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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时值初夏，正是桑葚大量成
熟采摘销售的时节，新郑教育园区（龙湖
镇）张沟村的果农们正用甜蜜的桑葚丰富
手上的“果篮子”，并以深加工的方式延伸
桑葚产业链充盈“钱袋子”。

近日，在新郑教育园区（龙湖镇）张沟
村的桑园里，一棵棵桑树连绵成荫，紫红
饱满的桑葚挂满枝头，犹如一串串掩藏于
绿叶间的玛瑙，晶莹剔透，惹人喜爱，吸引
众多游客前来采摘。

走进村民陈伟勋的小型烘干作坊里，
陈伟勋正在对刚刚采摘的桑葚进行烘
干。他告诉记者，桑葚的保鲜期较短，不
耐储存，大多都被紧急售卖，不仅价格不
高，而且容易发霉变质。为了拓宽桑葚的
销路，陈伟勋一直在摸索新的出路，除了
销售新鲜桑果，还自主研发桑葚干等产品
进行销售，推进桑葚深加工，延长桑葚产
业链，提升经济效益。

“我们村基本上都种的有桑树，每年
桑葚下来了都得赶紧卖，没法存放，我就

想着看能不能深加工一下，我先自己尝试
着做了桑葚干，还挺成功的。下一步想
着和其他村民一起，建个标准化厂房，再
多增加些种类，和大家一起增收致富。”
陈伟勋告诉记者。

张沟村现有桑树种植100余亩，产量
近10万斤，通过桑葚种植，张沟村因地制
宜发展集采摘体验、休闲观光等休闲产
业。接下来，张沟村将挖掘桑葚多样性资
源开发，延长产业链，增加经济效益，不断
提升农产品高端化和高附加值化，为乡村
振兴添一抹亮丽的“桑葚紫”。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苗圃 李萌 文/图

新郑市轩辕湖湿地文化园、金水区
东风渠生态文化公园（三全路与文化
路）、郑州樱桃沟景区、嵩山少林景区、
建业电影小镇、郑州黄河文化公园、西
流湖公园、经开区蝶湖公园、高新区天
健湖公园、五云山山地生态公园、郑州

南环公园苏园、中岳庙、观星台、嵩阳
书院、康百万庄园、中原福塔、郑东新
区如意湖、北龙湖、龙子湖、郑州奥帕
拉拉水上乐园、登封市仙人谷景区、登
封市摘星楼景区、登封市袁桥景区、郑
州园博园。

网红景区景点

2023郑州百家文旅休闲消费新场景名单发布
新郑5家榜上有名

5月19日是第13个“中国旅游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美好中国，幸
福旅程”，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正式面向社会发布2023郑州百家文
旅休闲消费新场景名单，其中新郑这5家成功上榜,包括新郑市轩辕湖湿
地文化园、新郑市辛店镇孙河村乡音烤野露营俱乐部、新郑市龙湖镇泰山
村、新郑市裴李岗村、黄帝千古情景区。记者 杨宜锦

本报讯 随着气温的逐渐攀升，城区
的街头游园迎来了居民休闲的“高峰时
段”，绿意盎然的街头“小游园”成为市民
们家门口放松身心、消热降暑的好去处。

近日，位于新郑市人民路府西路交叉
口的良师园触目皆绿、生机盎然，一大早
便有不少市民在这里休闲游玩、健身跳
舞，孩子们开心地玩耍，十分惬意。

“现在咱新郑的环境真好，到处都是
绿植，家门口就是游园，我们每天在这跳
跳舞，乘乘凉，真是可美。”市民郭长发说。

“我们家就在这旁边住，每天都带着
孩子来这跑跑玩玩，树荫很大，也不怕晒
着孩子，每次来玩的都可开心了。”市民贾
书芳说。

清晨被鸟鸣叫醒，傍晚在园林中散
步，在新郑推窗见绿、出门见园的生活让
新郑人的幸福感与日俱增。

近年来，新郑市以建设生态美丽宜
居宜业人居环境为目标，致力于优化城
市环境，深入推进园林绿化建设。开展

老城区疏解腾退补缺工程，加快城市街
头游园建设，有效提升了绿地服务的公
平性和居民居住的舒适性，全面提升了
市民的幸福指数。

公园绿地是“城市绿肺”，荫润了城市
空间，也是“城市客厅”，彰显着一座城市
的文化底色。新郑市依托悠久历史文化，
结合自然地貌，延展地域特色，建设了良
师园、子产园、仓颉园、郑国宗庙遗址园等
兼具生态、观赏、服务功能于一体的街头
游园，满足了广大群众休闲娱乐的需求。
形成了以公园、广场、庭院绿地为点，河
岸、道路绿化为线，综合性公园为面，街旁
绿地、社区游园绿化交相辉映的城市绿化
网络。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苗圃 李萌 文/图

