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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条在黄河南岸延伸的绿色骑行
道，一幅幅万羽竞翔鸟唱水吟的和谐画
面，一个个热火朝天的生态廊道建设场
景，无不在讲述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
的“孟津故事”。行走在孟津东部（白鹤、
会盟）黄河沿岸的“乐道”上，沿黄大堤两
侧，树木成林，黄河之水浩荡东流，成为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黄河湿地生态修复，黄河生态环境整
治，黄河生态廊道建设……孟津县准确把
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
机遇，大力实施黄河湿地保护，先后投资
建成扣马、台荫、黄河桥 3 处湿地恢复示
范区，面积达1.9万亩，湿地保护工作取得
明显成效，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同时，该
县依托沿黄独特的自然风光，打造出的白
鹤、会盟两镇沿黄生态健身骑行绿道，为
黄河“孟津蓝”镶上“绿色飘带”，使黄河孟
津段呈现环境秀美、水鸟云集、欣欣向荣
的新景象。

正在启动实施的集生态涵养、湿地保
护、田园风光、文化展示、旅游休闲、高效
农业等功能于一体的孟津黄河生态廊道
建设工程，起于孟（津）巩（义）交界，途经
会盟、白鹤、小浪底、横水 4 镇，止于孟

（津）新（安）交界。按照“依托已有、部分
优化、近水显水、明界划线、先通后提”的
原则，孟津县对境内廊道线路进行了优化
设计，优化后的黄河生态廊道孟津段全长
126.64公里，项目采用双向两车道三级公
路标准，设计速度 30 公里/小时，标准路
基宽8米，路面宽6.5米。

黄河生态廊道建设是我市推进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先手
棋”，也是我省黄河生态廊道建设工程的
重要组成部分。毗邻黄河岸边的孟津
县，按照“一带示范、双道引领、四段联
动、八景点缀”的整体布局，全面加快施
工进度。面对廊道建设时间紧、任务重、
要求高，孟津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一
线超前指挥，临场督战，深入施工第一
线，与相关镇负责人共同破难题、抓质
量、促进度，致力于把黄河生态廊道真正

打造成景观廊道、产业廊道、致富廊道、
幸福廊道。

由于谋划科学、组织得力、措施到位、
统筹高效，黄河生态廊道建设创出了新的

“孟津速度”。短短1个多月，廊道主线路
已实现全线贯通，全段已铺设水稳碎石单
层39.35公里、双层13.7公里、沥青下面层
4.05公里；沿线服务区驿站观景台的分布
选址命名等设计初步方案已确定，全线拟
设服务区3处、驿站22处（一级驿站4处，
二、三级驿站18处）、房车基地13处、露营
基地 5 处、观景平台 19 处、景观小品 15
处、加油站3处。

黄河生态廊道小浪底段线路总长
40.2 公里，经过的沿黄区域沟壑纵横，
半岛众多，地形复杂，依山临水，绝大部
分道路需要在荒无人烟的半山腰开山
辟路，是该县黄河生态廊道地理条件最
复 杂 、建 设 难 度 最 大 、最 难 啃 的 硬 骨
头。面对工程量巨大、工期紧张、环境
复杂等不利因素，小浪底镇将施工线路

划分为 5 个标段同时进场，先后投入各
类大型施工机械 130 多台，遇山开山，遇
涧回填，有效加快了施工进度。目前，
沿黄生态廊道小浪底段主线路已全部
贯通，边坡刷坡完成 46 公里，路基整形、
压实完成 32 公里……

会盟镇以黄河生态廊道建设为主
线，重点规划建设邙山北侧水土保持生
态保护带、黄河渠沿线生态保护带、黄河
湿地生态保护带等3条生态线，把生态廊
道的绿色脉络延伸加长。该镇以镇区提
升为龙头，以各村乡村振兴建设为基础，
高标准打造孟扣路沿线25公里长人民群
众幸福生活线，并对黄河生态廊道两侧
现有与各村相连的生产路进行绿化、美
化、加宽，让沿黄居民随时随处都能感受
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带来
的发展之美、生态之美，着力打造“蓝天
碧水满眼绿”的“河洛小江南”休闲旅游
亮点。

