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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
晚报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

报 马沂峰 通讯员 郭智子
文/图）近日，郑州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发布公告，依据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

与 评 定》国 家 标 准（GB/
T17775-2003）及评分细则，
正式认定“只有河南·戏剧幻
城”为国家 4A级旅游景区，
也是建业集团继鄢陵建业绿
色基地、神垕古镇景区、建业
电影小镇之后第四个获此殊
荣的文旅项目。

“只有河南”是建业集团
联袂王潮歌历时 4年共创的
一部重量级文旅作品，也是
建业“挖掘、保护、传承、光
大”中原文化的又一次创
新。该项目总占地 622亩，
拥有 21个大大小小的剧场、
总时长近 700分钟的剧目、
近千名演员，是目前国内规
模最大、演出时长最长的戏
剧聚落群。戏剧以“黄河、土
地、粮食、传承”为主线，以讲
述黄河故事、传承黄河文化

为基调，通过戏剧艺术、东
方建筑作为表现手段和载
体，实现了文旅文创融合的
新突破。

“只有河南”作为河南重
点文旅项目，自 2021年 6月
6日开城纳客以来，已累计
接待海内外游客 100万余人
次，观剧 500余万人次。其
间，它凭借自身超前的、引领
式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荣
膺多项省级、国家级殊荣，不
仅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
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
游消费集聚区名单，还获评
全国首批 SIT超级沉浸旅游
项目，并与北京环球影城、上
海迪士尼乐园等景区共同入
选“2021 文旅融合创新项
目”，俨然成为“行走河南·读
懂中国”的重要窗口。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
州晚报记者 袁建龙 通讯
员 宋要卫 文/图）“这蘑菇，
真漂亮，像花儿一样！”“这
叫黄金菇，菇身金黄，被称
为真菌之花。”10月18日，第
一次来村里菌类种植基地
的登封市大金店镇李家沟
村民郑红与菇农薛大妞满

脸喜悦地聊着天。
走进李家沟村，看着一

排排娇艳欲滴的黄金菇，闻
着食用菌大棚发出的阵阵
菇香，30余座菌类种植大棚
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沟两
沿，点缀着豫西这个普普通
通的小村庄。“是驻村工作
队帮李家沟村走上了致富

路。”薛大妞十分感激地说。
2020年 5月，李家沟村

运用驻村第一书记专项经费
动工兴建食用菌大棚。通过
走访协商成立了以本村村民
曹建超、常建秋为核心的技
术服务团队，逐棚逐户手把
手指导农户栽培管理。一时
间，李家沟村13个大棚成了
香饽饽，被一包而空。

从 2020年起，李家沟村
的食用菌大棚越建越多。李
家沟食用菌种植已覆盖4个
自然村，建设菌类种植大棚
30余座，年产值达 400余万
元。从品种培育到制棒，从
平菇、黄金菇、羊肚菌种植到
产品深加工，从冷鲜、收储到
烘干，李家沟村的食用菌产
业形成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完整产业链条，市场抗
风险能力更强了。

山村绽放“真菌之花”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
州晚报记者 马健 通讯员
孙腊弟）“我昨天在‘纸条菜
摊’订了胡萝卜和羊腿肉，
今天就收到了！以前看着
年轻人在网上买菜，我们老
年人可羡慕，现如今我也能
在网上买菜啦。”10月 17日
中午，家住兴隆铺路 8号院
的李奶奶在取完菜后，不住

地为兴隆社区新推出的“纸
条菜摊”志愿服务点赞。

“纸条菜摊”志愿服务项
目先期选择辖区内粮仓路 1
号院、兴隆铺路6号院等4个
老旧小区为试点，在楼院引
入了社区团购服务站并悬挂
公示牌，公示牌公布美团优
选当日部分主要蔬菜瓜果品
种及价格。辖区居民，尤其

是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
购，然后将选购的物品写在
纸条上，由每个楼院负责的
志愿者定时统一回收并代为
下单购买，第二天，商家配送
到位后居民自取即可。整个
志愿服务流程清晰明了、简
单易操作，切实缓解了辖区
老人的“买菜难”问题。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
州晚报记者 张朝晖 通讯
员 李书岭 文/图）10月 18
日上午，万里晴空湛蓝，和
煦的阳光照在中牟县官渡
镇官渡桥村的蔬菜大田
上，白菜、菠菜成畦成行，
一望无垠半碧半绿，鲜嫩
欲滴。

“官渡桥村有两个自
然村：官渡桥和逐鹿营。
全村共6个村民组，总人口
1380人。辖区总面积1600
多亩，99%都种植蔬菜，主
要种植大白菜和菠菜。在
官渡镇乃至中牟县可以说
是时间最长蔬菜种植菜
区，中牟县最早的无籽西
瓜培育基地就在官渡桥
村。”郑文忠今年 57岁，是
官渡桥村党支部书记。郑

文忠介绍说：“官渡桥村在
上世纪80年代将大蒜和菠
菜套种，后来不再种大蒜，
单种大白菜和菠菜，主要
销售到万邦市场和周边县
市区。乡亲们靠种菜卖菜
勤劳致富，10年前人均纯收
入每年就超过8000块了。”

菜商张先生老家是封
丘的，在郑州打拼，一年
四季都来官渡桥村收购
蔬菜，他说：“官渡桥的菜
品和官渡桥乡亲的人品
一样实在，买了放心，吃
着称心。”

“官渡桥群众种菜不
偷懒，卖菜不缺秤，从大集
体到小农户，初心不忘，本
色不改，不但脱了贫致了
富，还在奔小康的道路上
越走越欢。”郑文忠说。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获评国家4A级景区

网店开到墙上缓解“买菜难”
“纸条菜摊”获赞

中原古村官渡桥：

唱好“种菜经”
走好“致富路”

““只有河南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戏剧幻城””

食用菌迎来丰收食用菌迎来丰收

官渡桥村农民在田间收菜官渡桥村农民在田间收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