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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郑州

本报讯（记者 唐善普
通讯员 郑予南）为引导居民
破旧立新，树立文明新风，积
极营造风清气正、健康文明
和谐社区，近日，中原区建设
路街道省五建社区开展“移
风易俗 传递文明新风”宣传
活动。

活动中，党员志愿者向
居民介绍了推进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新风的重要意义和
必要性，提倡居民摒弃陈规

陋习、不良风俗，摒弃滥办酒
席、大操大办、高价彩礼、铺
张浪费等，要不断树立文明
新风，提倡居民要婚事新办、
丧事简办、其他不办，不乱办
酒席，不乱收礼品、礼金，不
增加亲戚朋友负担。

通过移风易俗宣传，引
导群众积极做移风易俗的践
行者和宣传者，破除陈规陋
习、弘扬文明新风，推动社会
风气向上向善。

崇尚节俭之

摒弃铺张浪费 践行文明新风

时值深秋，又到了芥
菜（芥疙瘩）收获的季节。
10月 23日，登封市君召乡
海诸村村民冯帅创一大
早就来到自家芥菜地里
查看芥菜生长情况。“再
过几天就能收获了，现在
是最关键时期，得紧招呼
着 ，不 能 让 芥 菜 得 根 腐
病，要不这季都白瞎了。”
连日来，冯帅创天天在地
里精心侍弄着他种植的
这些“宝贝疙瘩”。

今年 41 岁的冯帅创
种植芥菜已有七八年的时
间。“芥菜生长周期短，管
护也简单，关键产量很高，
效益也不错！”提起芥菜种
植，冯帅创兴奋地算着这
笔经济账。“今年我种了10
亩芥菜，预计能产 5 万多

斤芥疙瘩，按照给公司签
订的合同价格，这季芥菜
能收入4万多元。”

用登封芥菜加工的芥
丝，有独特的汆味。特色
就是卖点，作为登封市农
业龙头企业之一，小仓娃
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正是依
靠本地特色鲜明的芥菜原
料优势，迅速发展壮大。

“我们公司自有芥菜
种植基地 100 多亩，采取

‘公司+农户’形式，还给周
边乡镇村民签订了订单种
植协议。”小仓娃农副产品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公司与周边 1000多农
户签订了芥菜种植收购合
同，每年收购芥菜 500 多
万斤，每亩大约能为村民
增加收入2600余元。

这里，将成为河南人才
引进“新港湾”

近年来，管城区抢抓郑
州市城市更新和小微园政策
机遇，借鉴“工业上楼”先进
经验，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和
行业龙头的带动作用，规划
布局小微企业园，打造中小
企业特色集群，推动辖区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

在货站街，原郑州货运
东站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周
边仓储企业逐步迁出，衍生
出大批闲置用地、低效用
地。为盘活腾退落后产能，
管城区规划布局小微企业
园，打造中小企业特色集群，
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智
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园
区9个，医疗相关行业园区9
个，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园区
5个，文化创意园区 6个，直
播电商、电子商务园区 6个，
人力资源、高端服务业园区
3个，新能源汽车、汽车市场
服务园区 3个。新增省级专
精特新企业 6 家、科技型企
业50余家。

所带来的直观成效显而
易见，今年上半年，管城区规
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32%，战
略性新兴产业增速达36%，技
改投资增长91%，技术合同成
交额突破15.1亿元。

据介绍，建中人力产业
园总建筑面积76164.69平方
米，总投资约6亿元。项目投
入运营后，预计2年内可实现
年营收 30亿元、年亩均税收
300万元、引入企业 50家以
上、提供就业岗位5000个。

180余家企业入驻，这里
已成为企业“金摇篮”

在城发·金岱智慧产业
园内，一栋栋精致的办公楼
拔地而起，其间点缀着优美
的绿化和铺设着干净整洁的

道路，每栋单独办公楼就是
一家企业，休闲娱乐的小花
园、优美静谧的办公环境，十
分惬意。

城发·金岱智慧产业园，
在管城区东南部，总占地面
积5.3平方公里，是郑州市四
环内唯一可连片开发的产业
集聚区。如今，全园建成投
产，入驻企业约 180家，从业
人员达6000余人。

城发·金岱智慧产业园
项目总经理王旭东介绍说，
园区多方联动，精准对接企
业需求，累计服务入园企业
工商设立登记业务 20家，科
技型企业备案5家，变更登记
业务 16家，协助处理企业反
馈问题 30余次，为企业运营
和业务对接创造活力。

未来的智能建筑，或将
从这里重新“启航”

在文治路，智能建筑产
业园项目工地，同样是热火
朝天的忙碌景象，现场一期
基坑支护及土方开挖已完
成，1号楼主体正在施工，2号
楼基础施工也在加紧进行。

那么，这个智能建筑产
业园到底是干啥的呢?

