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住、行、游、购、娱一体 打造全域旅游田园风情小镇

芳草萋萋狼城岗 晴空排云雁高飞

“你说会不高兴吗？”家住狼城岗曹
寨村 46 岁的郭从珍站在承包的 300 多
亩桃园里满脸笑容，“自从种上桃子后，
收入翻了几番。原来都是种植一些玉
米、花生等农作物，一年到头忙下来一亩
地最高不过收入1000余元。”郭从珍介绍，
现在不一样了，市场好时一亩地现在最少
也得收入6000~7000元，他承包的300亩
桃子年产值能达到180万元。

据了解，狼城岗镇按照县委县政府
的现代农业发展目标，结合全镇现代农
业特点，将“沿黄采摘带”作为农业发展
方向后，郭从珍就承包了 300 多亩地种
植桃子并利用当地土质条件，选择桃子
品种以及引黄河水灌溉进行无公害培

育，经过3年的管理和总结经验，形成了
规模，产生了不错的经济效益并带动当
地450余户群众参与种植。郭从珍告诉
记者，因是沙地种植桃子，不仅桃子个
头大并且口感也特别好。他种植的桃
子主要分早、中、晚三期桃。根据市场
的供应以及桃子成熟的时间，桃子能从
5月份卖到10月份，在这期间就是“蟠桃
盛会”，会有大量的顾客通过网络、旅游
观光等方式来到这里采摘购买。

结合县全域旅游规划，该镇引进涉农
龙头企业，积极推进土地流转，截至目前，
全镇完成流转土地16000多亩，重点培育
镇域旅游资源。堤南，以河南天邦农产品
开发有限公司为平台，拓展农产品配送模

式，目前已与省国税局等4家省直市直机
关达成了蔬菜直供协议，配送中心已启动
建设。依托郑州飞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高品质葡萄采摘园、河南洪森园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新农经济生态园、北堤村为
中心的沿黄苹果园，规划建设鲜果采摘
带。堤北，引进涉农企业，大力发展中
药材、苗圃、花卉、牧草种植等特色农
业，引导滩区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
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涉农企业流转。
目前，共培育 500 亩以上生态农业类企
业 8 家，1000 亩以上农业专业合作社3
家，1000 亩以上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4
家，种植大户15家，有力推动了该镇生态
农业规模化发展。

醉人的鱼塘风光

郑州黄河天兴种植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10 月。公司现已完成土地流转
1285 亩，一年多来已投入建设资金 600 万
元，已完成设施建设面积 90 亩，引进名优
新品种 10 项，公司主要以名贵兰花、铁皮
石斛、盆景塑造等景观产业为主，构建产
地与市场衔接合作机制，拓展农业产业功
能，探索现代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园发展模
式为主要发展方向。

该园区以“立足中牟、服务周边、面向
中原经济区”为指导思想，以高标准、高起
点、高科技为起点，打造节水灌溉 100%、
病虫害物理和生物防控技术应用率达
100%、标准化生产达 100%、无公害农产
品达100%的现代农业园区。通过项目实
施，进一步加快基地规模化建设、标准化
生产、品牌化发展，加快农产品品牌建设，
同时带动周边生产单位及农户应用新品
种，使用新技术促进农民增收。

郑州景艺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位于郑
州市狼城岗镇辛庄村北黄河滩内，占地面
积2000亩，是一个集环境绿化、园林设计、
施工、养护于一体的大型实体公司。河南
农业职业学院的实习基地。主要品种有
青竹复叶槭、晚樱、香花槐、红白黄玉兰、
紫薇、红绿梅、樱花、金叶榆等几十种名贵
花卉苗木。负责人张树义介绍，下一步将
把中药材种植和微缩景观等加入到该公
司的基地中来，届时将从种植基地转变为
宜游、宜赏、宜歇的大型生态园林风景区。

中牟县狼城岗镇的无公害蔬菜生
产基地主要位于瓦坡村和全店村，年生
产香港菜心、广州芥蓝、美国西兰、上海
青、娃娃菜、线椒、苦苣、西兰花等特色
优质蔬菜1万多吨，产量远销中国香港、
澳门、新加坡及北京、广州、上海深圳、
郑州等地。

