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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郎庙村东邻郑州与310国道连霍
高速，西与郑西高铁与310国道接壤，与
浮戏山雪花洞相邻，南依郑少高速，环境
优美，群山秀丽，3A级环翠峪风景区约
80%的景点都聚集在这片面积只有6.8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辖区共十个村民组，
1260口人。提起这个村，老一辈的人都
说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现如今，整齐
的房屋，优美的风景，络绎不绝的游客，
这个村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旅游度假村。

二郎庙村的来历很简单。相传很久
以前，山谷的村里有一座庙，人们期许神
灵的庇护，在翻修小庙的时候挖到一块
石碑，上面写着“二郎庙”，这个村子就称
为“二郎庙村”。

很长一个时期，因为没有路，所有的
农活都靠肩挑背扛，外出也是翻山越岭，
种地全是凭天收，“村里小伙子找个媳妇
都难，相当一部分村民不愿在村里待，携
家带口的都出去了。”村民王炎明回忆说。

如今，一走进二郎庙村，一座座两层
小楼错落有致，一条平整的柏油马路在村
中穿过，村民们吃着600多米的地下井水，
家里彩电、冰箱等家电一应俱全，村边唠
嗑的大婶们一脸幸福。“现在吃喝不愁，收
入也不少。都说是神仙保佑着我们，这神
仙就是党和政府。”村民齐爱琴笑着说。

在荥阳市的路网建设中，环翠峪旅
游大道 310国道至刘河段已率先开通。

“出入方便了，游客越来越多。村民看到
商机，开起了农家乐，目前全村有39家，
每家一年都能赚个五六万元，这在以前
想都不敢想。”村支书袁宗平介绍。

二郎庙村占据着环翠峪景区主要的

景点，包括落鹤涧、一线天、猴山、双龙峡
等。落鹤涧传说是仙人王乔骑鹤畅游天
下美景时发现的；在一线天，每到上午 9
点到 10点，抬头上看，便可以看到天似
一条线的奇观；在猴山上，一群群可爱的
猴子和游客嬉戏；而去过双龙峡的人，都
忘不了它的青山秀水。

除了美丽的风景之外，二郎庙村还
是荥阳最大的柿子种植基地，满山遍野
金黄的柿子被农业部评为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为优化旅游产业结构，二郎
庙村经过六年的探寻，终于引进嫁接成
功即摘即食的水果甜柿。

“我们家家户户都在种新水果甜柿，
嫁接的1100亩今年初见成效，明年每亩地
会收2000多元，三年后进入盛果期每亩产
量2000公斤以上，收入可达2万元。”正在
给柿子树剪枝的陈金黎兴奋地说。

二郎庙村联合山东、安徽、河北、山
西、河南等五省的种植合作社组成种植
联合社，不但让村民增收，还及时交流前

沿的种植信息，给柿子销售拓宽了渠道。
走在村间的路上，不时听到机械“嗡

嗡”的轰鸣声。今年3月，荥阳市投资1.8
亿元，建设二郎庙社区，眼下施工正在紧
张进行……“这个社区明年6月完工，一
共800多户，可容纳2500人，全部是低层
联排。房子便宜，每户村民还享受政府
4.5 万的补助，开发企业还要再补一部
分。”环翠峪管委农办主任崔杰峰说，“建
成后，估计城里的人都要来这买房了。”

二郎庙村入选中国“美丽乡村”试点
后，村里又有了新想法。“首先，把村里的
路从3米扩宽至5米，两侧都种上花草树
木，改善交通环境；其次，把村里的农家
乐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升级改造，改善
就餐环境；再就是把千亩柿子林由单纯
的种植业打造成集旅游、观赏、采摘为一
体的现代旅游产业。相信不久的将来，
村民的收入会更高，村子环境会更美，村
民会更幸福。”说起二郎庙村的明天，袁
宗平信心百倍。

