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粒樱桃、袖珍西瓜、大棚草莓是
孟津区的知名特色产品，也是当地农民
致富的“吉祥三宝”。如何将这三大特
色产业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让百
姓的钱包更鼓？孟津区在强特色、育增
量、扩总量上持续发力，培植经济产业
链，努力构建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

又是一年樱桃红。5月下旬，孟津
区常袋镇马岭村挂满枝头的大粒樱桃
红艳欲滴，映红了果农的笑脸，引来大
批城里游客前来品味樱桃的甜美，体验
采摘的乐趣。

近年来，孟津区把以“果大、肉厚、
核小、味美”著称的大樱桃、车厘子作为
乡村主导产业来抓，培育出常袋、麻屯
两大樱桃主产区，面积达 1.6 万亩，不
仅为当地群众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还
形成了农业观光产业，进一步助力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

麻屯镇承接 20 世纪 90 年代部分
村种植樱桃的历史，把成熟期早、适合
坡地种植、市场前景广阔的大粒樱桃，
以基础好的杨岭村、柏树沟村为试点，
采取免费提供果苗的优惠政策，鼓励和
引导群众大胆调整产业结构，规模连片
种植 3000 多亩，经济效益可观，带动

周边村群众纷纷效仿，镇里先后投入果
苗资金1000多万元。

常袋镇的樱桃种植历史久远，马岭
村、英古村一带被誉为“孟津的樱桃
沟”。为重振这一传统品牌，该镇长期
聘请专家对群众进行标准化生产和优
质品种改良指导，全面提升樱桃的产量
和品质。马岭村在原有1500亩大粒樱
桃的基础上，新种植矮化车厘子 1500
亩，带动周边形成以马岭、英古、赵沟、
姚凹等村为中心的 6000 亩优质樱桃
种植产业带。

如今，大粒樱桃种植区域已辐射到
城关、朝阳、常袋、白鹤等多镇，全区樱
桃种植面积超2万亩，形成了一条高产
出、高附加值、高社会效益的产业链条。

“在我们这里种植西瓜，技术有专
家指导，种苗有企业提供。我这小西瓜
果型周正、甜脆爽口，眼下每公斤可卖
到30元左右。”在送庄镇凤凰台村村民
宋宏照的袖珍西瓜大棚内，老宋喜形于
色地介绍，他今年种了4亩大棚袖珍西
瓜，产量1万多公斤，预计可收入10万
元以上。

送庄镇西瓜早在唐朝就被定为贡
品。20 世纪 80 年代，由该镇朱寨村
农民朱忠厚培育出的露地无籽西瓜更

是远近闻名，以其皮薄瓤甜的特点“甜
遍了半个中国”。近年来，朱忠厚注册
成立了农业科技公司，以大棚袖珍西
瓜、甜瓜和南瓜新品种培育和高效栽
培技术为研发方向，在全国建立试验
基地 18 个，积累瓜类种质资源 1300
多份，获得农业农村部登记新品种 49
个，申请品种权保护 21 个。公司先后
被确定为河南省西瓜育种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河南省小巨人（培育）企业。
该公司育出的华晶袖珍西瓜，不仅比
其他袖珍西瓜提前20天上市，而且解
决了袖珍西瓜皮薄易碎问题，实现了
耐储和可外运。

现在，送庄镇拥有日光温室、大拱
棚等5100多座，以送驾庄蔬菜瓜果种
植专业合作社为龙头的袖珍西瓜种植
已成为明星产业，这里的西瓜因“住”钢
构阳光房、“睡”尼龙网吊床、“吃”有机
香油饼、“喝”深井净水、享受“一藤一
瓜”的优育生活，被专家们誉为“原生
瓜”，品牌享誉省内外。

说到孟津草莓，不得不提“草莓西
施”吕妙霞，她是把草莓种植引入孟津
的第一人。如今，她的公司已流转土地
1200 多亩，搭建起草莓种植大棚 400
多个、智能化联栋日光温室 1 座，采取