“我们之前都是传统农业，种的都
是玉米、花生这些东西，每亩地收入千把
块钱。现在改种大棚蔬菜，每年一亩地的
收入翻了十倍，现在我儿子也在种大棚
蔬菜。”家住狼城岗镇瓦坡村 58 岁的吴
信亭提到村里组织的无公害蔬菜大棚

基地心里满怀感谢。
吴信亭介绍，由于狼城岗瓦坡村的

地理位置偏僻，引进工厂困难，原来主
要靠传统农业和外出打工来维持生
计。镇政府看到这个情况后，就利用该
镇依傍黄河，土质肥沃等土地优势，统
一投资建设108个高标准钢构温室大棚
供他们承包。

“每个大棚补助4万元，老百姓只需
要再拿出 4 万元就可拥有一个大棚，自
行经营种植蔬菜。我现在自己经营三
个大棚，主要种植番茄、西兰花、草莓
等，一年四季都不歇棚。”吴信亭说，政

府的扶持使得他们的生活越过越好。
特别是2013年快过年的时候，番茄价格
大好，一斤批发 3 块多钱。当时正赶上
好时候，采摘一次就卖了 8000 多块钱。
这是传统农业所不能比的，并且这里的
蔬菜还是无污染的绿色蔬菜，群众致富
的放心菜。

据了解，目前狼城岗镇瓦坡 600
余户村民，其中 200 多户村民转变了
以往的 生 产 方 式 ，改 种 大 棚 蔬 菜 ，
除 了 镇 政府帮建的温室大棚以外，
现在该村群众自建的大棚也已达到
100 余座。

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 优质蔬菜远销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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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城岗镇镇域面积 132 平方公里，辖 15
个行政村，18 个自然村，99 个村民小组，3.8
万人，规划建设新型农村社区3个，分别是姚
砦社区、青谷堆社区、瓦坡社区。全镇已建设
安置房1032户，占总数2845户的36%。

姚寨社区于5月20日开工，目前，已完成
管网道路工程的80%，给水工程已经完工，宽
带、有线电视等弱电铺设已经完成90%，预计
10月实现群众入住；青谷堆社区管网道路工
程已经进场，正在清障和图纸会审调整工作，
预计12月初中旬达到群众入住条件；瓦坡社
区管网道路工程完成招标，正在进行施工场
地清理和图纸会审调整工作，预计12月底达
到群众入住条件。

长期以来，由于投入不足，镇域内农田水
利基础设施十分薄弱，土地大多处于种植低
效益作物的困境，实施居民合并迁建后，发改
委、国土局、农开办、水利局等部门将允许高
效生态农业、观光旅游项目、土地整理、农业
综合开发等项目进驻。

由于长期以来镇域项目投入不足，致使
全镇基本处于保守种植的状态，产量低且不
稳定。实施居民合并迁建后，随着政策倾斜
和项目进驻，整个社区范围内将按高标准良
田实施大农业规划，农业生产条件将会极大
改善，粮食产量将会稳步提高，同时老村庄拆
旧复耕后，可新增耕地近2000亩。

安 置 区 绿 化 系 统 极 具 视 觉 美 感 ，建
设遵循“树木成林、花卉成片”的原则，满
足使用功能，营造多层次、多功能的室外
交流、休闲、娱乐空间，强调绿化的布置
和整体绿化的塑造，使安置区成为一个

处处见绿、步步有景、绿意盎然的园林式
居住社区。

原来狼城岗镇以农业为主，实施居民合
并迁建后，群众除了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稳定
农业收入外，还可从事第三产业或进入产业
园区务工，收入将稳步增加。

新型农村社区通水、电、路、宽带、有线电
视、天然气，行政服务中心、金融服务机构、通
讯服务机构、学校、幼儿园、医院、超市、敬老
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应有尽有，确保并点居民
住有所居、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幼
有所长、壮有所用。

政府已经在每个社区投资300万元建成
一所建筑面积达1800平方米的幼儿园，每个
社区还将投资 1200 余万元建设一所建筑面
积达5800平方米的小学,配套设施、师资力量
均达到县级最高水准。好的基础教育可以为
孩子的成长奠定良好基础，让孩子迈出更长
远的步伐，面向更美好的未来。

