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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5日，支付宝平台发布数据报告
显示，5月 1日至 3日，河南中牟县的支
付宝线下消费笔数位居全国县域第一，
成为全国最能“买”的县。

同期的高德驾车导航数据显示，中
牟县在自驾游最受欢迎的县域目的地
排行里稳坐第四。

5月 6日，中牟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
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日期间，全
县各旅游景区（点）共接待游 80.52万人
次，同比增长135.78%，恢复至疫前同期
的144.72%。

中牟县是如何成为全国最能“买”
的县的？

“旅游+生态”——根植生态建设的
中牟县，打造多处“旅游+生态”休闲度
假好去处。黄河岸边、贾鲁河畔游人如
织，游客近距离感受水生态的美丽景
色。潘安湖湿地公园、中牟森林公园、

鹭鸣湖等休闲绿地游客摩肩接踵。林
业与旅游融合，传播绿色生活理念的研
学游在五一期间如火如荼。

“旅游+文化”——中牟厚植时尚文
化创意产业优势，促进旅游与文化深度
融合，方特欢乐世界、方特梦幻王国、建
业华谊兄弟电影小镇等高品质、沉浸式
文化体验景区深受游客喜爱。五一假
日期间，在方特旅游度假区，不管是《华
夏五千年》《西游传说》《决战金山寺》等
寓教于乐的科技文化项目，还是新增的

“动漫嘉年华”“动漫宅舞”“Cosplay巡
游”《河之南·篝火情》文化演出以及《小
熊跳跳跳》《嘟嘟小汽车》《熊熊海盗船》
《熊熊车队》《空中小骑兵》等游玩项目，
都备受亲子游家庭青睐，每日入园游客
上万名。建业·华谊兄弟电影小镇每天
百场演出，七出好戏，“花漾旗袍节”旗
袍走秀、旗袍巡游、旗袍蹦迪等演出，共

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
“旅游+农业”——五一假日期间，

中牟全域旅游遍地开花。结合郑州市
景区监管平台和中牟县智慧旅游管理
平台数据显示，假日期间，前往中牟县
旅游的游客主要是以短途自驾游、周边
近郊游、家庭亲子游为主，省内游客占假
日接待游客总数的 90.53%。位于万滩
镇关家村的稻草人农场，采摘和种植体
验、户外摄影和绘画、亲近动物等亲子互
动体验产品深受家庭游客喜爱。体验黄
河渔村风光、览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滩涂
景色，休闲垂钓、赏锦鲤、品农家小吃，在
雁鸣湖镇九堡村、狼城岗镇北堤村等地，
假日期间的游客络绎不绝。

“文明+有序”——五一假日期间，
各旅游景区利用新媒体、电子显示屏、
宣传栏、广告牌等多种方式向游客提示
文明旅游、厉行节约、理性消费。刘集、

大孟等涉旅重点乡镇组织文明旅游志
愿者协助景区参与秩序维护、提供旅游
咨询，引导游客预约登记、文明乘车、爱
护环境。公安、市场等涉旅部门全力做
好旅游市场巡查工作。县文广旅体局
确保旅游投诉电话24小时畅通，高效受
理游客投诉，全县未发生旅游安全事
故，旅游市场井然有序。

中牟县有关人士介绍，中牟县成为
全国最能“买”的县也在情理之中。中
牟坐拥丰富的旅游资源：既有后魏遗址
和官渡战场的历史遗迹，又有郑州方特
欢乐世界和华谊兄弟电影小镇的现代
主题乐园，既有潘安故里和寿圣寺双塔
的人文圣地，也有雁鸣湖和绿博园的自
然风光，可以全方位满足各种需求的旅
游人群，五一小长假刚好给了它大放异
彩的契机。