近日，农业部在全国确定1100
个乡村作为“美丽乡村”首批创建试
点乡村，郑州市一共有 5个乡村上
榜，荥阳市环翠峪风景区内的二郎庙
村就是其中之一。

半山腰处猕猴嬉戏。

二郎庙村春秋两季如桃源盛景一般。

二郎庙村的生活恬静而安详，瞧这位老人正悠闲地编制传统箩筐。

新郑完成农村劳动力培训

本报讯（记者 高凯）帮助广大农民掌握更科学的种养方
式、方法，为农田增产、农民增收提供指导和支撑，近日，记者
从新郑市了解到，该市圆满完成2013年农村劳动力阳光工程
培训，广大农民学员普遍反映良好，并称赞培训质量较高，对
实际农业种植、养殖活动很有帮助。

据了解，2013年，新郑市承担农村劳动力阳光工程培训
任务 1000人。其中，培训病虫害防治员 203人，畜禽养殖员
301人，农产品贮藏加工和流通企业技术工501人。

根据培训计划和任务，新郑市安排了丰富的培训内容，确
保培训内容与农业实际生产相接近。其中，在病虫害防治、农
产品贮藏和加工等培训活动中，该市还采取灵活的授课方式，
在现场生动形象地为广大学员授课，确保了广大学员能够活
学活用学到的授课内容。

为了确保整个培训计划的质量，该市各培训班还采用
集中授课、参观学习、现场实习等相结合的方式对广大学员
进行科学培训，根据学员实际情况，采用学员提问、老师解
答等多种教学方式为学员授课，确保学员能“坐得住、听得
进、学得好”。

昨日傍晚时分，热情送走最后
一拨摘草莓的顾客，小老板张文昌
有些兴奋，他开始考虑再增加一些
区域，吸引更多人来摘草莓。

张文昌的草莓基地位于新郑
市城关乡端庄村，面积 10亩，经营
范围主要有农家采摘草莓、网络销
售草莓等，目标群体对准郑州市
区、新郑市区主流消费群体，尤其
是一些工作压力大的白领。

对草莓种植和营养价值有所
研究的张文昌其实并非是草莓种
植的精通人士，28岁的他曾经在广
州打工漂泊了多年，因到了成家的
年龄不得不回到家乡驻马店。之
后，因不愿意丢掉从南方学会的本
领，便和妻子商量着创业。张文昌
的妻子对丈夫闯一闯、搏一搏做

“农民老板”的想法很支持。于是，

夫妻二人一拍即合，又拉上父亲，
在河南的一些地方打听了解后，最
终选择了落脚新郑种植草莓，开始
了“老板梦”。张文昌说，他从一些
传媒上看到，新郑毗邻省会主城
区，地理位置好，交通方便，尤其是
当地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非常重
视现代农业项目发展，这个是明摆
着的“商机”。

把握住商机等于攥住了财
富。选择在新郑启动草莓种植项
目后，张文昌使出浑身解数开始经
营 10 亩草莓种植大棚。他说，草
莓种植过程中的种子、肥料、人工
等方面的投入，他心里很有谱，而
且还专门聘请了专业人士做指
导。剩下的精力全部用在互联网、
农家采摘等活动的营销上，现在郑
州周边中牟、新密都有种植草莓的

地方，不在营销上下功夫，到头来
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种植草莓有技术，销售草莓有
战术，再加上勤劳和汗水，张文昌
种植两年的 10亩草莓大棚开始产
出效益，保守预计今年会有近10万
元的利润。不过，张文昌并不愿意
做个10万元的小老板，他目前正在
策划更有消费针对性的周末、节假
日的采摘、促销计划，以及草莓种
植区域扩张计划。

种草莓成就了老板梦，让张文
昌和家人欢欣鼓舞，但张文昌还有
一个理想，他说，经常关注新郑的
发展情况，他觉得新郑城市化建设
过程中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希
望以后能在这里安家落户，继续自
己的事业，做一个有梦想、有生活、
有追求的“新型农民老板”。游客在张文昌的草莓园大棚里快乐地采摘草莓。

驻马店小伙儿的“老板梦”
本报记者 高 凯 通讯员 刘栓阳 文/图

网格联动拆除社区危楼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卢学伟）“多亏了网格化管理，
及时拆除了这栋摇摇欲坠的危楼。”昨日，原居住在茅岗社区
125号院2号楼一楼西户的粘胜利说。

