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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说 财经财经

春光明媚百花盛开的日子，
舞蹈老师王小宁带着学生来到
一个五彩缤纷的小天地——紫
荆山路北段舞蹈服饰一条街。
练功服、演出服、扇子、手帕……
各类舞蹈服饰和舞台道具琳琅
满目，色彩斑斓。王老师告诉记
者：“我经常带着孩子们来这条
街上买舞蹈服装，这里品种比较
全，交通也方便，在这儿还经常
碰到给小孙女买漂亮衣服的老
爷爷老奶奶呢。”

在紫荆山路东侧、顺河路南
北两侧，舞蹈服饰门店密集相连
在沿街店面，一楼主营练功服、练
功鞋，二楼主营舞蹈、戏曲等方面
的演出服装。提起这条街，不仅
很多郑州人熟悉，连南阳、周口人
都专门到这里订货。从上个世纪
90年代开始，舞蹈服饰商户开始
在这里自发汇聚，伴随着郑州的
快速发展，他们也经历了数次变
迁。如今，依托河南省歌舞剧院、
河南省话剧院、郑州市歌舞剧院
等艺术单位的发展和对外辐射带
动，紫荆山路舞蹈服饰的批发和
零售量年年递增，发展势头强
劲。据人民路街道办事处初步统
计，该区域销售舞蹈服饰的商户
23家，占整个商户的57%。

记者日前走访紫荆山路北段
舞蹈服饰一条街，悉心聆听与舞
蹈齐飞的创业故事。

本报讯（记者 张乔普）昨日，市政府出
台《加快推进郑州黄河鲤鱼品牌建设促进
现代渔业发展的意见》。我市将做大做强
郑州黄河鲤鱼品牌, 到 2015 年，全市渔业
养殖面积达到 17 万亩，产量达到 17 万吨；
其中黄河鲤鱼养殖面积达到10万亩，年产
量达到12万吨。

根据意见，我市将强力打造郑州黄河
鲤鱼品牌。一方面加快申报，尽快取得农
业部郑州黄河鲤鱼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实
现登记保护一个地理标志，建设一个黄河
鲤鱼品牌，同时实行标准化生产，加快无公
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认证，鼓

励支持龙头企业、渔民专业合作社积极注
册商标,争创中国驰名商标、河南省著名商
标，扩大郑州黄河鲤鱼的知名度,叫响郑州
黄河鲤鱼品牌,产生品牌效益。

郑州黄河鲤鱼产业发展要依靠培育现
代渔业集聚区，推行规模化、标准化健康养
殖。今后三年，我市将建设荥阳市、惠济区
和中牟县现代渔业集聚区，加大黄河滩区
开发力度，发展项目集群,扩大基地规模,每
个集聚区的总规模达到 1 万亩以上，到
2015 年全市黄河鲤鱼养殖面积达到 10 万
亩。

与此同时，我市将加快推进良种繁育、

资源养护、疫病防控、技术推广、市场流通、
质量安全和信息服务支撑体系建设,强化
渔业服务保障功能。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我市将力争在
今后三年，培育壮大10个现代渔业科技示
范园区、20个标准化健康养殖基地和20个
重点龙头企业，带动 10000 家以上的养殖
场户，渔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两万元。登记
保护郑州黄河鲤鱼地理标志，让郑州黄河
鲤鱼品牌在全国有较高知名度，培育 3~5
个中国驰名商标和河南省著名商标，实现

“发展一条鱼、壮大一个产业、振兴一方经
济、造福一方百姓”的目标。

我市将强力打造黄河鲤鱼品牌
三年后黄河鲤鱼产量将达12万吨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胡云峰 段长
焱 文/图）昨日中午，在中牟县姚家镇闫家村省
道 223 线西侧，一些过往车辆停下来围在村民
胡素爱的机动三轮瓜车前，挑选早熟瓜尝鲜儿。

“西瓜啥价儿啊？”一位司机问。“三块一斤，
要得多的话，可以给你优惠点儿！”胡素爱答道。

忙的间隙，胡素爱告诉记者，他们家共 10
亩地，六七亩是西瓜，其中七个大棚中五个是早
熟瓜棚。“按现在这价儿，一个棚能卖四五千块，
比晚茬儿能多赚1000多块哩！”

随后，胡素爱的丈夫闫雪林带记者来到他
家的早熟瓜棚内，他托起一个西瓜乐呵呵地说：

“我们是双层棚，西瓜熟得快，这个瓜也到时候
摘了！（如图）”