本报记者卢文军通讯员刘亚锋许莉萍

5月1日至3日，支付宝线下消费笔数位居全国县域第一

中牟缘何成为最能“买”的县

本报讯（记者 成燕）五一假期，
巩义市共接待游客 68.6 万人次，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 1.64 亿元，分别比
2019年及 2020年同期增长 12.3%、
204.3%。来自苏州、杭州、北京、上
海等远距离游客增幅明显，客源市
场半径不断扩大。

巩义各景区和文博场馆精心推
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康百万庄
园倾力打造大型实景演出，突出参
与互动性，让游客在游园同时领悟
康家经商之道和治家留余理念；竹
林长寿山推出“踏青赏花长寿山”活
动，以音乐表演、漫山美景为亮点，
吸引 11.4 万余名游客观光打卡；偃
月古城精心推出五一国潮嘉年华系
列活动，包含实景演出、戏曲及民俗
表演、电音节、灯光秀等内容，为游
客献上一场休闲娱乐盛宴；浮戏山
景区策划“情定浮戏山 打卡逍遥
谷”活动，吸引游客纵情山水、体验

精品民宿；杜甫故里假期共接待研
学团队近 500 人，师生们品读杜甫
诗歌，感悟家国情怀；巩义文化馆带
领非遗传承人走进景区进行宣传展
示，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巩
义博物馆针对亲子家庭举办小小讲
解员培训、三彩填画活动。

五 一 期 间 ，以 踏 青、赏 花、采
摘、吃农家饭、住民宿等为主要内
容的乡村休闲游受到游客青睐。
涉村镇石居部落共接待游客 3000
余人，洪河、五指岭、南岭新村等乡
村旅游点因独特的自然风光受到
游客的青睐，累计接待游客近万人
次。新中镇围绕豫西抗日根据地
精心打造推出“我要当八路”大型
实景体验文旅项目，假期共接待游
客 3000 余人次。此外，石河道公
园、南山旅游路观景平台、河洛汇
流等网红休闲打卡地，也吸引大量
市民和游客。

巩义假日经济再创新高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李
绍光）绿色葱茏，鲜花盛开，五一期间
的新密景区到处游人不断，笑声朗
朗。据统计，5 天时间共接待游客
100 多万人次，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0%。

为迎接今年五一黄金周，新密市
早安排、早部署，大力进行基础设施
建设，伏羲山景区新建了星球舱、石
头堡、兰草湾等景观；古县衙整修了
地下暗道，延伸了无障碍通道；银基
动物王国增加了观众体验区。

努力搞好软环境，市文广旅体
局在交通路口、重点路段及停车场
等增加了标识牌，进行了多期导游

培训，各景点建立服务流动队，即
时解疑释惑，服务游客。精心准
备，扎实措施，使全市 6大景区焕然
一新。

文化游是新密的一大亮点。五
一期间，从《诗经》赞美的溱洧河畔曲
梁文化湿地公园、记述古代豆腐制作
的打虎亭汉风，到传载千年的密县县
衙，各处都是老人和儿童谈论的笑
声，他们被厚重灿烂的文化所熏陶。
自然游是该市的闪亮底色。千米高
的伏羲山上，4个山火美景、1个红色
教育基地，人来人往，是老年人的乐
园。银基黄帝宫湖水荡漾，动物欢
跳，引来一群群孩子欢快嬉戏。

新密五一期间游客首破百万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王艳
芳 文/图）五一小长假期间，二七区樱桃
沟景区内，游人如织、热闹非凡，游客们或
踏青摘果，或泛舟游湖，或林下骑行，或感
受文化，享受着轻松惬意的假期时光。

数 据 统 计 ，五 一 假 期 樱 桃 沟 景
区 管 委 会 辖 区 32 平 方 公 里 ，累 计 接
待 游 客 74.67 万 人 次 ，恢 复 至 疫 前 同
期 的 120.32%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7554.83 万 元 。

