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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孟津区小浪底镇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
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着眼“小切口”，采取硬措
施，持续推进道路修复、路灯安装、农田灌溉保障等民生
实事，不断增强辖区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修复破损路面，守护群众“脚下”安全。小浪底镇刘
庄村道路由于年久失修、雨水侵蚀，部分路面出现开裂、
凹陷、沉降等现象，下雨后路面泥泞、积水严重，不仅影
响了村内环境，也给群众的出行和日常生活带来很大不
便。镇村干部从为群众办实事入手，将道路修复作为一
项重要民生工程，积极实地调研、集体分析研判、多方筹
措资金，投资约25万元完成斜坡加固、道路修复700米，
惠及群众约800人，切实消除了安全隐患，保障了群众出
行需求。

助力路灯“上岗”，照亮乡村幸福之路。“晚上黑漆漆
的，大家都不愿意摸黑出门”曾经是小浪底镇部分村（社
区）群众的生活状态，“让路灯亮起来”也一度成为老百
姓关注度最大、呼吁声最高、迫切性最强的一件事。小
浪底镇党委、政府主动作为，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
急、解群众之所难，科学谋划路灯提升项目及亮化工程，
先后在梁村安装路灯110盏、明达村安装路灯120盏，完
成明达村西路口牌楼亮化等，照亮了乡村的夜晚，点亮
了百姓的生活。

加强排查整修，确保农田灌溉无忧。小浪底镇紧紧
围绕“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充分利用农业冬闲期，提
前谋划，积极行动，由镇乡村建设办公室牵头对全镇范围
内的水利设施展开集中排查整修。截至目前，共出动工作
人员40多人次，排查灌溉井56眼，维修水泵3台、出水口
300 多处、地埋管道 1500 多米，充分疏通田间“毛细血
管”，打通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为农业生产、粮食增收
夯实基础。 （张娴 武本昌）

小浪底镇：

办好民生“微实事”
提升群众“小幸福”

昨日，在孟津区麻屯镇河南耿力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的现代化生产车间内，技术人员正在进行数控
钢拱架焊接机器人的出厂调试，以及数控钢筋笼滚
焊机的出厂检查。

该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
的智能机械装备制造企业，专业生产智能钢筋加工
设备及机器人系列，产品广泛用于高速铁路、高速公
路、桥梁隧道、轨道交通、地下管廊等各类大型基础
设施建设及装配式建筑、钢筋加工配送中心等领域。

近年来，该公司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解
决施工难题为己任，让“钢筋生产更安全、更高效”，
研发生产的数控拱架焊接机器人、蝴蝶焊接机器
人、格拱架焊接机器人、隧道网片焊接机等，减轻了
施工人员的劳动强度，提升了焊接速度和质量，受
到客户的一致好评。 郑占波 董利君 摄

依靠科技创新 抢占行业高地

给动物喂红色“口服液”，让畜牧场臭味更小、动物
发病率更低、抗生素使用更少……通过自主创新，位于
孟津区常袋镇的洛阳希望生物公司找到了畜牧业绿色
发展的“金钥匙”。

该公司具有饲料添加剂、混合型饲料添加剂和添加
剂预混合饲料的生产资质，以微生物研发应用为核心，
聚焦微生态制剂、生物原料两大生物类产品，产品广泛
应用于畜牧养殖、农业种植、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是集
科研、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近年来，该公司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海洋
所等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成立拥有2名
教授、6名博士和10余名硕士的科研团队，饲料添加剂益
生菌发酵罐等多款产品获得国家专利，成功占据微生态
制剂创新高地。 郑占波 梅晓丹 摄

神奇“动物口服液”
让畜牧业更“绿色”

漫步孟津街头，常常与一座座口袋
公园相遇：绿树成荫的小广场、配套齐全
的健身器材被搬到“家门口”，跷跷板、
小滑梯点缀在人行道边，楼宇间的小花
园散发着幽香……推窗见绿、出门有
园，正成为生活在这座城市里人们的日
常写照。