在中牟县城的市场上，正宗中牟产的早熟
西瓜已经开始上市，瓜价每公斤卖到六元。

记者对中牟县大棚西瓜比较集中的姚家镇
进行了采访，据镇政府负责农业的负责人介绍：
今年姚家镇种植大棚西瓜近两万亩，从长势看都
比往年好，面积也比去年大。小胡村支部书记胡
慧增介绍说：“去冬今春，县上在小胡村实施了设
施农业扶持项目，仅小胡村就新发展钢骨架大棚
530多座。今年大棚西瓜由去年的400多亩增加
到今年的700多亩。目前有的已经开始出售，大
部分已经接近成熟。”

中牟早熟西瓜开始上市

南航6条航线
推出低价机票
选择低价机票有诀窍

本报讯（记者 王文霞 通讯员 王燕）昨日，
南航发布消息，5月该公司将在6条航线推出最
低至3折的特价机票。

这6条航线是郑州至上海、杭州、福州、三亚、
海口、呼和浩特，最低 3 折起，需要提前一周订
票。优惠后这些航线的价格仅相当于火车票硬
卧价格，郑州至上海240元起，郑州至杭州250元
起，郑州至福州350元起，郑州至三亚560元起，
郑州至海口520元起，郑州至呼和浩特210元起。

南航营销人员介绍，要想买到超值优惠的机
票，还是有技巧的。一是越早购票优惠越多。多
数航空公司会有提前7天、14天、21天、28天不等
的机票，提前时间不同，折扣也不同，最低可达3
折左右。二是通过网站购买。可以通过航空公
司的官方网站购买客票，有时能享受不少网站推
出的直销优惠，一般情况下航空公司官方网站上
的销售价格会比其他任何方式都低些。三是选
择中转机票。如果选择的航班没有直达，或直飞
价格太贵，可以选择中转联程，这会比直达航班
便宜很多。如果衔接时间紧凑，中转联程也非常
便捷。四是错峰出行。选择黄金周前后几天，避
开客流量较高的时间，一般黄金周和小长假后都
有一个短时的淡季，同时早班和晚班也通常有超
值优惠。另外，每年3月、6月、12月份是传统淡
季，可以考虑选择这些时间段。只要选对时间，
旅游旺季也能买到超低折扣票。五是特殊人群
可专享优惠。如果你是教师、学生、老人等，可能
会得到一定优惠，订票时可详细咨询。

一季度农民人均
消费增长16.8%

住房消费涨幅最大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随着全市农村居民
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生活消费水平也实
现快速增长。市农调队昨日公布的调查资料显
示，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2025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8%，增幅比城市居民消
费支出高3个百分点。

在各种消费支出中，服务性支出增幅最
快。一季度，全市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服务
性支出为524元，增长94.7%。从农村居民生活
消费构成看，八大类消费支出六升二降，其中居
住消费支出涨幅居首。一季度，全市农民居住
消费支出为447元，同比增长58.5%。

不管你删除短信也好、拒接电话也好，骚扰
电话和短信仍在那里。也不管你是否已经愤怒，
甚至狂躁，但作为个人，又有什么办法拒绝呢？

近日，在公安部统一部署指挥下，包括山西在
内的20个省区市公安机关已开展集中行动，严厉
打击侵害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对饱受信
息骚扰的人们来说，这或许是个喜讯。新华社发

吃一碗烩面
得一套家电

5元发票喜中二等奖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 通讯员 帖霆）昨日上
午，荥阳的王先生兴高采烈来到市地方税务局发
票管理局，以一张面值五元的中奖发票领走了一
套价值万元的家用电器。他也成为2012年发票
摇奖活动114个中奖者中首个兑奖的幸运者。

王先生兑奖的发票面值五元，此次幸运摇中二
等奖。据王先生介绍，他就是吃了碗烩面，结账时
让饭店开具了发票，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将发票号码
输入摇奖系统，没想到真的中了大奖。“这下好了，
电视、冰箱、洗衣机都有了，结婚的家电就齐了。”

王先生表示，以后不仅自己会积极主动索
要发票，还要动员身边的朋友索要发票。

据悉，今年首次发票摇奖活动4月26日举行，
共摇出包括王先生在内的114个中奖者，包括一等
奖6名，其中国税、地税部门各3名，奖励价值8至
10万元家庭轿车一辆；二等奖8名，国税、地税部门
各4名，奖励价值10000元左右家用电器一套；三
等奖100名，国税、地税各50名，奖励价值2000元
左右的物品。市地税局票管局有关负责人昨日提
醒，中奖号码已于5月2日对外公布，自当日起30
日内为兑奖时间，逾期未兑奖的视为自动放弃，中
奖者抓紧时间兑奖，不要错失机会。

