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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游助推采摘热
如今，随着人们旅游意识和环保意识的不

断加强，生态旅游已成为游客出游的主流方
式。

诸多休闲度假地在今年生态游年的口号
下，也不约而同地把发展乡村游和做大做强特
色采摘游结合起来，依托杏园、桃园、梨园、葡
萄园、苹果园等，建成一批批富有乡土气息的，
集旅游、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农家乐生态游目
的地，吸引着诸多游客前来体验民俗乡情。吃
农家饭、住农家院、观自然景、赏民俗情、享田
园乐，采摘、垂钓、休闲、体验等，既满足了人们
亲近自然的需求，也让大家游有所乐，因此越
来越受到都市人的青睐。

水果采摘正逢其时
每年秋季，果园里一波又一波的游人会

成为郑州近郊一道道独特的风景。现如今，
“采摘游”已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打出了品
牌，中华枣文化节暨枣乡风情游、郑州丰乐
农庄采摘游、郑州富景生态世界采摘游等诸
多富含采摘风情的节庆活动，总会吸引一批
又一批游人结对前往。“采摘游”在极大丰富
城乡旅游内涵的同时，也让果农找到了致富的
新途径。

眼下郑州本地瓜果已到了成熟旺季，脆甜
的梨、苹果、红枣，酸甜的葡萄、石榴，绵甜的玉
米、花生等，分别以青的、红的、紫的、白的、黄
的等五彩颜色热热闹闹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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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时节，不去郊外走一圈，不到田间地头
采摘一番、吃吃农家饭，就感觉对不起这秋高
气爽的美景，对不起满近郊鲜艳欲滴的各色时
令水果，对不起自己的胃啊！”

采摘同时还可农家乐
上个月，二七区侯寨葡萄节和惠济区富景

生态世界的葡萄采摘节刚刚举办，在惠济区富
景生态世界，不出郑州就可以采摘台湾水果。
采摘节上，游客还一睹了奥运会专供品种——
夏黑无核的芳容。富景生态世界营销总监连
宏吉告诉记者，今年的葡萄采摘节将顺延至整
个秋季，游客前期除可以采摘葡萄外，9月份以
后还可以采摘苹果、梨等，还可以拔彩色花生、

掰五彩玉米、刨生态红薯。玩累了，600亩日月
湖可享受清凉，情侣脚踏车可浪漫约会，草原
骑士可享受休闲游乐，母亲河、万亩湿地、野生
柳林、特色美食还可让你放松身心。“现在采摘
游更多地和农家乐进行了融合，人们不仅可以
采摘，更可享受地道农家美食，更可娱乐，玩法
越来越多。”连宏吉说。

美景再好，饭菜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胃！
“吃、住、行、游、购、娱”是旅游产业的六大

要素。对于一些挑剔的游客来说，旅途能否吃
得好已成为其选择出游目的地的重要依据之
一，因此，景区在重视推介其山水美景外，还应
重视对当地特色餐饮的挖掘和宣传。

为了引起旅游景区对美景美食的双重重
视，帮助游客打探省内外各大景区的美食特
色，即日起本报特推出《寻找美景中的美食》栏
目，由记者采写或由景区推荐。

推荐热线：67655017 投稿邮箱：liushuzhi0371@163.com

美景美食金秋大征集
晚报开通专门栏目 欢迎景区和游客参与

吃新鲜的水果 尝地道的农家饭

寻找近郊采摘游、农家乐好去处
周末走到郊外，眼中看到的是

绿油油的美景，鼻中闻到的是各种
瓜果的甜香，猛一看竟然发现，原来
葡萄熟了，李子熟了，红枣熟了，石
榴熟了，花生熟了，玉米也熟了……
这些红的绿的紫的黄的瓜果，一时
间闹得人眼花缭乱。

但你知道哪儿可以摘葡萄，哪
儿可以摘梨子，哪儿可以打红枣，哪
儿可以挖花生，哪儿可以掰玉米
吗？……不知道吧？！也难怪，酒香
还怕巷子深呢！本周起，“第一旅
游”将全面征集采摘好去处、农家乐
好去处，全力推荐采摘水果、采摘地
点、采摘线路等。每周一个提案，让
大家直奔田头，收获新鲜，品尝美
食。 晚报记者 刘书芝 实习生 毛玺玺

