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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烩面之乡”
本报讯 为弘扬二七区优秀传统饮

食文化，挖掘以“二七区老坟岗”为代表
的郑州烩面历史风情，河南省餐饮与饭
店行业协会、万家食品公司，近日联合
二七区委区政府拟向有关部门申报二
七区为“中国烩面之乡”。同时万家粮
仓杯“我与郑州烩面的故事”活动也随
之启动，以挖掘郑州烩面的历史渊源和
典故、传说、故事，通过老照片、老餐馆、
老物件、老人物及剪纸、漫画、雕塑实物
等形式展现郑州烩面的独特魅力，再现
老烩面的历史变迁与发展传承。

记者 王菁

登封市嵩阳办事处
贯彻十八大精神重民生

本报讯 登封市嵩阳办事处结合工
作实际，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
热潮，除了全体学习、宣传之外，紧紧围
绕年初制定的工作目标，以“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造福人民”的十八大精神为
指导，力保全年工作目标圆满完成。并
为此召开专题会议，集中推进中天广
场、市医院周边、市委招待所周边等几
个片区的拆迁及扫尾工作，加快嵩颖苑
安置小区和207国道拆迁安置小区房的
建设进度，保证拆迁户及时回迁；同时，
排查辖区过冬有困难的群体，特别是拆
迁户，没有房的协调住房，生活困难的
给予经济帮助，确保居民安居生活。

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刘变翠

上街区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开放

本报讯 近日，上街区未成年人心
理健康辅导站在上街区中小学劳动技
术综合实践教育基地宣告建成。从周
一到周五都是免费开放，并定期组织活
动。每周一为沙盘活动，由一名心理咨
询师讲课，以掌握沙盘技术。周四为亲
子关系小组活动课，组织全区中小学心
理健康教育专兼职教师、志愿者共同探
讨亲子关系问题。此外，该区社会实践
课，由专业心理辅导教师对学生进行个
人或团体心理辅导，为未成年人健康发
展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记者 姚辉常 通讯员 马会丽

中原区4000公斤灭鼠药
集中投放

本报讯 近日，中原区按照市爱卫
办的统一部署，统一采购灭鼠药物溴敌
隆毒饵4000公斤分发至各街道办事处，
并组织辖区单位和群众开展卫生大扫
除，密闭垃圾收集容器，清除积存垃圾，
修复毒饵洞等，累计修复完善防鼠设施
1000余处。目前，中原区正按照全市统
一要求集中投药。

记者 董占卿 通讯员 张鹏欣

中牟县九龙镇
组织消防大练兵

本报讯 近日，中牟县九龙镇组织
全体机关干部、各村支部书记及村民代
表等100多人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学习和
消防演练。“这次演练旨在加强干部职
工和群众对消防知识和器材的了解使
用。”在现场参与演练的九龙镇综治办
副主任杨新记告诉记者。“通过演练，使
大家掌握如何预防火灾，发生火灾后如
何逃生、自救等知识”。

记者 张辉 通讯员 肖风菊 马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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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武大葱的历史悠久，史书记载，西汉
时广武山已遍长大葱。另据荥阳县志记载，
秦末楚、汉两军对峙于广武山，项羽命手下
士兵多种大葱，作为抵御寒冷的食物；唐朝
大将薛仁贵也曾于广武山取大葱为药，治愈
感染风寒的士兵。后世历代劳动人民，辛勤
种植，使大葱逐渐成为当地的主要作物和收
入来源。

2010年，国家质检总局对外公布，荥阳
“广武大葱”正式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受到相关法规的保护。这是继河阴石榴
之后，荥阳市又一个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的农产品。

据了解 广武大葱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
围为荥阳市广武镇、高村乡、王村镇、城关乡
等 4个乡镇现辖行政区域。“广武大葱”产地