“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形式辐
射带动种植草莓万余亩，打造出集规模
种植、观光旅游、采摘销售于一体的“农
旅融合”产业基地，吸纳了500多名农
村妇女常年在草莓产业链上增收致
富。吕妙霞还把先进的无土立体栽培、
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技引入草莓培育
中，智能化温室中种植的草莓“吃”的是
基质粮，“喝”的是营养液，“住”的是高
层房，成为真正的“贵族草莓”。

近年来，送庄镇的草莓种植占据了
全区的“半壁江山”，涌现出龙浩、京孟、
硕丰、绿嘉、慧林等一批草莓种植专业
合作社，带动梁凹、朱寨等村及朝阳、白
鹤、城关、小浪底、横水等镇种植大棚草
莓1.5万多亩，多个草莓品种在河南省
举办的大赛中获得金奖。

孟津区还顺应农旅融合发展的新
趋势，推动草莓种植与休闲采摘、亲子
体验、科普教育等融合，培植新型经济
产业链。同时，借势电商主播带货，推
行订单销售，并与顺丰、京东等合作，使
用冷链物流，让孟津草莓实现“私人订
制”、新鲜直达。

下一步，孟津区将通过加大土地流
转力度等措施，不断提升樱桃、西瓜、草
莓“吉祥三宝”的特色化、规模化、高端
化水平，着力打造河南省精品果蔬花香
示范片区，以特色产业为引擎，全力做
好乡村振兴大文章。 （郑占波）

樱桃红、西瓜甜、草莓鲜，孟津区——

振兴乡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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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安县铁门镇崔家庄村鲜椒
种植田中格外热闹，一台台辣椒播种机
忙碌地穿梭，覆膜、栽苗、浇水……一项
项工作有序进行，一幅耕种的美好画卷
徐徐展开。

“今年是我第一次种鲜椒，承包了
几十亩地，辣椒苗和地膜都是企业免费
提供的，我们只用做好种植、管护和采
摘，到时候还有企业直接收购，不用担
心卖不出去。1亩地保底能赚个1500
多元，收益估计很不错。”崔家庄村村民
邓功云说。

据崔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刘东方介
绍，全村今年共种植鲜椒300余亩，种
植户亩均盈利1500元以上，群众可以
到辣椒地打工，村集体还能获得近 10
万元的分红收益，实现了群众、种植大
户、村集体、企业多方共赢。

崔家庄村是铁门镇发展鲜椒种植
的一个缩影。2024 年，铁门镇积极调
整产业布局，在原有3万亩干椒种植的
基础上，依托高标准农田和“坡改梯”治
理成效，探索鲜椒订单种植模式，发展
鲜椒种植 3000 亩，覆盖全镇 17 个村

（社区）。

在鲜椒订单种植模式下，企业提
供种苗、技术、鲜椒生产线，并负责兜
底收购，村集体负责流转土地、组织用
工、统一收购、与企业签订合同，农户
负责种植、管护和采摘。辣椒成熟后，
村集体面向群众统一收集辣椒并计
量，企业按约定价格向村集体统一收
购，三方货款均当日结清。据初步估

算，村集体亩均可盈利300元以上，农
户亩均盈利1500元以上。

同时，铁门镇聚焦延链补链增链，
引进一条日加工能力 30 吨的鲜椒生
产线，可实现鲜椒就地加工，并带动周
边 30 余名群众就业。通过“订单式”
种植、“保底式”收购、“产地化”加工，
铁门镇着力推动鲜椒全产业链发展。

鲜椒种植是铁门镇发展辣椒产业
一次新的尝试，为广大农户增收致富开
拓了一条新的途径，也为进一步发展
壮大村集体经济奠定了坚实基础。下
一步，铁门镇将继续围绕“建、种、管、
收、加、储、销、服”，持续巩固提升辣椒
产业全链条，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
断的活力。 郝妍 文/图

鲜椒产业“钱”景旺“蔬”写振兴新画卷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孟山 通讯员 陈毅）记者日前
从2024年国际自行车联盟世界青年场地自行车锦标赛（简
称“自行车世青赛”）筹委会获悉，该项赛事中英文版官方网
站近日正式上线，将为全球参赛选手和观众提供贴心服务。