龙宝宝催热龙经济
本报讯（记者 郑磊）今年被视为吉祥好运

的龙年，随之而来的是龙宝宝扎堆降生，由此
带来的“龙经济”也水涨船高。记者发现，除
了炙手可热的月嫂外，各种奶粉、孕婴用品都
纷纷涨价。

记者走访了多家育婴店，发现商家都以龙
宝宝为噱头进行提价。“除去物价上涨等因素，
今年孕婴产品价格普遍上涨都是托龙宝宝扎堆
出生的福。”国基路一家孕婴店老板宁甜告诉记
者，虽然价格一路走高，育婴产品销量却不减反
增。宁甜说，为应对“龙宝宝”带来的商机，她专
门扩大了经营面积，新增经营人手，专门开辟

“龙宝宝”产品专区，以此吸引消费者。

随随演艺律动的舞蹈演艺律动的舞蹈服服饰饰一条街
记者记者 陶玉亮陶玉亮 宋华宋华 文文 丁友明丁友明 图图

从路边地摊到第一家店铺
上个世纪90年代，学舞蹈的孩子在郑州几

乎买不到像样的练功服，莹莹就是其中一位。
为了给像莹莹一样热爱舞蹈的孩子们提供方
便，莹莹的妈妈下岗后在紫荆山路上摆起了地
摊，从北京进货卖些练功的鞋和裤子。摆了两
年地摊后，1998年，莹莹的妈妈在河南省歌舞剧
院门口开起了自己的店，这便是紫荆山路上的
第一家以练功服为主的舞蹈服饰专营店。

后来，在莹莹妈妈的带动下，同样下岗的弟
弟妹妹也都加入了这个行业，在紫荆山路上有了
自己的店。无独有偶，从2002年开始，外地客商
嗅准了郑州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陆续进驻紫荆
山路专营舞蹈服饰和舞台用品，本地商户有的转
行，有的跟风，形成了多足鼎立的局面。不到五
年的时间，紫荆山路上的舞蹈服饰一条街已经初
见端倪。听老辈们讲，大部分商户都经历过数次
拆迁，但他们都顽强挣扎着不曾离开过这条街。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

上个世纪末期，老李下岗后一直未找到解
决生计的长久之路，2005 年在哥哥的点拨下，
在原河南省戏曲学校附近开店卖起了戏曲舞
蹈服装，戏校的学生成了老李店里光顾最多的
群体。经历过几次搬迁后，老李的店面越开越
大，现在的营业面积有100多平方米，从最初单
一的戏曲舞蹈练功服到舞台演出服，古典舞、
现代舞、民族舞等款式一应俱全，多达几百种。

老李主张多种方式经营，他开通了网站，
现在还处于起步阶段，业务量不是很大，但他
对网站推广抱有极大的信心。老李说：“舞蹈
服饰是较为专业化的一个行业，客户针对性比
较强，一般都是客户带着客户来的。比较欣慰
的是，现在电话 12580 或者 58 同城网，都会推
荐顾客来紫荆山路北段买舞蹈服饰。”

目前，老李兼营舞蹈服饰的出售和租赁，有
散户，也有社会团体，以省内客户为主，山东、山
西也有部分客户，如有需要定做，客户发来图片
和尺寸等信息就可以通知远在广州的服装厂家
制作了。但是，让老李头疼的是，一到节日前

夕，销量猛增，有些活就赶不出来了。
谈到舞蹈服饰行业的发展前景，老李很是

乐观：“紫荆山路这一段的舞蹈服饰在郑州算是
小有名气，但还不算大，而且都是自发的，不规
范，现在国家越来越重视文化产业，如果政府扶
持这个行业发展，给予一些优惠政策，慢慢地就
能形成规模，叫舞蹈大世界也好，叫舞蹈集散地
也好，总之客户多了，我们的出路就更广了。”

小吴经营着一家以练功服为主的直营店，
总部在北京，郑州的这家店已有六七年了。小
吴说，老板当时选定郑州开店，就是笃定了这里
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小吴告诉记者，她16岁就
开始接触这个行业了，21岁时来的郑州，她和老
公都是山西人，一起来这里打工，目前经营状况
还不错。“现在店里的工作人员包括我在内一共
11个人，营业面积有 70多平方米，在主营练功
服的店面中，我们的店算是比较大的了，以省内
客户为主，省外客户由总部来做。”小吴言语中
还是流露出了行业内的竞争压力，“这个行业针
对性很强，客户群相对固定，黄金地段房租又不
断上涨，我们只能拼销售。”

