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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马峪川
豫西小延安”

安沟村地处嵩山东麓，南
临大熊山，北依小红寨，面积
7.2平方公里。村内旅游资源
丰富，古建筑文化保存完整，拥
有独具魅力的原始生态环境。
村里主要景点有河南（豫西）抗
日根据地、四季泉、老鳖潭、南
坡寨、黑蟒山、凤凰寨、桃花园。

安沟村是一片“红色土
地”，被称为“红色马峪川，豫西
小延安”。河南（豫西）抗日根
据地纪念馆便坐落于此。当地
以马峪川红色基地为依托，打
造了抗日纪念馆、军事拓展园
研学项目，又增设了蒸汽小火
车、金蟾寨水上乐城、山地滑
车、鲜桃采摘园等休闲游乐项
目，并开设红色老区讲堂，讲述
抗战时期皮定均司令在此打游
击的故事，发扬抗战精神，不忘
艰苦岁月。

本报讯（正观新
闻·郑州晚报记者 李
晓霞 通讯员 李晓
波 张晨 文/图）记者
近日从巩义市农委获
悉，在第二十二届中国
绿色食品博览会暨第
十五届中国国际有机
食品博览会上，巩义市
小相菊花参加展销，并
荣获博览会金奖。

巩义市鲁庄镇小
相村是世界第一植物
学家嵇含故里，位于
嵩山北麓凤凰山下。
一条由嵩岳溶洞山泉
水自然形成的河流贯
穿全村，孕育出了著
名特产——小相菊
花。普通野菊花味苦
涩，但小相菊花味甘
甜，可食用、药用、制
茶用。每年秋季，金
灿灿的小相菊花都会
为当地村民带来一个
幸福的丰收季。

巩义市嵇含园菊
花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小相菊花现有核心产
品研发区300亩，菊花
种植区 3000亩，自然
生态保护区 1 万亩。
小相菊花先后获得“中
国名优茶”金奖、“特优
金奖”等荣誉，并入选
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目录，还被农
业农村部认定为“农
产品地理标志”。

目前，在上级政策
支持下，鲁庄镇正在大
力推进小相菊花地理
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
主要包括建设小相菊
花加工生产车间、产品
技术研发基地，推进菊
花生长地自然生态保
护，推广小相菊花品牌
等，持续推动“一村一
品”特色产业做大做
强，为农民增收和乡村
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正观新
闻·郑州晚报记者 马
燕 陈海潮 通讯员
洪梦婷）记者昨日从
郑东新区科技人才局
获悉，为做好 2022年
度高新技术企业火炬
统计工作，掌握辖区
高新技术企业运营情
况，适应新形势下科
技管理和决策需要，
郑东新区科技人才局
采取“线上”高效辅
导、“线下”精准服务
的形式，重点审核项
目成果类型、拥有专
利数、科技活动人员、

研发投入等主要指
标，圆满完成火炬统
计工作。

截至 3月 31日，
郑东新区 2022 年度
581家高新技术企业
火炬统计报表已全部
汇总上报，并通过市
级审核。从统计数据
看，全区 581家高新技
术企业中年末从业人
员 37385名，其中从事
科技研发的人员为
11772名；2022年度营
业收入 658.24 亿元，
其中企业研发费用为
38.4亿元。

郑东新区581家高新技术企业
汇聚科研人员11772名

巩义小相菊花
国际博览会斩获金奖

一到春天，这里便是“十
里桃花”。4月11日，记者来
到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
名录的登封徐庄镇安沟
村，开启一场古村落之旅：
但见红、古、绿相映成趣，
层层梯田美如画，桃树漫
山遍野吐露新绿。古往今
来，舜帝在此教化先民，伯
夷在此隐居，抗日志士在此
作战……每一处古寨、每一
窟窑洞都在诉说着华夏文
明，讲述着时代变迁……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袁建龙 文/图

漫步桃园，桃花满枝，蒸汽
小火车载您重走“抗战路”，“呜
呜”叫着，一路向前奔跑……

“手中没把米，连鸡也不
理。”过去这里是出了名的“空壳
村”，“麦茬玉米、玉米茬麦”的传
统种植方式无法解决村民温饱，
村里开始引导村民种桃和杏。
“这可不是一般的桃子，是像烧
饼的蟠桃；这可不是一般的杏，
成熟后一个足足四两重！”安沟
村支部委员梁金平说。

“桃香也怕巷子深”。安沟
村就举办“桃花节”，做好“桃文
章”，春观花、夏采摘为致富的
“流量入口”，下好桃子“一盘
棋”，打响绿色生态品牌，源源
不断为乡村振兴注入活水。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安
沟村坚持“绿色+古色+红色”发
展理念，下一步重点恢复和优

化桃园、三大古寨和古窑洞等
原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开发，持
续推动马峪川红色旅游度假区
项目建设，规划豫西抗日根据
地纪念馆、安沟古寨、凤凰古寨
以及金蟾古寨 4个观光片区。
另外，依托丰富的历史资源、自
然山水资源和农林资源，把安沟
村打造成集体验红色历史、传统
民俗、农耕文化，休闲观光、林果
采摘、民俗体验等休闲度假于一
体的生态宜居传统古村落。

土路铺上了古朴典雅的石
砖，门前大红灯笼高高挂……今
天的安沟村景秀宜居，产业创新
势能强劲，民生福祉更加殷实。
“甩开膀子加油干，让项目建
设与村容村貌提质驶入‘快车
道’！”置身芬芳果园，指着泛
起新绿的杏果，村党支部书记
唐西中踌躇满志。

凤凰寨、安沟寨、金蟾寨，
三寨鼎立。站在寨墙上俯瞰山
下，耳畔仿佛响起冷兵器时代
攻城略寨的厮杀呐喊声。安沟
村保存着大量上至清代、下至
民国时期的民居建筑群。村内
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建筑 152余
套，门楼10余处，另有木雕石雕、
农耕实物、民俗用品数以百计。

“三山抱一谷，村落居中间，
藏风显聚气，背山亦面水”是安
沟村的特征，百家窑洞处处可
见。窑洞依山而建，冬暖夏凉。
多数仍在使用，主要用于储存粮
食和蔬菜。古庙宇、清代建筑、
井泉沟渠、山寨、碑幢刻石、古
树名木等历史遗迹，吸引中外
游客。村中央的大槐树已有

700余年历史。村内保存有大
量耕、犁以及石磨、石碾、石臼、
石槽等农具，活脱脱一个农耕
文明村；窑洞拱券营造技艺、手
工编织技艺、虎头鞋制作等非
物质文化遗产丰富。

安沟古村落呈现典型的血
缘地缘格局分布，唐家为村落
大姓，居村落中央，王家、李家
分居村落两端，泾渭分明。

登封安沟村：

豫西“小延安”+三大古寨+蟠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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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古村3个古寨百家窑洞窑洞

涂绘“世外桃源”的乡村振兴画卷

老式架子车老式架子车

古寨民居古寨民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