政府将在姚寨社区投资 2000 万新建一
所建筑面积 8000 平方米以上的中心医院，
瓦坡社区和青谷堆社区也将建设 1000 平方
米的标准化卫生室，卫生主管部门将从全县
医疗队伍中选派最好的医生前来坐诊，为滩
区人民的生命健康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小浪底水库建成后，虽然下游出现大洪
水概率减少，但受伊洛河、沁河和小浪底下泄
流量共同影响，大面积漫滩现象仍会出现。
实施滩区居民迁建后，居民不再生活在黄河
大堤和主河道之间，千百年的水患威胁将一
去不复返，老百姓将迎来蓝天白云、青砖绿瓦
的稳定生活。

新型城镇化 绿意盎然园林居，千年水患俱往矣

苹果丰收心里美

近年来，狼城岗镇积极探索，因地制宜推
进水产养殖业转方式调结构，大力推广池塘
工程化循环水养殖、虾蟹生态养殖、镇域大面
积池塘标准化养殖等养殖方式，大力推广鲤
鱼、鲢鱼、黄颡鱼、武昌鱼、斑点叉尾鮰等名特
优新品种养殖以及红鲫鱼、中国金鱼、日本锦
鲤等名优观赏鱼，不断拓展增值增效空间，取
得了显著成效。

狼城岗镇后史庄村是该镇绿色生态水产
养殖示范点，自2009年该镇开始推广水产养
殖以来，全村水产养殖面积逐年递增。截至
2014年，该村水产养殖面积达到1200余亩。

说起后史庄村的发展历程，后史庄村
支部书记王玉英告诉记者，村子最初也都
是从事小麦、玉米等传统农产品的种植。
由于村子地处黄河滩区，土壤沙化比较严
重，种植的农产品产量不高，村民收入十分
有限。2009 年，为了响应狼城岗镇新型农
业结构调整，她便和几个村干部带头搞起

水产养殖。“水产养殖前期的投入比较大，
但是镇里给的有扶持政策，虽说头两年本
钱还没回来，但是单产收入比种地要高十
倍还不止。”王玉英说。

据了解，2014 年狼城岗镇后史庄村淡水
鱼销售量达到1500余吨，年产值达2000余万
元，远销北京、西安、太原等城市。

“狼城岗镇将大力推广节能、节水、生态、
高效、安全的现代养殖方式，积极发展生态健
康养殖；着力引导市场适销的名优高端水产
品养殖，加强品牌建设；全面推进水产养殖业
与加工业、休闲渔业、电子商务和现代物流产
业的融合发展，打造全产业链、提高附加值。”
中牟县狼城岗镇镇长路彦伟说，“要把水产养
殖由数量产量增长为主转到更加注重质量效
益上来，由主要依靠资源消耗、物质要素投入
转到更加依靠科技创新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
来，促进水产养殖业生态健康、增效增收，实
现可持续发展。”

9月10日夜，位于中牟县狼城岗镇北广袤无垠的黄河湿地，一场初秋冷雨铺天盖地。
9月11日上午，记者沿着泥泞的黄河滩小路，穿越成片的庄稼地，伫立在秋风瑟瑟的黄
河湿地边缘，黄河远上白云间，极目千里，心旷神怡。“中牟县黄河湿地保护区东临开封，
西临金水区，面积10577公顷，居郑州市第二，涉及万滩、雁鸣湖、狼城岗三镇，按照自然
生态条件、生物群落特征、重点保护对象划分出4280公顷核心区、712公顷缓冲区和
5585公顷实验区。”中牟县狼城岗镇长路彦伟介绍说，“2010年，中牟黄河湿地管理站
在东狼城岗村北核心区至韦滩村核心区与缓冲区交界处，投资45万余元疏浚东西长4
公里、南北宽1公里区域内的原河道，隔断外界人员和牲畜进入核心区。”生态农业发展、黄河
湿地风景、鲜果采摘游玩、农事耕作体验、休闲观光游览……狼城岗镇依靠本土资源，自力更
生，自主开发，全力打造集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全域旅游田园风情小镇。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播报 郭倩楠 邢昊冉 岳星朵
通讯员 李帅 王高峰 魏希刚 杨斐 文/图

