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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加减法 郑州公园“有逛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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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态势稳中向好
托起“舌尖上的幸福”

时至夏深，瓜果蔬菜争“鲜”上市，
秋作物正茁壮生长。今年上半年，郑
州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22.4亿元、同
比增长 4.1%。全市农业生产保持稳
中向好态势，“粮袋子”守得牢、“菜篮
子”拎得稳、“肉盘子”装得满。

夏粮获得丰收
总产量达77.12万吨

记者从市农业部门了解到，今年
我市小麦播种面积 218.88万亩、同比
增长 5.3%，总产量 77.12万吨、同比增
长 13%。我市夏粮再获丰收，实现播
种面积、单产双增。

夏粮丰收的背后虽有“天时”因
素，更离不开“人和”。今年以来，我市
大范围挖潜小麦种植空间，扎实开展
耕地“非粮化”整治工作，全市小麦播
种面积增加 7.49万亩。同时，我市在
全市范围内建设了小麦高产示范区总
面积25.22万亩。经测产，示范区平均
亩产 547.9 公斤，比全市平均亩产高
178.1公斤。

此外，我市出台《郑州市主要粮油
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2024—2030年），着力提高主要粮油
作物单产。我市深入推进良田、良种、
良法、良机、良制“五良”融合，积极开
展小麦“一喷三防”，持续强化小麦田
间管理，小麦单产提升成效明显。

鲜活产品“跃”上居民餐桌
今年上半年，我市蔬菜、肉类等生

产保持稳定。生猪出栏 39.5万头，生
猪存栏 61.0 万头；蔬菜产量 103.5 万
吨，水果产量4.1万吨。经济效益更高
的花卉作物实现井喷式增长，花卉面
积 1.66 万亩，同比增长 225.6%。蔬
菜、瓜果、肉类等的稳产稳供，让越来
越丰富的鲜活产品“跃”上百姓餐桌。

今年上半年，我市水产品产量2.9
万吨，同比增长 8.4%；水产养殖面积
7.8万亩，同比增长3.3%。我市渔业发
展保持较快势头增长，一方面是因为
我市大力发展高效设施渔业，通过招
商引资，引入鱼多多、泳泽等一批有实
力的大企业，建设了一批工厂化集约
化设施渔业养殖场，可新增水产品产
能0.5万吨左右。另一方面，我市积极
推广高效养殖技术，大范围推广郑州

“168水产养殖模式”，扶持建设了一批
“168模式”示范基地，渔业生产水平得
到持续提升。

让“菜篮子”拎得更稳
今年 3月，我市发布《郑州市加快

现代设施农业发展实施方案（2024—
2030年）》，多点发力、多措并举推动全
市现代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让居民
的“菜篮子”拎得更稳。

根据方案，我市将加快实施现代
设施农业提升三大工程。一是实施现
代种植业提升工程，开展传统优势产
区老旧设施改造升级行动、绿色高产
高效创建行动和现代设施育苗中心建
设行动。二是实施高效节地设施畜牧
建设工程，加快规模养殖场设施化改
造升级，稳步推进生猪家禽立体化设
施养殖建设，加快肉牛肉羊集约化设
施养殖建设，建设奶牛智慧养殖场。
三是实施生态健康设施渔业提升工
程，坚持扩产能、调结构、优布局为导
向，重点推进池塘标准化改造，着力发
展工厂化循环水等设施渔业，积极拓
展设施渔业绿色养殖空间。
记者 李宇航 赵冬

公园+N 融合加分
在公园 20分钟，除了散散步，

欣赏花花草草，还能做什么？郑州
市近年来本着更加开放共享理念
实施的“公园加”给出了答案：赏雕
塑、看花展、玩滑梯、荡秋千、打篮
球、踢足球……更丰富的文化内
涵，更亲民的举措，让市民对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郑州有
了真切感受。

8月3日，天高云淡的好天气，
市民宋女士带着 12岁的侄女来到
雕塑公园，沿着湖边小径欣赏园中
美景和湖里成群的野鸭、天鹅。《百
家姓》《行走的云》等一座座各具特
色的雕塑吸引小姑娘不时驻足拍
照。园区共设置 107 件国内外知
名大师雕塑作品，雕塑文化与园林
生态和谐共存。