因北临黄河，凭借着空气湿度、土壤湿度和
邙岭独特的白沙土质孕育出了葱白长、肉质
细腻、清脆无丝、味辣微甜、沁出芳香的大
葱，备受消费者青睐。经农业部农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郑州）检测，“广武大葱”
维生素 C 含量为 29.4mg/kg，粗脂肪含量为
1.87%，膳食纤维含量为 2.28%，钙含量为
483mg/kg，铁含量为 8.89mg/kg，是普通大葱
含量的近2倍。

可如今，质优的“广武大葱”却没能像
“河阴石榴”一样卖上好价钱，与普通大葱拉
开价格差距，葱农希望能尽快成立合作社和
蔬菜交易市场，解决销售渠道问题，同时呼
吁政府有关部门成立专门机构，加大广武大
葱的品牌推广和地理标志保护工作，让广武
大葱丰产、葱农增收，品牌发扬光大。

“今年的大
葱收成不错，但
价格卖得老低，
而且来收的人
和去年相比也
少了很多……”
近日，本报记者
接到荥阳广武
一位大葱种植
户的电话称，今
年因风调雨顺
广武大葱产量
不错，但葱农们
并没有丰收的
喜悦，却“愁得
不行”。

记者 邓红超
杨宜锦 文/图

昨日，记者赶至荥阳市广武镇北陈沟村，
一进村口，就见有四五个葱农正在田间地头

“出葱”。刚刚刨出的大葱葱白又粗又亮，长
的足有半米，短的也在一尺左右，粗细均匀，
十分喜人。聊起今年大葱的行情，大家无一
例外地表示，今年大葱行情不定，都不敢出太
多葱，“我家总共种了5亩多的大葱，一亩地能
收6000斤至7000斤大葱，现在只卖了两亩地
的葱，就这在村里还算销量比较多的一家。”

在村头正在“出葱”的刘老汉告诉记者。
走进村里，记者看到有部分葱农正在卖

葱，北陈沟村二组组长陈绍营告诉记者，这些
正卖的葱都是商家提前打电话预订好的，“先有
人来订葱，我们才敢出葱，因为葱一旦出地就必
须卖掉。另外，一次也不敢出太多葱，因为现在
葱的价格一天一个价，从0.7元一斤到今天的
1.15元一斤，还没卖到我们想要的价钱，咱种的
可是广武大葱，我们都想卖个好价钱。”

“我们一年就指望这些大葱呢，如果卖得
不好，我们连年都过不好。”旁边一位陈姓大
姐说。她家种了 3亩多大葱，“现在只卖了近
1/3”。此外，快言快语的她还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现在人工（成本）忒贵，葱地里又全部用
的是鸡粪，再加上机井浇水、葱苗、打沟等费
用，每亩大葱的成本也得将近3000元，一年就
收一季大葱，忙活下来，刨去成本种葱和在外
打工挣得差不多……”

盼 葱价再高些过个好年

盼 更多商家到村里来收购

放眼看去，北陈沟村四周绝大部分田地
里种的都是大葱，突出地面一尺多高的田畦
护住葱体，裸露在外的葱叶大都干枯。据北
陈沟村监委会主任刘国顺介绍，该组已有二
三十年的种葱历史，全村有1500多亩地种的
都是大葱，大葱是全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来咱村收葱的人最近不多，但是全省各

地都有，可是价格一直没达到我们的预期。
外地葱便宜，不过都是‘刚葱’，葱味不好，咱
广武大葱葱白粗长、清脆无丝、味辣微甜、生
吃、炒菜都可美。”刘国顺现场为广武大葱
做起“广告”来。记者看到，村里不时有商
户开着货车来收葱，但种植户“出葱”积极
性却不高，一些车都是装了半车就开走

了。现在便宜卖吧不挣钱，过两个月再卖
不出去，像往年一样都烂在地里多可惜，村
民陷入两难境地。

据记者了解，由于当地没有蔬菜交易市
场，如果没有人来收购，菜农就要开车到郑州
市的蔬菜交易市场销售，成本就增加不少。
他们希望更多的商家到产地来收购。

盼 广武大葱品牌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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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顺拔葱、接受采访两不误刘国顺拔葱、接受采访两不误

大葱累累喜煞人大葱累累喜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