樱桃采摘、趣味垂钓、丛林吸氧……
樱桃树下，体验采摘乐趣；漫步凤溪栈道，
打卡多彩陈顶村庄。五一假期期间，4A
级旅游景区樱桃沟和 3A 级钓鱼沟推出
多条田园风光休闲游特色线路，吸引游客
竞相前往。

樱桃沟整合 A 级景区、建业足球小
镇、美丽乡村等旅游资源，推出樱桃采摘

体验游、中原文化特色游、田园风情研学
游、美丽乡村休闲游等精品旅游路线，开
展“建党一百周年”红色电影放映、“黄河
土地”王刚个人艺术展、宋四雅民族风情
舞表演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丰富景区文
化内涵。

为让市民有更舒适的体验，五一假
期，樱桃沟管委会招募志愿者 500余人，
分配在景区主要景点和重要路段，设置
21个志愿服务点，开展交通指引、义务帮
扶、文明旅游等志愿服务活动，提升景区
服务水平，确保交通有序通行、游客出行
安全。

在做好旅游产品供给和全面提升服
务水平的基础上，樱桃沟景区提前制定应
对旅游高峰预案，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安
全生产等各项工作，实现了旅游秩序整体
平稳、安全有序。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蔡文
炬）五一假期，天气晴好，随着登封文化
旅游持续提质升级以及 2021黄河文化
月系列文旅活动的成功举办，进一步刺
激游客出游热情，嵩山之旅、天地之中
遗产游、乡村民俗游成为主旋律。假日
期间，该市域内共接待游客 95.17 万人
次，比2019年增长 64.11%；全域旅游要
素收入 4112.49 万元，比 2019 年增长
79.32%。

假日期间，登封市除 8个 A级景区
之外的42个全域旅游景点，吸引了大批
游客。地道寨墙、古建群落袁桥村，观
山民宿、荷塘月色杨家门，全村唱歌、打
造出舞台情景剧《再现朝阳沟》、建起了
小吃美食一条街的垌头村，以及大金店
崔坪、北高庄美丽乡村、豫西抗日根据
地、马头崖、瑞阳生态园、香山森林公
园……以各自的特色成为网红打卡地。

五一期间，登封开通了环嵩山旅游

公交，乘坐公交车或乘车前行，游客可
以方便快捷地到达中岳庙、汉三阙、会
善寺、嵩岳寺塔、嵩阳书院、少林寺等天
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和唐庄镇范家门村、
中岳街道北高庄村等美丽乡村，沿途高
大的乔木、低矮的灌木，错落有致的花
卉植物，带来处处皆美景、时时见人文
的视觉冲击。

各旅游相关单位坚持 24 小时值
班服务，及时调度和报送假日旅游动

态，快速、高效地协调处理假日期间出
现的各种问题；公安、文旅、市场监管、
交运等部门建立工作专班，不间断市
场检查，增派人员疏导交通、维持秩
序，随时处置各种突发事件，全力做好
服务保障。

城区、景区经营单位和服务人员以
游客为重，优质服务营造“口碑”，耐心
细致地作好各种工作，细致入微的服务
获得游客广泛点赞。

樱桃沟乡村旅游受青睐

登封接待游客增长近七成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刘象乾）五
一刚过，新郑市黄帝故里景区南侧，7万多
平方米的市民休闲广场即将开放。作为
黄帝老家门前的广场，不仅为黄帝故里景
区提供配套，也满足了新郑市民日常休闲
娱乐需求。

三月三，拜轩辕。这样的传承，在黄帝
故里新郑延续了数千年。而对于生活在这
里的新郑市民，连续 16年的拜祖大典，带
给新郑的是经济实力的提升，城市环境的
改善，以及黄帝文化的认同，也让新郑人获
得更多的幸福感。

今年大典刚过，新郑市举行辛丑年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网络推介暨项目签约仪
式，5个项目通过远程会议系统进行视频
签约，意向金额66亿元。新郑市今年将线
下举行的签约活动搬到了线上。而这样的
签约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16年。