白鹤镇把黄河生态廊道建设作为一

号工程来抓，着力将其打造成坚持生态
优 先、绿 色 发 展 的 生 态 文 明 示 范 带 。
在该镇柿林村西南侧的黄河岸边，随
着大型机械的不断轰鸣，一条黄色的公
路紧挨河岸蜿蜒向前延伸——这是孟津
县黄河生态廊道建设白鹤段的施工现
场。截至目前，廊道白鹤段剩余的 24.84
公里路基基本建好，除了西霞院景区和
马粪滩景区暂不能通行，其余路线已经
能够保障基本行车，道路两侧配套基础
设施建设和廊道绿化项目已在规划设计
之中。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随着黄河
生态廊道的不断延伸及黄河湿地、廊道的
大面积添绿，荒山披上绿衣，道路系上绿
带，城区装上“绿芯”，绿色颜值不断刷新，
沿黄“绿色飘带”已经蔚为壮观，将诸多黄
河旅游景点、黄河湿地公园、舌尖上的美
食馆等串珠成链、连线成片，让黄河文化
全域旅游不断迸发出新的活力，一幅集生
态屏障、弘扬文化、休闲观光于一体的综
合廊道画卷正缓缓展开。

如今，站在小浪底黄鹿山巅眺望，生
态黄河小浪底风光一览无余，新开通的沿
黄廊道像一条黄色巨龙沿小浪底库区穿
行于群山沟壑之间，曲曲弯弯十分壮观，
将小浪底飞瀑、黄鹿山、鹰嘴山等沿线景
点串成线；宽阔的黄河高峡平湖之水碧波
荡漾，两岸的自然风光，让粗犷的黄河峡
谷多了几分婀娜；一条“水清、河畅、岸绿、
景美”的生态河已初露芳容，生态绿正成
为黄河南岸高质量发展的动人底色。

“结合黄河生态廊道沿线的水库、滩
地、山地等自然风貌及沿线村镇的历史
底蕴、特色风貌、文旅资源及吃住行停
等要素，设计旅游路线图，完善相关标
识、景观小品等，推动形成‘一步一处
景、一眼一幅画，一湾一天地、一线一风
光’，打造‘万里黄河孟津蓝，华夏文明孟
津源’特色品牌。”谈到下一步黄河生态
廊道发展蓝图时，孟津县委主要负责人
如是表示。

郑占波/文 马绍磊/图

孟津县牢牢抓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机遇——

着力打造河清岸绿景美的惠民幸福黄河廊道 “再过3个多月，就可以吃上新鲜、美味的本地
产袖珍小西瓜啦！”1月4日，位于孟津县的洛阳市农
业农发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朱学杰高兴地说。该公
司瞄准西瓜在当地冬季种植不宜成活这一难题，深
入进行科技攻关，有效解决了春季无本地产新鲜西
瓜上市的难题。

而在该县其他农业科技园区和基地内，经过技
术培育已经成熟的新鲜瓜果蔬菜吸引了众多游客
前来采摘，冬季的乡村变得生机盎然、热闹非凡。

在河南省现代农业科技小院十里香草莓种植
基地内，游客们正在忙着采摘草莓和有机蔬菜。
该基地智能化控制的设施农业规模水平位居省、
市前列，已由以传统种植草莓为主扩展到种植樱
桃、袖珍西瓜、大鲜桃、酥梨、葡萄、猕猴桃、火龙
果、水培蔬菜等果蔬并举的科技型农业园区，年均
接待游客30余万人次。

