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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高云阔，层林尽染，伊水栾山秋意
浓。沿山路蜿蜒行进，来到栾川县仓房
村，目之所及皆是古朴农家、幽幽竹林。
今年7月，这个小山村因变“卖竹子”为

“卖风景”、赢来脱贫致富好前景，惊艳亮
相《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闻名全国。驻
足村口，见不时有游客赶来，上前攀谈，
得知他们要来探寻的，不止坐落村中的
竹海野生动物园，更有这里的好山好水
好风景。

深居秀美沟域，藏身绿水青山，仓房
村的美不加修饰便已动人。漫步村中，
纷至沓来的游客、各有忙活的农家、进进
出出的车辆，无不诉说着这里旅游的风
生水起。然而，过去的仓房称得上黯淡
无光。村民们说，因为山多、地瘦，村里
人一度扒坡种地、伐木砍竹，“开荒山尖
尖，种地天边边”，可山啃秃了一片又一片，

还是甩不掉穷帽子。数据显示，2013年全
村年人均收入只有 2000 元左右，185 户
人家，贫困户就有112户。今昔对比，对于
仓房的蝶变，大家心里很透亮——守住
好风景，才有好光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每一个
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里，都蕴含着实实
在在的幸福之变。你看，从曾经四处奔
波打零工，到如今经营宾馆当老板，53
岁的村民赵汉武感叹“旅游饭真香”；55
岁的低保户韩铁换，不甘“吃救济”，主动

到动物园干保洁，每月收入上千元，感慨
“日子有了光”；44 岁的韩新峰，上过工
地进过厂，而今投身农村电商，面向全国
销售木耳等山货，因是原生态，赚足了回
头客，直言“越干越有劲”……一位位村
民的命运之变鲜明昭示了，“人不负青
山，青山定不负人”，把绿水青山护好了、
养好了，好日子就不会躲着咱。

有人说，如果小康有颜色，绿色定是
最鲜亮的底色。是啊，从发展乡村游和
果品采摘的北乡村，到打造生态农业综

合体的磨湾村，再到致力铁路小镇特色
游的新南村，这些仓房周边的山村，无不
在呵护绿水青山、涵养生态之美中，带给
乡亲们持久的获得、稳稳的幸福。放眼
河洛大地，建设美丽乡村、发展沟域经济
的鲜活实践更是充分证明，一条条依山
傍水的田园风光带、沟域经济带，就是一
方百姓拥抱小康的幸福带。以新时代的
眼光看，山山水水、沟沟壑壑是自然屏
障，但绝非奔向小康的障碍阻隔，理念一
变，路子一变，就能走出不一样的“靠山
吃山”。

前不久，竹海野生动物园引进两只
大熊猫的消息刷屏，为仓房旅游带来了
更旺人气。乡亲们清楚，正是这里的好
生态，才请来了国宝；他们更坚信，只要
心怀敬畏，继续守好这里的一山一水，更
好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绿水青山带来幸福之变

现 场 评

昨日，记者从市供热办获悉：截至目前，我市新增
集中供热面积604万平方米。其中，中心城区新增供
热面积350.5万平方米，供热普及率达到90.1%。

按照《河南省2020年城镇集中供热设施方案》要
求，今年10月底前，我市要新增集中供热面积502万
平方米，供热普及率达到85%；新建、改造管网总长度
44公里，新建、改造换热站39座。

市供热办相关负责人说，截至目前，我市新增集中
供热面积604万平方米，占总目标的120.3%。其中，
中心城区（供热面积新增 350.5 万平方米，总面积达
7058 万平方米）供热普及率达到 90.1%。全市新建、
改造管网总长度 65.88 公里，占总目标的 149.7%；新
建、改造换热站51座，占总目标的130.7%。集中供热
目标任务已提前超额完成。

为圆满完成跨年度供热任务，我市供热经营企业
在上一采暖季结束后，就开始进行今冬供热准备工
作。目前，我市三家供热经营企业正在紧张进行供热
前的准备工作，预计11月5日前全部准备到位。