“现在我已经搬进了新家，环境好，睡觉也踏实了好多。”
已搬出危楼住进新房的杨俊杰告诉记者。前不久，新密矿区
办事处对茅岗社区 125号院存在多年安全隐患的 2号楼进行
拆除，受到居民群众的拍手称赞。

茅岗社区 125号院 2号楼产权属于郑煤集团，是上世纪
80年代建成的一栋 5层楼院。该楼在 2005年就因墙体严重
裂缝做过一次灌浆加固，近年来裂缝逐渐加大，楼内墙体开
裂，门窗变形，楼顶普遍漏雨，楼房地基外地坪裂缝，特别是在
楼前 3米处有东西走向地下防空洞一条，防空洞内属砖圈土
质地基，由于地坪塌陷导致雨水直接流入防空洞，如遇大雨势
必引起大面积坍塌，给楼内住户及附近楼房内居住的居民带
来极大安全隐患。

在今年夏季，办事处组织开展的汛期安全隐患排查中，茅
岗社区三级网格长徐占峰在排查中发现茅岗社区125号院存
在严重安全隐患，属于严重危房，第一时间将情况通过网格化
管理平台进行了层层上报。党工委、办事处成立工作小组，明
确专人负责督办落实。拆迁小组工作人员多次召开居民大
会，与危楼内住户主动沟通，在较短的时间内与其达成拆迁协
议。郑煤集团通过招投标确定了有资质的拆除公司，经过双
方共同努力，危楼最终被拆除。

荥阳森林防火预警系统将投用

本报讯（记者 朱华）为了更好地保护森林资源，预防森林
火灾，2013年荥阳市政府投资 440余万元建设了森林防火监
测预警指挥系统，预计于2014年1月底前投入使用。

据了解，该系统包括 16座前端监测基站，投入使用后可
实现环翠峪、刘河、崔庙、贾峪、高山、汜水、王村、高村、索河、
广武等10个森林防火重点乡镇全部处于视频监控范围，重点
森林防火区的监测覆盖率达到 85％以上。该系统不仅可以
有效监测森林火灾，让森林防火工作实现远程监控和智能预
警，同时还可监控全市森林病虫害动态，并用于林政、森林公
安监测和打击盗伐林木。

登封安装3台PM2.5监测仪

本月底试运行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刘克）昨日上午，记者在登
封市环保局院内看到，几名工作人员正在忙忙碌碌地安装一
台机器。该局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便是PM2.5监测仪，今后，
登封市也能实时发布PM2.5指数了。

据了解，今年以来，雾霾天气愈来愈多，为更好地为登
封市民出行提供健康的依据，3 台 PM2.5 监测仪分别在登
封市环保局、地豪大酒店和中岳区委 3 个环境空气自动监
测子站安装完毕。目前处于监测仪器调试阶段，预计 12 月
底可完成 PM2.5监测仪器的调试工作，并投入试运行；2014
年待正式投入使用后，可与郑州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站完
成联网，实现数据共享。

“志愿青春·温暖冬天”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时小伟）昨日，由共青团
郑州市委和共青团荥阳市委联合开展的“志愿青春·温暖
冬天”青年志愿者进网格暨送温暖到乡村活动在荥阳刘河
镇中心小学举行。在活动现场，共青团郑州市委书记张艳
华代表郑州市团委向刘河镇中心小学捐赠了 700 多册图书
和一批电脑、文具等。

据了解，为进一步参与以网格化管理为载体的“坚持依靠
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建设，在共青团郑州市委的领导
下，共青团荥阳市委以服务三大主体工作为着力点，以志愿服
务活动为载体，积极开展好“万名青年志愿者下网格”活动，切
实加强对基层网格中青少年的有效覆盖，把志愿服务与温暖
冬天活动相融合，做好基层贫困学生和困难团员青年的服务
和引导工作。目前，在荥阳市 15个一级网格、304个二级网
格、1066个三级网格内共招募网格志愿者 1047人，网格志愿
者覆盖率达98%。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邢小
玲 宋彦芳）“建筑物为砖混结构，南北
长 23米，东西长 18米，已开始照相、喷
号。”近日，在中牟县木材公司院内，记
者看到，东风路街道工作人员正在与
县国土、财政、房产、规划、林业等职能
部门配合，使用手持式测量仪进行陇
海铁路生态廊道界内地面建筑物、附
属物的测量、清点工作。