智能建筑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 14.32万平方
米，总投资不低于10亿元，主
导产业方向为总部经济、智
能建筑和科技研发及技术设
计。建筑业企业数量占比
50%，主导产业及关联产业集
聚度大于50%。还规划建设
总部中心大楼、智能化建筑
科技研发中心及创新型工业
配套设施等载体。将引进或
培育头部企业2家、专精特新
企业3家、科技型企业25家，
年产值 30亿元、年利税 2亿
元，带动就业人数约3000人。
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张玉龙

君召芥菜、告成红薯、景店小米、石道黄精……

越来越多登封土特产
出村进城变礼品

君召芥菜、告成红薯、景店小米、石道黄精……在登封市，这些看似寻常的土特产，正越来越多
地出村进城，成为市民的“伴手礼”、游客的“抢手货”。

近年来，登封市立足自身山区多、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特点，通过种植中药材、红薯、芥菜等特色
农产品，做优做强“土特产”，走出了一条具有山区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岗岭坡上的致富“薯”

告成镇茶亭沟村地处岗
岭，土地多为红褐色沙土地，
水利条件较差，因独特的地
质条件，种植耐旱的红薯却
得天独厚。

“茶亭沟红薯，生吃甜、
脆，烧烤后更是香软面甜，深
受消费者喜爱。”茶亭沟种植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介绍，茶
亭沟村过去一直大面积种植
红薯，但 20 世纪 90 年代初，
由于种植技术和市场销售等
原因，红薯种植面积大幅度
缩减。2007年，茶亭沟村“两
委”在经过市场调查后，开始
恢复红薯种植传统，并成立
红薯种植专业合作社，建设
红薯交易市场等，大力发展
红薯种植产业。告成镇也因
势利导，建立了以茶亭沟村
为中心，辐射告成五度、竹
园、贾沟、八方、森子沟等周
边村庄的“优质红薯生产示
范基地”。2013年，“茶亭红
薯”通过了国家农产品地理
标志认证。

“目前，仅茶亭沟村就种
植红薯 600 余亩，带动农户
200余人参与。建成农副产
品仓库 388平方米和茶亭沟
红薯超市 258平方米。村级
集体经济收入达20万余元。”
茶亭沟村委负责人说。

登封在做好“土特产”文
章的同时，还因地制宜发展
生态旅游、民俗文化、休闲观
光等，推进农业与工业、文化
旅游的融合发展。目前，该
市特色农产品加工转化率
80%以上，文旅纪念品种类
超过 70种，为乡村振兴注入
了新的活力。
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宋跃伟 付正蓬 文/图

登封市石道乡因地处
山区，南北皆为山脉，土壤
比较薄，如何利用现有的
资源为村民找出致富路？

据记载，早在宋代，药
物学家苏颂就说过，黄精
南北皆有，以嵩山、茅山者
为佳，被当地人称为“仙人
余粮”。嵩山地区气候很
适宜黄精生长。“我们把发
展黄精种植作为全乡的重
要新兴产业，并探索‘粮药
套种’‘林药套种’等多种
种植方式。”石道乡党委负
责人说。

记者在石道乡陈家门
村高坡建成的嵩山林下黄
精数字化产业基地看到，
附近的村民们正在忙碌地
种植着黄精。“现已林下种

植黄精 500 余亩，意在通
过数字化技术的精妙有效
运用，达成中药材林下仿
野生种植，促使嵩山黄精
等珍贵中药材回归山林的
怀抱。”产业基地负责人介
绍，林下黄精种植基地项
目总投资 1.2亿元，分 3期
进行，主要以林下有机黄
精为核心，通过2到3年时
间的经营发展，把该项目
打造成集林下有机黄精数
字化种植、销售、加工、文
旅、康养民宿等于一体的
支柱产业和民生产业。

据了解，登封嵩山道
地中药材黄精被列入2024
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
产品名录，目前全市种植
规模面积达1575亩。

薄土地里长出“金疙瘩”

嵩山黄精成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产业园铸就“金摇篮”
“工业上楼”点燃新引擎
管城区已投运小微企业园11个

秋高气爽，桂花飘香。走进管城区，记者探访“工业上楼”
小微企业园建设进展情况。在航海路建中人力产业园建筑工
地，长臂舒展、热火朝天，原本闲置的土地基本完成硬化，近
200名施工人员正在加紧施工。

如今，管城区已经投入运营小微企业园11个，规上工业
增加值增速达32%。

农户把成熟的蘑菇装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