孟津的口袋公园见缝插针式地散落
于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之间，是对城市
空间的留白，对城市“小间隙”的创意利
用，打造出“推窗可见绿、抬脚即进园”的
美好生活空间，有效满足市民对绿色生
态的向往，成为离市民最近的“诗与远
方”，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的幸福
感、获得感。

因地制宜
口袋公园建设更实用

“这里环境弄得很好，平时经常来这
里坐一下晒晒太阳，和老伙计们聊聊天。
没有这个小公园之前，健身休闲要到很远
的休闲广场，岁数大了，走不了那么远，有
了这个公园之后方便多了。”正在孟津城
东“听松园”下象棋的徐大爷说。

走进“金谷游园”，青青的绿草、挺拔
的树木、蜿蜒的步行道、曲径通幽的廊
架，让环境十分优美，各种休息长椅、健
身器材等便民设施配备齐全，满足了市

民需求。这种利用城市犄角旮旯“见缝
插绿”的口袋公园如棋子般散落在该区
各个角落，不仅让城市更美观，更为市民
提供了休闲锻炼好去处，成为一张靓丽
的城市名片。

口袋公园又被称为袖珍公园，属于
规模很小的城市开放空间，利用城市的
闲置地、边角地、零星空地、小型纯绿地
等，通过建设广场、栽植树木、铺设园路、
增加座椅等设施，建成对公众免费开放
的城市绿地，不仅提升了城市文明程度，
而且满足了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通过建设口袋公园，被遗忘的角落变
成了绿色空间，垃圾不见了、城市形象变
美了、空气清新了，提升了城市整体品位。

文化植入
口袋公园内涵更丰富

在会盟路休闲文化广场西边的沿路
口袋公园两侧，设置了两排60多个图文
并茂的“孟津好人榜”宣传栏，详细介绍
了一批“仁、义、礼、智、信”道德模范。在
东边的沿路口袋公园两侧，设置了两排
40 多块图文并茂的法律知识宣传橱
窗，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观看。“带着
孩子来公园玩耍，还能让孩子了解身
边的好人好事，让孩子更直接地感受
传统美德。”一位市民说。

随着口袋公园建设理念的不断深
入，孟津区除发挥口袋公园的绿色功能
和生态价值外，还通过深入挖掘红色文
化、历史文化、名人文化、市井文化等各
色文化资源，把当地特色鲜明的文化元
素融入口袋公园规划建设中，赋予文化
内涵和历史温度，促进文化空间与绿色
空间巧妙融合、相得益彰，充分展示孟津
的文化底蕴，使一座座口袋公园有了文
化的“魂”，让市民和游客都能了解到城
市的气质与精神。

在口袋公园建设上，该区坚持“绿
化+文化”，注重绿化与文化融合，先后建
成以城市记忆为主题，唤起百姓对“乡
愁”回味的；以运动休闲为主题，满足百
姓休憩、健身需求的；以“善心、孝心、爱
心”为主题，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
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等一批有文化
特色的口袋公园。通过“文化建园”，保
护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
文脉。

设施齐全
口袋公园功能更暖心

该区的口袋公园大部分紧邻居民小
区，相当于社区居民的“后花园”，可满足
居民休闲、游玩、社交、运动等多方面需
求，服务功能更完善。

随意走进一座口袋公园，都可以看
到一条条整洁的乐道、功能多样的健
身设施等，与车水马龙的交通环境形
成鲜明对比，让小小的口袋公园空间
更为舒朗。每到下午和傍晚，口袋公
园热闹非凡，地方虽然不大，但是幸福
细节处处可见。老年人在锻炼身体，
孩子们在玩耍嬉戏，不少年轻人悠闲
地在步道上散步。

