农副产品若干，用于特色置
景。4米多高的粮仓，巨型玉米垛、丰收
墙、玉米廊道，还有多种玉米和辣椒等各
类农作物搭建的丰收造型，浓厚的丰收
氛围扑面而来，那些儿时记忆中熟悉的
场景，都将在千稼集景区内一一展现。

●万人丰收宴

五谷杂粮免费尝，千稼集景区中盛
门广场将会支上两口直径1.5米的大锅，
备着玉米、红薯、南瓜、花生、山药等时令
农作物，每天固定时间邀请万名游客免
费品尝，体验丰收的快乐。

●7D玻璃吊桥

国内首家游客预约冠名 7D玻璃吊
桥震撼开启,该项目与国内现有同类项目
最大的区别在于，游客可提前预约，在特
定时间以游客选取的特定名称命名，可
用于求婚、纪念日等多种场景。

●非遗庆丰收

百年传承齐亮相,各类民间手艺人也
将在活动期间齐聚千稼集景区。皮影、

剪纸、西洋镜、铝编、烙画……延续着五
千年文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将在
活动期间一一亮相，为本次中国农民丰
收节活动增添趣味。

●轩辕文化街

国庆节前夕，郑州千稼集景区又一特
色主题街区“轩辕文化街”也将盛大开业，
届时将有百余种非遗项目齐聚开业现场，
打造非遗一条街，让游客朋友度过一个有
趣又有意义的国庆节。

●巨型月球灯

庆丰收，贺团圆，今年的中秋之夜，
不光让您赏月，还能让您“玩月”！6米高
人造月亮震撼亮相千稼集夜上海广场，
让过往游客在体验民俗、庆贺丰收之余，
还能与“月亮”零距离互动。如梦似幻的
场景，一定会火爆您的朋友圈。

●绚丽民族舞

齐舞丰收闹中秋，千稼集景区特别
邀请郑州地区知名演艺团队，为游客送
上最热情的民族舞蹈，有新疆舞、朝鲜
舞、藏族舞等，民族舞蹈舞动丰收节。舞
狮、盘鼓、高跷等传统演艺也不可或缺，
锣鼓喧天，百花齐放，让我们用最精彩的
演艺，来庆祝这幸福的日子。

本报讯 秋收时节来临。9月 14
日，记者从市农委农机部门获悉，截至
目前，全市玉米已收获 8.6万亩左右，花
生5万亩。

刘麦成是城关乡的种植大户，今年
种植的 800多亩玉米目前已经收了 200
多亩。收割现场记者看到，2台大型玉
米青贮收割机不到一个小时收获玉米
近 20亩，2辆大货车接连不断地把收割
粉碎好的青贮玉米运送到了附近的贮
藏点，避免焚烧秸秆的同时也保护了环
境，实现了秸秆的综合利用。

据了解，今年新郑市秋作物种植面
积为 34.98万亩，其中玉米 32.04万亩。
为充分发挥农机的主力军作用，夺取秋
粮丰产丰收，市农委农机部门精心组
织，科学安排，最大限度发挥机械效能，
努力做到颗粒归仓，确保粮食生产再上
新台阶。与此同时，市农委农机部门还
坚持以疏为主，积极推广玉米秸秆还田
和秸秆青贮，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从源头上实现禁烧的目标。目前新
郑市已投入农业机械3394台（套），其中
玉米联合收割机 670台，拖拉机 1349
台，还田机 850台，青贮饲料收获机 26
台，打捆机10台。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河南省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活动方案汇报会召开

在浓缩全省农业文化精髓基础上
真实还原农民丰收的喜人场景

郑州千稼集景区“庆中国农民丰收节暨千稼大集”活动开幕

中秋、国庆好去处
“拯救”你的无聊假期
活动持续至10月7日，节日活动气氛热烈、精彩纷呈

本报讯 9月 19 日，在首届
“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之际，郑州
千稼集景区“庆中国农民丰收节暨
千稼大集”大型主题活动拉开帷
幕。活动自即日起，持续至10月
7日，覆盖“中国农民丰收节”、中
秋节、国庆节三大节日，节日活动
气氛热烈、精彩纷呈。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文/图

新郑市三秋生产拉开序幕
农民喜获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