本报讯 近几年，具茨山管委会油坊
沟村因地制宜充分发掘村级自然条件优
势建设冷暖两用大棚，发展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走进基地，11个大棚依次排开，棚内
一株株草莓苗长势喜人。数名村民穿梭
其间，分工协作对草莓苗进行扦插和移
栽。村干部和技术员也深入大棚，引导村
民科学种植、安心生产。说起村里建起的
大棚基地，村民们满怀喜悦。

“我主要负责管理草莓苗，每天早上
来看看草莓苗长势，有啥情况及时给技术
员沟通。在这干活离家比较近，每月收入
2000多元钱，有啥事了也比较方便。”油
坊沟村村民屈彩荣说。

油坊沟村位于具茨山脚下，属于山林
地块，以传统农业种植为主。2019年该
村借助交通便利的优势，利用本村土地资
源，积极申请各项资金，探索确立大棚产
业的发展模式，在种植优质果树的同时，
引进羊肚菌特色种植，一到成熟期便供不
应求。

今年大棚休耕轮作，为最大程度发挥
其效益，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通过走
访，发现大多草莓成活率低、产量不高，便
萌发培育草莓苗的想法。邀请技术员、引
进新技术……通过改良草莓种植与管护
技术，提高草莓的品质。目前，基地育有

宁玉、红颜、天仙醉等多个草莓苗品种，待
8月份定植后便可销售。

“今年大棚培育草莓苗，一个棚收入
3万元，7个棚大概21万元，为咱村集体增
加收入 5.8万元，在充实村集体经济的同
时，也解决了 12个村里的闲余劳动力。”
油坊沟村党支部书记赵结实说。

除了培育草莓苗，基地还坚持早中晚
熟合理搭配，积极引进适宜新优品种，种
植有桑葚、樱桃、核桃等，确保基地在不同
时间都有成熟的果蔬上市。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瑜洁 小虎 文/图

黄帝千古情、河南艺术中心、郑州
大剧院、河南省少林武术馆、《只有河南
戏剧幻城》、登封《禅宗少林·音乐大

典》、非遗有范儿、郑好看小剧场（河大
卫国风推理剧场）、喷空剧场、欢乐相声
人豫笑堂。

特色演艺打卡地

新郑市龙湖镇泰山村、新郑市裴李
岗村、登封市大金店镇袁桥村、登封市玄
天庙村、登封市雷家沟村、登封市赵庄
村、登封市周山村、二七区樱桃沟开发管
理委员会、巩义市米河镇明月村、巩义市

竹林镇、巩义市大峪沟镇海上桥村、巩义
市小关镇南岭新村、新密市米村镇朱家
庵村、新密市神仙洞村、二七区樱桃沟社
区、巩义市竹林镇石鼓街社区、金水区兴
达路马渡村。

特色旅游乡村（镇）

新郑市辛店镇孙河村乡音烤野露营
俱乐部、郑州嵩山露营基地、郑州大地之
丘露营地、惠济区思念果岭·雪松营地、惠
济区丰乐农庄花涧·房车露营公园、上街
区三度湖山户外营地、中牟县万滩镇普罗

稻草人农场、新密市苟堂镇樊沟村黄帝康
养小镇房车露营地、荥阳市刘河镇官顶村
福金山房车露营地、巩义市海上桥林下露
营地、巩义市杨树沟泡末野奢帐篷营地、
园博园建国饭店溪上露营地。

特色露营地

绘就居民“微幸福”
街头游园扮靓新郑“生活圈”

夏日“葚”好
张沟村小小桑葚打开“致富门”

具茨山管委会油坊沟村

解锁“致富密码”
带动村民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