16年来，新郑市从全省经济排名靠后
的农业县市，逐步成长为拥有电子信息、高

端装备制造、商贸物流、现代食品、生物医
药、文化旅游等六大主导产业的经济体，各
项经济指标连年位居全省县市首位，综合
实力全国排名持续上升。

新郑还以每年拜祖大典为契机，不断
提升城市建设管理水平。今年初，为迎接
拜祖大典，新郑市完成郑新快速路两侧中
兴路至郑韩故城段绿化提升工程。实现行
人优先，非机动车优先，人车分离、机非分
离，人行道贯通、非机动车道贯通为目标，
成为展示新郑城市文化的示范路。

“对于新郑人，每次大典，都是一次进
步。”阳光下，新郑市摄影爱好者刘华民身
背相机，穿梭于新郑的大街小巷，不时地
驻足拍摄。刘华民从小在新郑生活，对这
里的过去记忆犹新。他说，过去的黄帝故
里，只有一座小庙，周围是杂乱的民房，街
道狭窄，设施简陋。如今的黄帝故里，已
经是 4A 级景区，并将于今年全面启动景
区改扩建工程。景区有关负责人介绍，景

区改造完成后，将成为集拜祖、观光、文化
展示、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景区，将成
为全球华人的拜祖圣地，黄河文化的又一
地标。

拜祖大典带给新郑的，还有文化的认
同。清晨，退休教师黄卫华每天都到故里
景区散步，有时候，老人会面向黄帝像，深
深鞠躬。“新郑是黄帝老家，祭拜黄帝是传
统风俗。”老人说，拜祖大典近年来影响不
断扩大，是由于文化认同感的提升。

在每年一次的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上，
已有近百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到访新
郑，他们在恭拜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同时，
为新郑留下了宝贵的智慧之光，已成为新
郑市民习以为常的文化聚会。

新郑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说，新郑这
几年城市建设管理水平持续提升，经济
实力逐步增强，文化认同感持续彰显。
这正是举办大典的初衷，也是黄帝故里
人民的希望。

环境改善 经济发展 文化认同

16年拜祖大典助力新郑全面提升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魏少杰 文/图）5月 6

日上午，在中原西路和杏湾路，莲湖街道的工作人员和

阳光花苑社区的志愿者共同参与到“全面动手洁净家

园”和“门前三包”专项治理行动中，清除背街小巷、房

前屋后的垃圾，促进广告招牌规范设

置、垃圾杂物规范放置、商贩店家规

范经营。

为深入推进爱国卫生运动，除了

开展“门前三包”进社区等多样化的

文明劝导、志愿服务等活动，莲湖街

道不断创新探索，建立长效管理机

制，扩大“门前三包”信息系统覆盖面

和适用面。组织居民代表、商户代表

开展市容巡查和暗访考评、检查，加

大对不落实“门前三包”现象的曝光

和督促整改力度，打造一批“门前三

包”示范街。

莲湖街道将加强入户入店宣传

劝导力度，同时采取定期检查评比的

方式，对“门前三包”做得好的商家给

予表扬，树立榜样，引导大家养成随

时随地保持清洁有序的卫生环境。

同时，组建一支日常巡查队伍，实现巡查管控“定人、定

时、定路、定责”，且巡查结果将定时录入“门前三包”工

作台账，形成完善的巡查日志登记，使后期整改和复查

工作有的放矢，不断巩固提升城市环境治理成效。

“门前三包”让商户责任感“满格”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崔圣龙）日前，金水区在科教园区新科技
市场报告厅启动人才政策宣讲“六进”（进园区、进企业、进楼宇、进机关、进
社区、进高校）系列活动暨首场宣讲仪式，辖区高层次人才、企业负责人、青
年人才共计200余人参加。