五一公园是市民喜爱的好去
处。学雷锋志愿者服务站、母婴
室、职工智慧红色书屋等，让市民
在欣赏园林景观的同时，通过有形
的画、无形的声，感受劳模精神，耳
濡目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刚刚过去的荷花展上，西流湖
公园、紫荆山公园游客纷至沓来，
也给周边商圈带来了新动能。西
流湖公园，良好的生态环境让这里
变成鸟类的天堂。除了赏花、观
鸟、听瀑，在傍晚的凉风中，还可以
在共享绿地上铺上地垫静坐片刻，
享受大自然的静谧，抖一抖一天的

“班味儿”。
“公园增加了人性化设施和服

务，比如很多公厕都有了第三卫生
间、无障碍设施、母婴设备、儿童专
用马桶，健身区增加了挂衣钩。感
觉公园更亲民了！”退休后经常去多
个公园拍美景的张女士深有感触。

对于经常到青少年公园打篮
球的高中生小许来说，公园加体
育，更有魅力。白天的暑热稍稍退
去，华灯初上，不少锻炼的人们已迫
不及待地来到青少年公园：乒乓球
台前，几对练习者挥拍腾挪；篮球
区，一群身材高大的大男孩运球、抢
球、上篮，围观者不时发出叫好声；
足球场上，足球爱好者运球、射门、
拦网，在绿茵场上鏖战正酣；滑板
广场，孩子们兴奋地踩着滑板“冲
浪”……公园加体育设施，让大小孩

子们充分体验运动的快乐。
人民公园摩天轮拆除了，郑

州之林新增了滑梯、秋千、转椅，
莲花公园北园新建时配建了滑
梯、攀岩……经营性游乐设施少
了，公益性无动力儿童游乐设施多
了；摆摊设点的少了，城市书屋、书
画展厅多了；广场硬化少了，疏林
草地多了；围墙少了，出入口多了；
围起来的草坪少了，开放的共享草
坪多了。郑州已累计对外开放共
享绿地面积约846万平方米。

垃圾减量 环保加分
在郑州植物园，园林工人在对

园区土质改良、绿地施肥、月季牡
丹复壮、黄土裸露覆盖时，经常用
到一种棕黑色的生物质肥。“这都
是公园利用园林废弃物自制的。”
工作人员说。

该公园自建了园林废弃物处
理中心，将园内自然凋落和人工修
剪产生的落叶及干枯枝，进行粉
碎、高温杀菌、添加生物制剂进行
发酵，产出有机肥、栽培基质等产
物，再用于园区土质改良、绿地施
肥等。园里每年可生产有机肥约
1000吨，较好实现了园林垃圾减量
化和资源化利用。

为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市园林
局在 17个公园启动了无废公园建
设，除了确保公园干净整洁，推广
使用节能设备等，还鼓励有条件的
公园对日常养护中产生的枯枝、杂
草等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利用。

还绿于民 美丽加分
目前，郑州市两大公园改造正

在进行。
人民公园局部提升改造工程

（一期）是该园自建园以来最大的
提升改造项目，涉及南门及封闭多
年的水上世界、鸟园等，改造后实
现“还绿于民”，进一步提高公园绿
地率，为市民提供更多游憩空间。

世纪公园一度在绿地中设置
大量大型游乐设施，因收费市民无
法随意入园游玩。如今，这些到期
的游乐设施已全部拆除，在此基础
上，市园林局正在实施公园改造提
升，覆盖总面积约 446280平方米，
其中绿地面积约 315860 平方米，
绿地率约为70%，另有水域面积约
32193平方米。项目完成后，公园
将恢复为免费城市公园，真正还绿
于民，并与中州大道沿线的滨河公
园、遗址公园、中原福塔及福山公
园共同构成郑州东南部重要的绿
色通道，提升城市绿地布局，助力
郑州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建设。

按照市委十二届五次全会提
出的关于加快打造“山入城、绿荫
城、水润城、景融城”的公园城市要
求，市园林局扎实推进公园提升改
造“还绿于民”，探索实施“公园+体
育”“公园+文化”“公园+旅游”，实
现公园功能的复合化、多元化、亲
民化，与体育、文旅、环保等融合发
展，极大提升了游客的游园体验，
提升了市民的公园城市幸福感。
记者 裴其娟 文/图

带孩子到童趣园堆沙山、挖沙洞，到儿童探索园走走“植物迷宫”，到共享草坪上撒
个欢……郑州植物园近年来增加的设施受到儿童和家长欢迎。7月23日，郑州市儿童
友好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在开展第一批儿童友好单元验收认定时，对植物园打造的
游园环境予以肯定。这是郑州市公园在细节管理上巧做“加减法”，进一步凸显人性
化，让市民更好享受“公园二十分钟”的缩影。

市民们在共享草坪上休闲

孩子们在公园荡秋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