近年来，孟津区持续推进城市公园
绿地建设，按照城市居民出行“300米见
绿，500 米见园”的要求，充分利用城市
边角地、闲置地、裸露土地等，将藏在城
区道路节点、小区周边、街边角落的闲置
空间，通过栽种花草、增加全民健身设施
等，打造成功能多样、特色鲜明的口袋公
园，拓展居民的休闲空间，提升群众的幸
福感。

随着“口袋公园+城市书屋”“口袋公
园+文化中心”“口袋公园+公共厕所”等

“口袋公园+”空间组合越来越丰富，小小
“口袋”装下的服务功能也越来越多，使
之成为广大市民停得下脚步、留得住念
想的“乐享空间”。据统计，截至目前，该
区已精心打造出“听松园”“清风园”“揽
景园”“飞羽园”“金谷游园”等口袋公园
22个，充分展现了空间方寸之美，成为城
市更新提质中的一大亮点。

（郑占波 康莹）

挖掘空间资源 打造城市绿地

城市“边角料”变身休闲好去处

昨日，在孟津区白鹤镇的黄河岸边，
寒冬时节的生态廊道、河滩林地、湿地公
园穿上了色彩斑斓的彩衣，为黄河沿线
镶嵌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了来自
四面八方的自驾游客排起长蛇阵，让黄
河生态游人气爆棚。依托黄河生态廊道
和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当地规划建设

“自然风光+黄河文化+慢游生活”生态
系统，形成“水、滩、林、草、鸟”有机融合
的城市沿河风貌，让沿黄区域成为慢生
活、微度假的“网红打卡地”。

近年来，孟津区充分发挥“万里黄河
孟津蓝”的资源优势，深入践行新文旅发
展理念，按照文旅“13556”工作新举措，
持续深化文化旅游体制机制改革，推动
实现文旅业态多元化，全面推进“旅游+”
不断深入，文旅消费新场景、新空间、新
体验、新业态层出不穷，有效推动了文化
大繁荣、旅游大发展、交通大提升、体育
大跨越、农业大振兴，进一步激发了高质
量发展的创新活力和发展潜能。

“旅游+体育”
跟着赛事去旅行

“为一场赛，赴一座城”已经成为当
下年轻人出游的新风尚。近年来，孟津
区积极整合山水资源，不断丰富体育旅
游新兴业态，探索走出了一条“以赛事为
引领，运动与美景相伴，生态与健康并
行”的体旅融合发展之路，持续性举办了
黄河马拉松、小浪底轮滑、马岭“村BA”
等特色品牌高端赛事，吸引广大游客“跟
着赛事去旅行”，把赛事“流量”变成旅游

“增量”。
孟津充分利用水域、山地等资源优

势，持续开发深受年轻人喜爱的体育项
目，围绕小浪底景区、沿黄生态廊道，打
造出全国一流的轮滑赛道和马拉松赛
道，完善修建了一批旅游自驾车、汽车
房车、山地自行车营地；在黄河古都一
号旅游公路沿途，修建了休闲观光亭、
亲水观景台等文旅体验配套新“驿站”；
在黄河北岸新建起“在河之洲·庞巴迪
水上运动中心”，拥有游艇码头、帆船码
头等泊位 107 个，配套的各类赛艇、游
船等设施，可满足游客体验水上摩托
艇、水上飞人和游泳、赛艇、划艇、龙舟
等各种赛事。

尤其是推出的“跟着赛事去旅行”
文体旅融合项目，让体育因旅游而丰
富、旅游因体育而多彩。2023年7月17
日，孟津区首届“村 BA”在体育小镇常
袋镇马岭村篮球馆拉开帷幕，来自 10
镇 4 街道的 14 支代表队在这里展开激
烈角逐，吸引了上万名群众前来观看赛
事；2024 年 5 月 18 日，第二届中国小浪
底轮滑文化节在风景秀丽的小浪底镇
开幕，来自省内外106支代表队的1650
名选手参加了轮滑马拉松、速度轮滑公
路赛等赛事，带动小浪底景区游客大
增；2024 年 9 月 22 日，以“跑孟津马拉
松，享美食嘉年华”为主题，融合黄河、
非遗、美食等元素的 2024 孟津黄河马
拉松在风景优美的黄河生态廊道举行，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2400 多名选手