成群的灰雁、绿头鸭、苍鹭、白鹭时而漫
步岸边，时而翱翔天空，时而水中嬉戏，这里
已成了鸟儿的天堂。

“2015 年 2 月 18 日，西狼村村堤有大
鸨 39 只 ，中 午 11 时 飞 往 河 北 地 段 范 村
南。”“2015 年 4 月 1 日，在黄河西边发现
猫头鹰 16 只，中午 1 点 20 分。”这是狼城
岗段黄河湿地协管员魏改妞巡护日记上
记载的片段。“猫头鹰是很少见的，我平
常就住在湿地里，每天边放羊边巡护，看
到有鸟就记在随身带的小纸条上。”魏改
妞从她位于湿地的家中端出一盆她记录

日记的小纸条，一张张地讲着。魏改妞
今 年 52 岁 ，狼 城 岗 镇 东 狼 村 人 ，年 前 丈
夫李合法在这片湿地上去世。李合法是
中牟县保护湿地第一人，兢兢业业地保
护湿地一生。“临终的时候还放不下这些
鸟，站在河边看了可长时间，让我继续帮
他看下去。”据了解，中牟黄河湿地自然
保护区狼城岗段地处我国三大候鸟迁徙
通道中线，每年迁徙季节，都有数万只候
鸟在此停歇、觅食、越冬、繁殖，是鸟类栖
息最多的地段，已成为候鸟重要的停歇
地、繁殖地和越冬地。

黄河湿地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沿黄采摘带”是狼城岗镇按照中牟县
委、县政府的现代农业发展目标，结合全镇
现代农业特点谋划的农业发展方向之一，
依托北堤村苹果、葡萄采摘园和经济生态
园等鲜果种植基地，以黄河大堤为主线，以
北堤苹果为中心，建设鲜果采摘带。为切
实把狼城岗镇打造成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该镇引进高端涉农企业，大力发展中药材，
苗圃花卉和牧草种植等特色农业，引导滩
区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
和涉农企业转变。让“沿黄采摘带”以点带
面，将全镇农业资源有机结合，相互补充，
相互促进，融合发展，推动农业结构调整，
促进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

在北堤村的苹果园，果农周大姐忙着招
呼客人，挑苹果、称苹果、收钱、找钱，忙得不
可开交。炎热的天气，让周大姐满头大汗，看
着丰收的苹果又大又红，手里拿着卖苹果的
钱，周大姐脸上挂满了笑容。

周大姐种苹果已有 20 多年，家里共有 4
个苹果园，堤南的果园约14亩，种有K12等4
个品种，各品种的成熟期各不相同，周大姐
说，她家苹果的成熟期从农历4月到10月，持
续 6 个月不间断，从夏天到初冬都可以吃到
不同口味的苹果。

据了解，北堤村种植苹果已有20多年历

史，2300余人的村子，有1000多亩的果园，种
苹果是许多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从刚开始
的几亩、十几亩、几十亩，发展到现在的上千
亩苹果树，村民们看到了种苹果良好的经济
效益，种植苹果的村民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
大。

郑州飞宇葡萄园占地共 500 余亩，通过
土地流转，将打造成融合葡萄采摘、休闲观光
和农事体验为一体的综合型生态庄园。园内
共有红日、玫瑰、中秋等 6 个品种，采摘期从
阳历 6 月底到 10 月底，目前有两个品种成
熟。喝的是黄河水，施的是农家肥，长出来的
葡萄自然是香甜可口，葡萄挂果成型后，套上
纸袋，40天后取下，这样可以加快葡萄着色，
还可以防止虫鸟啄食。按照狼城岗镇关于

“沿黄采摘带”的总体规划，预计2016年后每
年为市场提供优质葡萄 150 万斤，成为特色
葡萄种植园区和新技术示范区，成为继北堤
村的苹果后，“沿黄采摘带”的又一主力。

在记者采访的同时，许多游客慕名而来，
或是三五好友，或是一家人，其乐融融。走在
碧云天下，行于满园甘甜中，流连于挂满葡萄
的藤架旁，陶醉在香甜芬芳的葡萄上，欢笑声
和赞美声萦绕耳边，紫红色的葡萄散发出的
香味沁人心脾，让人垂涎欲滴，葡萄的珠圆玉
润让摄影爱好者和游客纷纷拍照留念。

湿地快乐的鸟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