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一座座古老院落走过，山坡高处
的一块空地上，10多个帐篷散布着。绿
植绕藤春色美，池塘水清虾嬉戏。田间
蔬菜长势正好，田园风扑面而来。几个
人正在摆弄钓竿为孩子们钓虾作准备。

巩义市晏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
常宝和记者边走边聊：“这就是我们的乡
野星空营地，在这儿能感受乡村生活，能
看日出、夕阳和星星，孩子们非常喜欢。”

一个个四四方方由小木板隔成的微
型小菜园里，小菜芽已经冒头，生机勃
勃。“这是我们打造的 1米菜园，首先是
让孩子们了解 1米是多长，然后让他们
自己动手归整土地，种上菜。附近的土
地已经流转，下一步计划扩大面积，培养
孩子们的兴趣爱好。春夏有田园美育、
农事体验，秋冬有果蔬采摘、古村寻宝
等。与村里的文化项目合作，还推出了
古建筑、陶瓷、剪纸、拓印等体验课程。”
而这，只是海上桥众多项目中的一个。

一口曾经甘甜深幽、滋养了几代人
生命的辘轳井，一间历经岁月、依然站立
的土坯房，一盘磨损了时光、磨平了辙印
的老石磨，一所印证着经济往来、生息发
展的古当铺，一棵挺拔伫立、遥望游子归
家的百年老槐树……点点滴滴、层层叠
叠，熏染着乡人无尽的乡愁、绵长的乡
情、醇厚的乡恋！常宝带着记者走遍了
海上桥的角角落落，话语中蕴含着对这
片土地的挚爱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巩义市海上桥村：

清代建筑+1米菜园+高校
文化赋能让乡愁点亮振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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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
记者 张玉东 陈海潮 通讯员 邢
红军 张文举）“2023郑州龙湖半程
马拉松赛”4月9日上午在郑东新区
举行，活动期间部分道路及区域实
施临时交通管制。

为配合马拉松赛起跑仪式现
场搭建，4月8日18时至4月9日6
时，交警对郑东新区龙湖内环路
（龙源西六街至龙源西九街）双向
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4月 9日 6时至 12时，对龙湖
内环路全段双向道路和北三环地
面层（众意西路至朝阳路段）北半
幅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对龙湖
金融岛区域（含金融岛地面层和高
架层双向道路）以及如意西路（北
三环以北路段）双向道路实施临时
交通管制；对龙湖中环路(国基路
至龙源西七街段)、国基路(龙湖外
环路至龙湖内环路段)、三全路(龙
泽西路至龙湖内环路段)、龙源西
九街(龙湖外环路至龙湖内环路段)、
龙源西八街(龙泽西路至龙湖中环
路段)、龙源西七街(龙湖中环路至龙
润西路段)、龙源西六街(龙湖中环路
至龙湖内环路段)、龙津路(龙湖中
环路至龙湖内环路段)、龙润西路
（龙源西九街至龙津路）双向道路
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临时交通管制期间，沿北三环
由东向西方向行驶的车辆，可沿北
三环下穿隧道通行。沿九如路由南
向北驶入北三环向西方向行驶的车
辆，在九如路与北三环交叉口直接
驶入北三环下穿隧道通行。

全国首批！
上街区发出的“铁公铁”
中欧班列顺利出境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
记者 谢鹏飞 通讯员 王志朋）近
日，从上街区起运的中欧班列在二
连浩特口岸完成铁路、公路换装发
车出境，运往俄罗斯乌兰乌德。

该班列装载 780吨汽车零配
件，货值3000万元，从上街区通过
铁路运至二连浩特口岸，经TIR国
际公路运输方式出境运至乌兰乌
德，再通过铁路最终运抵莫斯科。
据悉，这是我国首批以“铁路+公
路+铁路”国际多式联运方式出境
的中欧班列。