同台竞技，前来观看的自驾游客车辆更
是排成长蛇阵。

三年来，孟津区已相继举办各项大
小体育赛事 100 多场，参赛人员 3 万多
名，吸引游客 30 多万人次，带动当地餐
饮、住宿、旅游业“爆火”出圈。“跟着赛事
去旅行”已成为一种新时尚，有力激发了
体育消费活力，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
带动体育旅游消费6000多万元。同时，
各项赛事全方位对外展示了孟津区的区
位优势、山水环境、人文景观、旅游资源、
城市形象，进一步促进了“旅游+体育+
文化”的深度融合，推动城市经济和社会
事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了孟津对外知名
度和影响力。

“旅游+交通”
融合发展新路径

单车配背包、墨镜加头盔，自由穿梭
在乡村田野，感受着移步换景的沿途风
光……近年来，孟津区通过旅游公路的
环境不断提升，掀起“骑行热”，在黄河岸
边的沿河旅游公路上，总会遇见大量骑
行爱好者。在西霞院景区，映入眼帘的
一湖碧水在阳光下波光粼粼，与绵延的
沿岸风景形成一幅壮美画卷，自驾游的
游客纷纷拿出手机，与山水同框，感受祖
国山河的壮美。

如果交通和旅游之间需要一个符
号，那应该是一个“+”号，“交通+旅游”，
能让孟津的“诗和远方”对于八方游客来
说变得触手可及。近年来，孟津区着力
打造旅游公路品牌体系，不断升级交通
设施、完善交通基础配套，从线路优化、
提升服务等入手，为旅客的出行打造多
元化的交通方式，构建起覆盖全区的“快
进慢游深体验”旅游公路网，形成“一路
一风景、一域一特色”的布局。

车在路上，路在景中，一路前行，一
路体验。自孟津区黄河生态廊道被纳
入河南省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后，孟
津区公路部门对涉境路段进行了路面
铺油、景观提升、服务设施完善和彩色
标线设置等，进一步提高了黄河古都一
号旅游公路的行车舒适性和安全性，以
崭新的公路面貌迎接八方游客，为游客

带来更加愉悦的旅游体验，使之成为黄
金旅游通道、绿色生态通道和经济发展
通道。

据了解，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孟
津段道路全长126.64公里，是孟津最美

“网红”公路打卡地之一。该旅游公路沿
黄河南岸依山傍水而修，串联起了沿途
黄河湿地保护区、小浪底大坝、西霞院水
库、万羽洲湿地公园、汉光武帝陵、龙马
负图寺、王铎故居、八百诸侯会盟台遗址
等60多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形成乡村
休闲、黄河文旅、身体康养、户外运动等
高质量发展旅游经济增长点。

目前，该区已沿黄河古都一号旅游
公路建起观景台、露营地、停车场等服
务设施，打造出河图驿站、西霞驿站、古
渡驿站等多个驿站，建成崔岭观景台、
宁嘴山观景台、堡子观景台、银滩观景
台、伏羲观景台等 20 多处观景台，提升
改造后的筑梦-追风台观景台、听风台
观景台、依桥亭观景台等设计新颖、造
型别致，让亲水更自然方便。结合驿站
观景台打造的 3 个生态停车场，不仅美
观，更解决了游客停车难题。

近年来，随着黄河生态廊道投入使
用和被纳入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沿
黄旅游产业迎来发展的春天，黄鹿山绿
岛生态园、崔岭户外运动基地、小浪底承
大山庄等旅游景点焕发出勃勃生机，人
气火爆起来。仅今年中秋、国庆期间，该
旅游公路就接待各类游客近 10 万人
次。周边的乡村民宿、特色小镇、户外露
营等新型业态异军突起，辐射带动三彩
小镇、魏坡·新序等景区强势崛起。