记者走访了解到，山西客商是紫荆山路上
舞蹈服饰专营中比较重要的一支力量，花经理
就是其中一位。他同爱人以前在北京驻郑的一
家舞蹈服饰直营店打工，由于种种原因，两人决
定辞职自主创业。2003年 3月，他们注册了自
己的公司，立志把舞蹈服饰用品打造成本土的
文化品牌。在2006年至2008年的两年时间里，
花经理和爱人的店面历经了七次搬迁，兜兜转
转最终也没有离开这条街。巧合的是，兜转了
这么些年，花经理店面所在的位置还是他第一
次开店的位置。而值得欣慰的是，虽然每次搬
迁都会有一些损失，但终归越搬越大。如今，花
经理在南三环有了工厂，可以自己制作舞鞋。从
代理品牌到自创品牌，从贴牌生产到自己生产，
花经理和爱人一直对郑州的这个行业抱有极大
的信心。现在，他们的销路虽然以省内为主，但
省外也已发展至安徽、山东、山西、陕西、甘肃、青
海、广西以及东北等地区。花经理说：“较之周边

省会，郑州的舞蹈服饰行业已经俨然独立于普通
服装市场了，这种专业化的发展是大势所趋。”

从散乱发展到规划起步
虽然看着自己的生意越做越大，花经理也

有些许的担忧。紫荆山路近年来房租成本飞快
上涨，这也是老李、小吴等其他商户同样忧虑的
问题。据记者了解，一间不足40平方米的商业
门面房月租金从去年的 6000元上涨至今年的
8000元。花经理臆测：“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地
铁开通后紫荆山路的地价会越来越高，实力雄厚
的开发商可能会出手买断，这些经营和积累了很
多年的商户很可能面临再次搬迁的难题，舞蹈服
饰一条街也很可能难以为继。”花经理认为，适时
成立舞蹈服饰行业协会对这个行业进行保护性
指导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迫在眉睫的。

老李和花经理外出进货时都各自了解到，
全省乃至全国专营舞蹈服饰一条街的好像还
没有，大都是散落在服装市场里的小户，不像
郑州这样集中。老李和花经理都希望政府能
够采取措施保护这个行业的发展，整合资源以
规模化发展，加强宣传以吸引更多的客户。

记者从办事处了解到，办事处去年刚刚
成立了特色街建设办公室，已经着手规划建
设紫荆山路北段舞蹈服饰特色街，将特色街
打造成为提升城市辐射力和吸引力的重要载
体，这对于老李、小吴和花经理等商户来说无
疑是一个极大的喜讯。

紫 荆 山 路 北
段 舞 蹈 服 饰
专卖区

郑州特色街区郑州特色街区
新调查新调查

之

全国旅游院校服务
技能大赛6日开赛

本报讯（记者 成燕 实习生 张一弛）记者昨
日从郑州旅游职业学院获悉，第四届全国旅游
职业院校服务技能大赛（导游大赛）将于 5 月 6
日～8日在郑州举行。

大赛由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教育部
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旅游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主办。本次大赛以全国旅游院校旅游管理
专业、旅行社经营与管理专业、导游专业或其他
相近专业在校生为参赛对象，分设普通话讲解服
务高等院校组（含本科、高职高专院校）、普通话
讲解服务中等学校组（含中专、职高、技工学校）
和英语讲解服务（限高等院校组）三个项目。比
赛内容由景点讲解、综合知识理论考核和才艺展
示组成。本次大赛设现场比赛奖和网络人气未
来导游之星奖。大赛通过为参赛选手设置网络
展示平台，根据网络投票和专家审核共同评选出
全国十大“网络人气未来导游之星”。

作为我省旅游专业人才培养的“大本营”，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此次将推荐 9 名选手参赛，
该校专门邀请国内戏剧、导游等领域名家为选
手进行全方位指导。据悉，大赛期间，主办方还
将以“中国导游人才‘十二五’发展需求与挑战”
为主题，在该职业学院举办“2012 年中国导游
人才培养创新论坛”，为中国旅游院校、旅游业
众多专家、学者及知名旅游企业家搭建中国导
游人才开发与培养的交流平台，从而为提高中
国导游人才质量起到推动作用。

茅塞顿开的老李

身在异乡的小吴

扎根本土的花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