本报记者 郭飞飞

今冬中心城区新增
供热面积350.5万平方米

今年的国庆中秋假期，在做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孟津各景区推出丰
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吸引大批游客体验
河洛民俗文化。统计数字表明，10月1日
至8日，全县共接待游客102万人次，同比
增加38.2%；旅游综合收益5.05亿元，同比
增加37.6%。

近年，孟津县秉承“自然生态、绿色和
谐”的发展理念，坚持全域规划，深度挖掘

“有机、生态、绿色”资源，大力推进“文旅融
合、农旅融合”，规划开发了一批文化旅游、
生态观光、休闲度假等具有浓郁孟津特色
的拳头产品，把历史文化资源“聚宝盆”转
变为旅游产品“万花筒”，使城乡各地成为
生态环境良好、产业发展协调、人民安居乐
业的“美丽公园”。

该县按照“保持田园风光，彰显生态特
色”的原则，在农业产业园区配套发展了农
业观光、休闲采摘、农耕体验等，实现有机
农业与乡村旅游的互促共融。在建设卓安
生态农场等特色农业园区时，坚持与有机
农业、观光农业、循环农业相融合；在打造
会盟、送庄等果品产业基地时，把梨花与桃
花、荷花与葵花有机融合……让农业产业
因素不断延伸，让乡村旅游产业不断放大。

依托“全区域规划、全景化打造、全地
域覆盖、全领域互动、全社会参与”的要求，
该县围绕境内主要交通环线布局打造出小
浪底水库、汉光武帝陵、龙马负图寺、黄河
湿地游览等5大主体旅游景区、3条精品休
闲农业观光带、80 多个美丽乡村、52 个
500亩以上的休闲田园农庄，实现景景相
连、景城融合、城乡一体，实现从传统旅游
产业向现代旅游产业嬗变，从景区旅游向
全域旅游转变。

通过全域打造，该县把一片片生态

绿林、一块块产业基地、一处处旅游景
观、一个个特色集镇、一座座美丽村庄连点
成线、连线成片，将公路沿线变成了风景
长廊，把村庄建成了特色景点，使每个镇区
有一个主题乡村旅游示范村，有一个具有规
模的现代休闲农业观光、瓜果采摘、农事体
验基地，让一个个“盆景”变成一处处“风景”
和一片片“风光”，勾画出美丽乡村建设的
新样本。

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是我市
体 现黄河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的大型

山岳湖泊型风景区，有“北方千岛湖”“中
原北戴河”的美誉。双节期间，恰逢小浪底
水库再次开闸泄洪，黄河激流从坝体中的
洞群喷涌而出，形成多条气势磅礴的“巨
瀑”飞流而下，展现出“黄河之水天上来”的
壮观景象。每天前来观赏黄河飞瀑奇观的
游客络绎不绝。

朝阳镇魏家坡古村落，是目前豫西
地区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清代民居
建筑群。走进依托古民居创建的乡愁博物
馆，感受到的是浓浓的乡情、乡愁，每到双
休日游人如潮。尤其是双节期间，《魏坡
谣》、歌舞快闪、民俗表演、综艺晚会等文
化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感受河洛
风韵，体验历史传承，观看民俗表演，品尝
特色小吃……

同时，以“设施农业、高效农业和智能
农业”为主的农业休闲游十分火爆。在该
县多彩长廊田园综合体内的龙浩智能化农
业园区里，各种蔬菜、瓜果、花卉，有的生长
在墙壁上，有的生长在管道里，还有的生长
在水雾里。其智能化管理模式，吸引来大
批观光客。如今在多彩长廊田园综合体
内，聚集着30多个现代化农业园区，成为
乡村休闲游的新亮点。 郑占波 文/图

孟津县大力发展全域旅游，推进“文旅融合、农旅融合”

文化生态魅力尽显 乡村休闲成新亮点
10 月 12 日，在孟津县会盟镇银滩生态农业

园区里，一群小朋友在家长和园区负责人的带领
下，走进金浪滚滚的稻田里，体验割稻、拾稻、捆稻
等农活，感受丰收带来的乐趣，培育孩子们珍惜粮
食、节约粮食的良好习惯。