今年的“自行车世青赛”由国际自行车联盟主办，中国
自行车运动协会、河南省体育局、洛阳市人民政府承办，将
于8月21日至25日在洛阳市体育中心自行车馆举办。该
项赛事系首次在中国举办，也是洛阳市举办的最高级别的
国际赛事。

“自行车世青赛”是国际自行车联盟主办的国际自行车
领域最高水平的青年单项赛事，每年举行一次，迄今已成功
举办了48届，参加比赛的是各国场地自行车项目国家队中
年龄在17岁至18岁的优秀青年运动员。比赛项目包括男
女争先赛、凯林赛、团体竞速赛、团体追逐赛、麦迪逊赛等
22个小项。该项赛事规模大，设施、场地正规，已成为世界
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培养优秀运动员的摇篮，同时也是各大
洲青年参与世界大赛的重要通道。

“自行车世青赛”中英文官方网站包括新闻、赛事、服
务、青春洛阳等版块。登录中英文官网后，可点击进入不同
版块查询“自行车世青赛”的官方发布、赛事动态、赛事介
绍、赛事标识、赛事合作、洛阳旅游景点简介等信息。

赛事筹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自行车世青赛”开
赛日期日益临近，中英文官方网站将实时更新或调整版块
内容，并择时发布赛事票务、酒店预订、文创作品等服务类
信息。届时，“自行车世青赛”中英文官方网站将同时为来
自世界各地的参赛选手和观众提供及时、周到、便捷的服
务，为大家带来宾至如归的感觉。

“自行车世青赛”
中英文官方网站正式上线

多彩童年 精彩“六一”

滚铁环、跳房子、抓石子儿……5月31日，涧西区重庆
路办事处重庆路二社区举行了一场“大童小忆重返童真”怀
旧风亲子游园会活动。小朋友们跟着爸爸妈妈或爷爷奶
奶一起玩游戏，庆“六一”。

洛报融媒记者 李岚 通讯员 李亚娟 摄

日前，老城区建安门街道同化街社区联合辖区幼儿园
举办古韵嘉年华，让孩子们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欢度“六一”
儿童节。孩子们身着汉服，携带“通关文牒”，通过“沉浸式
体验＋趣味性闯关”的形式，体验了蹴鞠、投壶、击鼓传花、
斗鸡、扎染、拓印等传统游戏及非遗项目，还学习到相关知
识，乐在其中。

洛报融媒记者 吕百营 通讯员 董新辉 摄

5月31日，市儿童福利院、洛宁县儿童福利院和洛阳小
树苗儿童康养中心的75名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和残疾
儿童前往万安山动物园，参加“润心伴成长 同心护未来”研
学活动。孩子们近距离观察动物，看动物表演，听科普讲
座，欢庆自己的节日。

洛报融媒记者 余子愚 通讯员 杨志强 董华武 摄

6月1日，瀍河区东关街道通巷社区邻里中心联合辖区
养老机构及学校等，开展童心同趣乐享“六一”主题活动。

孩子们的精彩舞蹈、动听歌曲赢得老人阵阵掌声。孩子
们还为爷爷奶奶系上鲜艳的红领巾，陪伴他们度过一个不一
样的“儿童节”。洛报融媒记者 郭飞飞 通讯员 高磊 摄

樱桃 映红致富路

西瓜 甜透“市场心”

草莓 鲜得“吃遍天”

吉祥三宝

昨日，在涧西区郑州路街道东马沟社区“共享菜园”内，居民正
在管护蔬菜。

去年，该社区将40余亩荒地规划成面积不等的“共享菜园”，提
供种苗、水电、农耕工具、种植技术等，由居民支付一定租金后自主
管理。该“共享菜园”不仅为居民提供了一个亲近自然、就近种菜的
田园空间，还打造出一处供人观赏、游玩的新景点。

洛报融媒记者 李卫超 通讯员 肖任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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