据了解，中牟县近日通过 2014年

生态廊道绿化工程建设预案，计划投
资 28 亿元，建设 48 条生态廊道，绿化
总长度 239 公里，绿化总面积 1539 万
平方米，陇海铁路生态廊道绿化工程
是其中的一条，目前已经开工。

据了解，陇海铁路生态廊道绿化工
程西起万三公路，东至省道 223线，全
长13.48公里，单侧绿线宽度为100米，
规划绿化总面积为 269.6万平方米，涉
及东风路、青年路、广惠街三个街道办

事处和郑庵、韩寺两镇。工程从 2013
年11月底开始，2014年4月完成。

为按时完成工程任务，东风路街道
抽调2名科级领导、10名机关干部组成
专项工作小组，明确责任分工，积极配合
县职能部门，沿陇海铁路南北两侧同时
进行。所涉及的7个村庄的村支部书记
各负其责，各村组干部划片包户，责任到
人，全程配合工作小组开展工作，确保此
项工作按时间节点顺利进行。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 讯 员 孙 燕 洁 蒋 小 静
文/图）日前，巩义市水务
局在伊洛河国家级黄河鲤
鱼种质资源保护区开展冬
季人工增殖放流活动。

据了解，此次增殖放流是
巩义市今年以来举办的第二次
放流活动。放流地点设在伊洛
河下游——黄河渔业资源重要
产卵区和索饵区。此次增殖放
流不仅有效恢复了天然水域渔

业种群数量，维护好水域生态
平衡，而且有助于提高全社会
生态保护意识，营造了良好的
水域生态保护氛围。

据了解，此次增殖放流
共投放鱼苗 150 万尾，其中
鲢鱼 80 万尾、鳙鱼 20 万尾、
黄河鲤鱼 50 万尾。为保证
放流效果，巩义市水务局将
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
类非法捕鱼行为，进一步促
进巩义市渔业可持续发展。

登封首个村级党建服务中心投用

近日，登封市冶东村村级党建综合服务中心投用后，开展
了组织关系转移、社会养老保险办理、计生服务等7大类48项
便民服务业务，实现“一个中心，多重功能”。

本报记者 李晓光 摄

中牟加速陇海铁路生态廊道绿化工程

150万尾鱼苗投放巩义伊洛河

改走 转
发现乡村魅力发现乡村魅力 传奇二郎庙

本报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韩洋洋 付志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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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白居易故里文化园开建

预计明年十一开放一期工程

本报讯（记者 高凯 成燕 通讯员 巴明星 闵博）昨日，记者
从新郑市了解到，该市白居易故里文化园正式开工建设。

据了解，白居易故里文化园项目总占地160余亩，总投资
9800 万元。其中，一期工程投资 2700 万元，预计 2014 年十
一之前建成开放。该园将以深度挖掘、表现名人文化、唐诗文
化、姓氏文化为基础，以仿古建筑、文物展示为主题，以新郑特
色民俗风情为烘托，以白居易纪念馆、白居易故居、公众休闲
广场及展示白居易生平和文学作品的景观小品等为主要建设
内容，建成后将成为集观光游览、朝拜纪念、文化体验、修学休
闲等功能为一体的文化休闲游园。

白居易是唐朝著名现实主义诗人，是新郑历史名人的重要代
表，该市开发、建设白居易故里文化园，旨在挖掘白居易文化旅游
资源，拉长新郑旅游产业链条，扩大旅游产业规模。同时，修建白
居易故里文化园也有利于提升新郑城市知名度，提升城市品位，
改善城乡环境，并加强与海内外华人、华侨的团结和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