此外，水稻收割、稻田寻宝、碾米体验等十几
项参与性、互动性、趣味性强的精彩活动也纷纷上
演，让从城市来的游客重温儿时的记忆，找回童年
时期那份感觉。

会盟镇南依巍巍邙山，北临滔滔黄河，拥
有广袤的黄河滩涂地和邙山坡岭地资源，发展
特色农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如今，发展的
万亩优质水稻、万亩孟津酥梨、万亩高产莲藕、
万亩黄河鲤鱼，已成为该镇的四大富民支柱
产业。

金秋时节，会盟镇的万亩稻田金浪滚滚，沉甸
甸的稻穗随风起伏，田野上飘来阵阵稻香，黄澄澄
的稻谷颗粒饱满，压弯了一株株粗壮的稻杆，呈现
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黄河鲤鱼养殖面积
大、水稻种植产量高，会盟镇被誉为“河洛江南、鱼
米之乡”。

如今，万亩稻田区呈现出大田大绿、林田相
依、田水相映的生态景观。举目远望，数万亩生态
绿屏连绵成片，稻田、林地、藕池、鱼塘等错落有
致，相映成趣。金黄色的稻田引来白鹭栖息，它们
三五结队田间觅食，时而振翅盘旋，时而稻间小
憩，令生态稻田宛如湿地公园。

近年，会盟镇用稻米文化产业、稻米资源产
业、稻米加工产业、稻米生产观光业等构筑生态旅
游产业体系，打造稻作生态观光游、稻作文化节庆
游、稻作康体休闲游等特色旅游亮点，把稻作文化
融入产业、融入旅游、融入节庆，受到游客的欢迎
和追捧。

尤其是眼下，该镇举办的以“置身河洛江
南、观赏万亩稻田、体验劳动乐趣、品味丰收喜
悦”为主题的会盟银滩新米节，使这里成为新晋
网红打卡地。还有摄影采风、民俗文艺演出、稻
田文化艺术展、书画展、亲子田间活动等让游人
流连忘返。

“我们按照‘宜林则林、宜水则水、宜农则农、
宜田则田’原则，将昔日荒凉的滩区打造成‘大绿
野趣、郁郁葱葱、鸟语花香、生机盎然’的生态田
园美景。如今这里已成了解农耕文化的打卡
地，很多市民来这里观赏田园风光，重温乡愁记
忆。”孟津县委相关负责人说。

（郑占波 郭宇蒙）

会盟镇：

万亩生态水稻
绘出金色田园美景

金秋十月，一个硕果累累的季节，在孟
津县常袋镇东地村的近2000亩软籽石榴
种植基地里，红灿灿的石榴像灯笼似的挂
满枝头，个个绽开像娃娃般可爱的笑脸，露
出玛瑙般的牙齿，果香四溢，令人陶醉。粒
大、肉厚、籽软、汁甜，是东地软籽石榴的特
点，也是其受消费者青睐的原因。

走进东地村村民盛科的软籽石榴园，
几位果商正在收购石榴，采摘、包装、装车，
二三个人各司其职地忙碌着。果商张先
生说：“我从事水果行业已经 10 多年了，
早几年都是去更远的地方收购，今年发现
东地村的软籽石榴也非常好，个头、颜色、

价格都很满意，所以就在这儿订购了！”
“我们东地村的软籽石榴，就跟我们的

日子一样，越来越红火了。”东地村党支部
书记孟宏伟说，今年，该村已经靠石榴收入
了200多万元，相比去年虽然石榴价格稍
有下降，但逐年提高的产量弥补了收入，预
计今年全村的石榴收入还会比往年有所增
加。他还说，政府积极举办石榴节、石榴推
荐会，极力提升东地石榴的知名度与影响
力，为种植户牵线搭桥，相信东地石榴产业
会越来越好。