无独有偶。在该县送庄镇送庄社区集体经济园
区，以钢架组建而成的智能化大棚采用自动控温控
湿、机械化种植、规范化管理等先进农业技术，大
棚内多彩小番茄、水果黄瓜、草莓等瓜果蔬菜长
势喜人，目前已进入采摘旺季。同时，该镇还积极
开展“农业科技进田园”活动，通过举办高素质农
民培训班，“线上+线下”培训科学种植技术，建了一
批具有“科技范儿”的标准化育苗基地，培育了西瓜
苗、甜瓜苗、辣椒苗、茄子苗等，促进了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

在位于该县横水镇的河南省洛水永熙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内，一棵棵培育在玻璃瓶中的“试管红薯
苗”正在被移栽。这项茎尖剥离组织培苗技术目前
在省内同行业中领先。该技术不仅实现了即时培
育、批量育苗，还有利于红薯病虫害的提前防治和红
薯品质的提高，使亩均增产约750公斤。

种苗工厂化繁育、作物水肥自动化调节、大棚管
理远程化遥控……在该县，类似这样的农业高科技
还有很多。近年，该县通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不断
破解农业种植难题，催生了一批集采摘、休闲和研学
于一体的高效农业园区和基地，其中500亩以上的
就有50余个。它们为现代化农业发展提供源源不
断的续航力，推动着该县向现代农业管理信息化、智
能化发展。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离不
开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下一步，该县将采
取措施，加大力度，推广新技术，引进新品种，不断提
高农业的产出率和附加值，拉长产业链条，增加农业
效益，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王文娟 许利营）

农业科技
催“热”乡村寒冬

■ 近日，2020年度“莽原文学奖”揭晓，10
篇（首）作品获奖，洛阳女作家、市作家协会会员
吴云骊的散文《母亲》名列其中。2013年，河南
省文联主办的《莽原》首设年度文学奖。近2万字
的散文《母亲》刊发于2020年《莽原》第二期上，
曾获“首届河南文学期刊奖”提名奖。（余子愚）

■ 日前，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少工委
联合下发了《关于表彰2020年度“全国优秀少
先队员”“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全国优秀少
先队集体”的决定》，我市一批先进个人和集体
获表彰。其中，洛龙区龙城双语初级中学少先
队员周锦瑶荣获 2020 年度“全国优秀少先队
员”称号，孟津县少先队总辅导员陈伟荣获2020
年度“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称号，涧西区东升
第二小学少先队大队、吉利区河阳小学四（2）中
队、东升第三中学八（10）中队荣获 2020 年度

“全国优秀少先队集体”称号。（李冰 秦卫红）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的定义都不
一样。

对于宜阳县香鹿山镇龙王村的脱贫
户李建卓来说，能靠双手挣钱，哪怕一个
月只有几百元，他便感觉很幸福，因为

“花挣来的钱，比花救济金有气势”！
从房上摔下来，李建卓双腿落下残

疾至今，已有17年，他也曾万念俱灰，不
过现在一切正在好起来。谈话间，李建卓
手里拿着小刀动作飞快，像削铅笔一样，
把游泳镜塑料零件上的毛边、毛刺刮平。

“郝书记的鼓励给了我希望。”李建
卓最感激的人就是驻村第一书记郝西
旺。郝西旺引进了游泳镜加工扶贫车
间，鼓励李建卓居家“上班”、自食其力。
考虑到李建卓出行不便，郝西旺便隔三
岔五派人上门送料、取货。

“从政策托底户到脱贫光荣户，李建

卓的幸福不仅是经济上的独立，更有精
神上的满足。”作为市委宣传部派驻的扶
贫干部，郝西旺坚持把“扶贫扶志”贯穿
驻村工作的全过程，他说：“精神的力量，
最能鼓舞人。”

2017 年年底，郝西旺“走马上任”
时，正是脱贫攻坚最吃劲的时候。他打
出的“当头炮”就是“提士气”。俗话说，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脱贫的成色
如何，关键看党组织的战斗力。