近年来，上街区依托完善的物
流基础设施，携手中铝集团着力打
造国际陆港枢纽，建成运营全省最
大的5万吨铝锭期货交割库、25万
辆商品汽车中转库。集装箱多式
联运中心吞吐能力达350万吨，年
铁路运能达1500万吨。自2022年
11月以来，共开行9批海铁联运国
际班列、1列中俄班列，货重 4604
吨，货值1.73亿元。

美学引领，点亮乡村。大峪沟镇一
级主任科员王晓辉说：“如何让古村落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走稳走远，我们一
直在探索实践中积累经验。下一步，我
们将继续在‘写生+’乡村振兴发展模式
的基础上引进新的项目和元素。”

站在海上桥的西寨门，目光所及处
有高楼林立，城市繁华可见；四野绿意
盎然，春风拂面，让人心旷神怡，林果区
保持了层层叠叠的原色。800亩林地，
目前已种植板栗、黄金蜜桃、核桃、柿子
等特色林果，确保了农民增收。

回归即是远行。目前，海上桥村

已经与郑州大学、鲁迅美术学院、清华
大学艺术学院、中央美院、首都师范大
学等近20所高校签订了写生协议。

荣获“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
国“最美公共文化空间”、河南省“文化
产业特色乡村”、“郑州市3A级景区村
庄”等称号的海上桥村，有自己独特的
资源，也找好了自己的路。闲暇时候，
村民们坐在家门口晒着太阳，热情地
和游客聊聊村史，聊聊村里的变化。
这样的场景照亮了村民当下的生活。

村庄烙上文化印记，项目强力支撑，
产业赋予生命，这就是今日的海上桥。

田园+高校，点亮古村落乡村振兴之路

春日大地、草长莺飞。一场新雨后，巩义市大峪沟镇海上桥村草木清
香、沁人心脾。走进后，安静清幽的小径、长出新绿的树木、古朴典雅的老
屋，勾起浓浓的乡愁。这个有着22座省级文物保护院落的村子，于2019
年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至今的每一年，慕名参观者络绎不绝。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李晓霞 通讯员 吴瑞霞 文/图

42处古院落
诉说着厚重村落的
浓浓乡愁

海上桥村位于巩义
东部，距市区3公里，村域
面积 4.8平方公里，有 667
户 2559人。据传，这里
原有一眼翻花泉，人称
“海眼”，终年不涸，人们
搭桥过往，因而得名“海
上桥”。

海上桥村核心区坐
落清代中晚期古院落 42
处，22座省级文物保护
院 落 如 颗 颗 明 珠 散
落，著名教育家王广
亚先生的故居就在其
中。整体建筑坐北朝
南、北高南低，大多数
为一进式和二进式四
合院，院内配以厢房、
倒座和门楼，雕梁画栋、
古色古香。这些建筑因
地制宜，巧借地形走势、
妙用石块等材料，构建
成海上桥村的和谐之
境。走过青石小瓦拱门
洞，曲径通幽处，三两个
游人、四五朵春花、七八
棵绿植，萦绕着素朴而
迷人的风情，一转身、一
回眸，总能遇到惊喜。

“一棵树就是一段乡
村的记忆，我们绝不能让
它消失。”为了一个院、一
条路、一块石而专项施
策，在海上桥有很多。角
檐上的雕兽、墙壁上的窗
格，甚至要动直径 2厘米
以上的杂木，都要经过规
划组和工程指挥部的决
议。这里的古蓝砖是从
全国各地农村回收来
的，麻扎泥是工人用脚
踩出来的，里面添加了
红糖、糯米、骨胶等传
统原料，还有更多旧石
条、石构建、石磙、石
磨……在规划设计师
彭志华的眼里，让文物
活起来、让文化落地，
才是打造海上桥的最
高境界。

1米菜园，打造孩子们的田园教育基地

孩子们的1米菜园

错落有致的古建筑群

龙湖半程马拉松
部分道路临时交通管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