在盛科的石榴园，地里鲜红的石榴挂
满枝头，硕大的果子将枝条压得“喘不过气”，

偶遇一个咧开“嘴巴”的，露出晶莹如宝石、
鲜红如玛瑙的籽粒，极具诱惑。“我的石榴
卖相这么好，得益于坚持使用有机肥和石
榴套袋技术。此外，果园全部采取滴灌肥
水一体化及全人工除草、物理防蚊等措施
来保证果园内环境，这是保证果子质量的
重要因素。”盛科表示，拒绝农药、拒绝化肥
让他的投入大大增加，但为了保证石榴品
质，这样的投入很值！

如今，东地村的近 2000 亩突尼斯软
籽石榴，已经成为常袋镇保水质、促民富
产业“菜单”上的优选项。为了让软籽石榴
惠及更多群众，常袋镇出台软籽石榴等

产业发展扶持激励政策，通过举办石榴赏
花旅游节和石榴采摘节，初步打响了东地
软籽石榴品牌，催生了一批10亩以上的种
植大户。东地村石榴种植户有180多个，
成为远近闻名的石榴专业村。通过产业化
发展亩均年收入2万元左右，丰收的石榴
映红了东地村群众的致富之路。

“我们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培育一村一业、
一村一品的产业发展格局，引导广大贫困
群众大力发展优质软籽石榴、大粒樱桃、
优质葡萄、大红袍花椒等绿色富民产业，
让贫困群众端起‘生态碗’，吃上‘生态饭’，
走上致富路，生活就像这火红的石榴一样
越来越红火。”常袋镇相关负责人对发展
绿色富民产业充满信心。

（郑占波 杨世伟）

常袋镇：

软籽石榴映红百姓致富路

■ 洛阳长篇小说学会2020年度年会日前在
嵩县德亭镇大王沟村举行，50 多名小说作家参
加。会议对洛阳长篇小说创作现状和态势做了深
入分析，就小说创作提出了意见和要求。会议指
出，作家站位要高，要有远见，要有格局，要有情
怀，铸就洛阳小说高峰。同时文学评论也要和作
家作品加强联系，起到鼓励、批评、引领作用。会
议还选举通过了理事会增补人员名单。会后举行
了“洛阳长篇小说学会创作基地”授牌仪式。

（唐逸舟）

张庆旭

蚕宝宝吐出

游
人
如
织
的
魏
家
坡
古
民
居

日前，在汝阳县刘店镇二郎
村桑蚕养殖车间，村民们个个忙
得不亦乐乎。

二郎村主要以丘陵为主，依
托地理优势，该村较早开始种植
蚕桑，村民们对发展蚕桑种植项
目热情较高。

近年，镇政府和村“两委”流
转土地 2000 余亩，发展蚕桑种
植，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
蚕桑产业，同时发展配套养蚕设
备，购置养蚕床 1000 张，建立小
蚕养殖车间 750 平方米，让蚕桑
产业形成链条，实行“村集体合作
社+农户”模式管理，由合作社统
一提供种苗、进行技术指导和

管理销售，入社农户通过土地入
股等方式增加收入。

刘店镇通过辐射带动村村种
植蚕桑，从“单打独斗”向“抱团发
展”转变，完善“龙头企业+合作
社＋基地+共育户+农户”的蚕桑
一体化经营模式，在全镇规划蚕
桑种植面积 1 万亩，引导贫困户
实现观念从“要我脱贫”向“我要
致富”转变，从“传统农业”向“循
环经济”转变。
记者 高山岳 通讯员 李景堂 摄

■ 记者昨日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洛阳白
云山景区通过国家级旅游服务标准化试点单位验
收评审。近年，该景区积极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不断开发新的游客体验项目，旅游服务设施更
加完善，服务质量全面升级，景区也先后被授予

“河南省服务标准化示范单位”“河南省旅游标准
化示范企业”等称号，在洛阳南部生态旅游发展上
起着重要引领作用。2019年，该景区被河南省文
化和旅游厅评为智慧旅游“5钻景区”。专家团对
该景区进行了全面了解和综合考评，景区以标准
化服务通过了国家级旅游服务标准化试点单位的
验收评审。 （李岚 孙怀真 刘延庆）

汝阳县刘店镇：

致富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