金水区委组织部负责人对政策宣讲进行了“宣讲”：以人才政策“六进”
活动为抓手，把宣传好、实施好郑州市人才新政作为全局性、奠基性工程，
加快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变。同时竞争者准措施策，建立“市区联动、
上下贯通”的政策体系，从“单一业务”到“服务全局”，着力通过政策宣传，
切实把全区人才工作的重点放在引机构、引平台、引项目技术团队上来，走
好开放式创新、协同创新的路子。

在首场宣讲中，该区人才办、区人社局、区科技局的有关同志分别对
“郑州人才计划”政策文件进行了详细的解读，涉及高层次人才申报、创新
创业项目引进、人才住房、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等方面共 15项，并着重介绍
了申报的所需材料、认定流程等方面内容。

金水将围绕“创新智城·品质金水”建设，加大政策宣传落实力度，通过构
筑“系统化的人才政策、精准化的招才活动、多元化的人才服务”协同人才工作
格局，深培人才厚土，激发创新活力，着力打造中部人才生态最优城区。

金水推进人才政策
宣讲“六进”活动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袁军伟 熊恒毅）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加快助力郑州中心城市城乡一体化发展步伐，惠济区
把安置房建设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积极推进安置房建设及回
迁安置工作，有效提升了惠济区的城市品质和活力。

政府主导建设的惠济区张砦、薛岗（东）、双桥（东）安置房建设工程自
开工建设以来，建设方天河公司以尽早回迁为目标，坚持“高起点谋划、高
质量建设、高效率交付”标准，牢牢把握工程建设时间节点，采取成立专班、
协同作战、现场飞检等多项举措，努力建设精品安居工程，不仅要实现让居
民“安置”，更要让村民实现“安居”。

在刚刚过去的 2020年，大河社区安置房一期实现顺利分房，成功拉开
了惠济区政府主导安置房项目全面回迁的序幕。张砦安置房建设项目总
建筑面积16.3万平方米，薛岗（东）安置房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15.5万平方
米，双桥（东）安置房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 38.5万平方米。目前张砦、薛岗
（东）安置房项目整体工程已完成 95%，项目建设已进入到工程收尾阶段。
双桥（东）项目整体工程已完成70%，也到了最后冲刺的关键时期。

2021 年是我“十四五”开局之年,惠济区的“安居工程”将按下“加速
键”，从“忧居”到“有居”再到“安居”，惠济区老百姓的“安居乐业梦”正在日
益变成现实。

惠济“安居工程”按下“加速键”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蔡洛霞）为激发广大群众投身“温暖二七”
建设，助力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目标，近日，二七区淮河路街道
2021年联心公益节启动仪式拉开帷幕。

活动现场设置了历年“公益创投”服务展示、文化汇演区、便民服务区、
公益组织服务展示区、红色教育露天展等多样化的区域，让居民又一次享
受到了“身边的公益”。

作为“温暖二七”建设的先行先试单位，早在 2017年，淮河路街道率先
打造了全省首家街道社会组织统筹发展中心、成立了全市首家街道级公益
基金，举办了首届街道公益创投大赛，开启了淮河 20年公益新征程。近年
来，街道围绕助老、助幼、助困等“七助”和社区文化服务，构建了“政府搭台
—需求导向—中心统筹—社会参与—大众评估—居民受益”的公益新路
径，开创了“社会资源联结、社区居民联动、困难群体联情、社会组织联谊、
街区上下联心”五联模式，夯实了身边的公益基础，形成了“我为人人，人人
为我”的社会公益氛围。

4年来，街道先后打造了全市首家家庭计划服务中心、全区一类颐养安
居中心、社区小厨房等特色公益服务项目，培育了一批特色志愿服务队，累
计实施 30余个公益项目，撬动社会资金近 2000万元，服务群众 8万人次，
打造了“身边的公益”品牌。

淮河路街道联心公益节启动

昨日上午，金水区东风路街道巡防中队联合办事处在索凌路公园广
场组织开展防范电信诈骗、防范非法集资等宣传活动。本报记者 郑磊 摄

游客泛舟月牙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