采摘游、农家乐
好去处全面征集

接下来的9月、10月，我们身边的水果
都会接连迎来采摘旺季，葡萄、梨、苹果过后，
石榴、山楂、山核桃、板栗、玉米、花生、红薯也
会相继成熟。您身边有好的采摘去处吗？您
那儿有可采摘的吗？欢迎您来电推荐！

如果您身边还有好吃的、有特色的农
家乐去处，也欢迎您来电推荐！独乐乐不
如众乐乐，让我们一起采摘乐吧！

推介电话：67655017、13803817685

玩得好，还要吃得好！景色再好，饭菜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胃！
美食，作为旅游产业“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之一，开始越来越多地

受到游客们的重视。一些口味挑剔的游客，甚至将旅途能否吃得好作为选择出
游目的地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景区在重视推介其山水美景外，还应重视对当
地特色餐饮的挖掘和宣传。

8月25日，晚报“第一旅游”刊发“寻找美景中的美食”一文后，立即在业内外
引起了强烈反响。 晚报记者 郑学春 实习生 毛玺玺

美景美食征集令
酒香要出巷子来

酒香也怕巷子深的道理，尽管早已家喻户晓，
但一些景区在美食宣传方面认识滞后、推介乏力
的现象仍普遍存在，甚至在部分景区还出现了游
客因吃得不满意而怨声载道的现象。

为了挖掘、推介旅游景区的特色美食，为了给
更多省内外游客带来一份欣喜，从上周起，郑州晚
报“第一教育”特别推出了“寻访美景中的美食”栏
目。该栏目将聚焦美景美食，与景区、游客开展互
动，让更多景区、游客参与其中，让更多美食走出

“巷子”，在游客面前一展特色美食的风采。
如果您所在景区有特色美食，如果您曾在某

一 景 区 品 尝 过 特 色 美 食 ，请 发 邮 件 给
liushuzhi0371@163.com联系。我们将为美景美食
与游客之间搭建一个平台，让更多游客来分享美
景美食带来的惬意与快乐。欢迎景区、游客或热
心读者向本栏目推荐美景美食线索，栏目稿件可
由记者采写，也可以由景区推荐刊发。

美景美食相辉映
特色餐饮聚人气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景区开始逐步确立“念山水
经，唱旅游戏，品特色菜”的发展思路，依托当地的文化
精髓、秀丽风景，在打造休闲观光旅游区的同时，也在
积极发展着特色饮食。一些地处深幽山区的景区及其
周边的农家乐，就把重点突出在以农家菜、特色餐为主
的地方美食上，有些景区甚至试图打造“美食一条街”
的品牌，从而吸引了大批“馋嘴”游客组成“美食之旅”
前来观光、休闲。

另据了解，政府部门在旅游区餐饮食品供应方面
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将景区餐饮行业纳入重点监管，
以确保商户为游客提供安全、卫生、绿色、健康的餐饮
消费环境，让游客真正做到玩得开心、吃得放心、玩出
好心情、吃出健康来！此举为景区开展特色餐饮服务、
多角度聚拢景区人气提供了新的市场机遇。

出游不再只看美景
品美食也同样重要

随着社会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如今，人们选
择外出旅游已远不再是一件奢侈的事情，而是越来
越在意提升旅游的质量和层次。其中一个突出的
变化就是，游客出行不再只是锁定美景，美食对于
旅途中的游客来说也同等重要。

上周二，“寻找美景中的美食”栏目一见报，九
莲山景区市场部负责人就打来电话表示，景点中的
特色美食，与旅游景点一样，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
游客的关注和喜爱，“有的游客来到这里来旅游，除
了游玩景点外，甚至专门提出要品尝某一种当地风
味美食。”

“如今不同以前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出门在外
尤其要对得起自己的胃，不能只顾着游玩儿，而忽
略了饮食健康。选择有美食的景区游玩两不耽误，
玩得好得吃好才是真的好。”来自郑州市某合资企
业的铁杆驴友刘先生风趣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