经过昼访夜谈、大走访，郝西旺在龙
王村全面推开“两分两选三公开”工作
法，对每名党员按特长分类、按住所分
片，由党员自主选择联系服务的群众、服
务的岗位，并公开党员信息、服务承诺和
监督电话，真正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发挥出来。

“脱贫攻坚是一场硬仗，在战略上要

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当过
兵、扛过枪，郝西旺有着缜密的“作战”思
路：以强党建吹响“集结号”、打起精神，
紧接着向产业结构单一、农村环境脏乱
等一个个“山头”发起总攻。

农民脱贫，最紧要的是有一份稳定
的收入。龙王村耕地不少，可有无收成
得看天，村里农业收入占比不高。

走了许多地方，问了许多行家，郝西
旺瞄准了花椒种植产业，“美好的生活有
滋有味，花椒就是丰富餐桌上不可或缺
的一味”。如今，龙王村花椒种植规模已
有1100多亩。不仅如此，在郝西旺的努
力下，村里还相继建起了畜牧养殖场、光
伏发电厂、游泳镜加工扶贫车间等，让乡
亲们在家门口也能有一份收入。

家底厚实了，村里也来了一场从“脏
乱差”到“洁净美”的美丽变革：通了硬化

路，出门不再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脚
泥”；文化广场建起来了，广场舞“扭”散
了麻将摊；乡村少年宫让孩子们的节假
日也有了好去处……

“郝书记是个好书记，办的都是大好
事。”大伙儿赞不绝口。

“我们的群众最朴实，也最真诚。为
大家办一点儿事，大家会永远记得你。”
回望驻村经历，郝西旺感慨万千。他说，
和乡亲们为了一个梦想，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苦在一起，打心底里舒坦。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迎来新年，看着乡亲们
蒸蒸日上的日子，郝西旺踌躇满志地说，
龙王村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脚踏实地加
油干，努力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朝
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行。

本报记者 白云飞

宜阳县香鹿山镇龙王村第一书记郝西旺驻村三年，群众有口皆碑——

“郝书记是个好书记”

昨日，在汝阳县小店镇李村“甜瓜小镇”种植基地
里，工作人员正在温棚内忙着嫁接甜瓜苗。该基地占地
200 余亩，是汝阳县的大学毕业生回乡创业投资创建
的，目前已发展成为当地农业品牌。眼下，该基地正在
进一步加强田间科学管理，为确保优质甜瓜春天早日上
市打下坚实基础，助力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记者 梅占国 通讯员 康红军 摄

小浪底库区黄河生态廊道

■ 我市首届考古探掘技术培训班近日在
洛阳职业技术学院结业，58 名考古技工通过
考核拿到了结业证书，12 名学员被评为优秀
学员。本届培训班由市文物局、洛阳职业技
术学院举办，参训学员主要来自我市考古工
作一线。 （智慧 常书香）

品牌农业助农奔富路

嫁接好的甜瓜苗嫁接好的甜瓜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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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余子愚 通讯员 陈肖晓）昨日，
洛阳市举办《辛丑年》特种邮票发行仪式。活动由中
国邮政集团公司洛阳市分公司主办，洛阳日报报业
集团、洛阳豫剧院、洛阳市集邮协会、洛阳市美术家
协会、洛阳市书法家协会协办。

《辛丑年》特种邮票由著名画家姚钟华先生创
作，延续了第四轮生肖邮票的“家国”理念，1套2枚，
全套邮票面值2.4元。该套邮票在全国指定邮政网
点、集邮网厅、中国邮政手机客户端和中国邮政微邮
局有售。《辛丑年》特种邮票第一枚名为《奋发图强》，
描绘了雄壮有力、一往无前的奔牛形象，表达出不畏
艰险、砥砺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
斗的寓意；第二枚名为《牛年大吉》，通过大牛与小牛
舐犊情深的温馨画面，向全国人民传递家庭兴旺和
谐、团圆美满的美好祝愿。

《辛丑年》特种邮票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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