“旅游+农业”
沉浸式乡村体验

近日，洛报集团的小记者团成员以
“小小农艺师”的身份，走进送庄镇送庄
社区大棚蔬菜种植基地，近距离感受现
代农业科技的魅力，沉浸式体验农作物
的生长过程，既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
野，更激发了他们对农业科技探索的兴
趣，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学习体验。

随着“文旅+”一词涌入大众视野，大
批新业态、新场景的文旅项目层出不

穷。近年来，孟津区以打造“农业景区”
为抓手，按照“沉浸式体验文旅新业态”
的发展要求，在农文旅融合发展上做文
章，深耕“旅游+农业”，打造出一批具有
当地特色的集旅游、研学等于一体的乡
村农文旅研综合体，吸引大批游客及教
育机构来此体验、互动，感受现代农业和
传统农耕民俗文化的无穷魅力，把“凉资
源”转化成“热经济”。

该区依托特色产业优势和都市近
郊区位优势，成功打造出国家级产业示
范园区 1 个、省级果蔬现代示范园区 1
个、省级果蔬产业化集群1个，打造出生
生乳业牧场、十里香草莓园、农发农业
科技等多个省内外闻名的科普研学基
地；同时依托特色资源禀赋，深耕乡村

“生态、生产、生活、文化”四大要素，打
造出黄河文化、红色文化、农耕文化、传
统文化等4大主题研学旅游线路。“孟津
秋 季 美 丽 乡 村 行 ”线 路 入 选 2024 年
中国美丽乡村休闲旅游（秋季）推介活
动精品线路。

孟津区是我市远近闻名的“菜园子”
“果盘子”“花篮子”等特色农作物生产基
地，蔬菜、草莓、酥梨、鲜桃、莲藕等特色
农作物种植面积达15万亩，形成会盟梨
花、送庄桃花、白鹤油菜花、平乐牡丹花、
朝阳芍药花等一批观花基地，每到果花
盛开时节，花香遍野，游人如织，形成“赏
花+市集”“赏花+露营”等多元旅游消费
路径，将现代农业、田园风光、生态旅游
融为一体。

高效化、智能大棚、科学种植让休闲
采摘告别“灰头土脸”。眼下，孟津区不
少特色农业园区采用智能化管理模式，
大棚内温度、湿度在大屏幕上可以实时
观看，用手机App就可以操作，科技感十
足。无土栽培、墙体栽培、管道栽培等方
式让采摘环境更整洁、方便。高科技、智
能化的加持，不仅大大提升了各园区的
管理效率和产量，也极大改善了田园环
境，游客可以自由穿梭田间，悠闲地采摘
瓜果。

卫坡村以古民居保护与再利用为基
础，以魏坡·新序项目为依托，紧扣“城市
文化新生活”主题和“传统古村落”元素，
将古民居特色与现代多元化元素相融
合，发展涵盖乡愁博物馆、精品民宿、创
意体验、美食轻饮的多元业态，构建了魏
家坡片区“城市微度假+乡村轻旅居”新
生活体验方式。

同时，该区依托沿黄廊道、瀍河生
态、河洛田园，打造出黄河风情、瀍河生
态、田园风光三大民宿集群，魏坡·新序、
青年部落“十三舍”运营火爆，“黄河人
家”民宿品牌持续叫响。民宿带动周边
村庄农房改造，有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今年以来，全区乡村旅游共接待游客833
万人次，实现综合收益16.73亿元。

“旅游+农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加
快了“乡村旅游综合体”建设,推动了农
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民房变客房、农
事变体验、农品变礼品的发展步伐，乡村
旅游已成为孟津农村发展、农业转型、农
民致富的重要渠道。

（郑占波 朱晓玲）

孟津深入践行新文旅发展理念，推动新场景破圈、新业态蝶变

“旅游+”引领全域旅游新时尚

小朋友在银滩农业园研学，体验收水稻 郑占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