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牛姐创业手工坊”，
郑州北边的宝妈圈几乎无人不
知。这个依托惠济区大河路街
道绿源社区孵化中心成立的

“宝妈创业俱乐部”，今年 3月
份以来吸引了惠济区、金水区
的众多宝妈加入，掀起一场奔
向幸福生活的编织热潮。

“牛姐创业手工坊”成员主
要由绿源社区辖区内心灵手巧
的宝妈组成，现有成员 50 余
人，年龄在 35岁左右。手工坊
的手工编织老师牛晓雯，现在
是绿源社区的一名流动党员，
她热爱手工编织，积极参与社
区组织的公益活动，以线下教
学、线上直播的方式将手工编
织作为宝妈创收、增收的手段，
大家制作好的精品手链会被她
销往义乌及其他地市。

“我家人在义乌做电商，国
内知名的网购平台上都有我们的店铺，我平常送
完孩子也就是辅助运营店铺，看看数据，剩余时间
就来到手工坊看看有没有愿意做手工的，带动一
下大家。”牛晓雯告诉记者，目前有十几名宝妈从
她这里领取材料，编织好手链、发卡等，随后，她会
根据精细程度计件付费。

“材料领了后我在家没事儿就编几条，积少成
多，最主要的是不影响我接送孩子，多的时候一个
月赚了 1500多元钱，零碎时间换钱花，我觉得很
值当。”社区居民韩女士说，对于她们这些孩子都
还小的宝妈群体来说，并不指望通过手工坊能赚
多少钱，而是在照顾好孩子的同时能慢慢地重新
融入社会，大家在社区组织的交流活动中都收获
了很多。

据绿源社区书记邵蓓透露，手工坊之所以
取名为“牛姐创业手工坊”，一方面是希望每一
位参与的宝妈都能向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
姐》节目中的“浪姐”一样勇敢追求自我，另一方
面也是因为这个手工坊的编织老师牛晓雯就是
一位“牛姐”，希望在她的带领下，社区会涌现出
更多的“牛姐”。

目前，手工坊队伍不断扩大，不仅有本辖区的
宝妈，还有附近村里的待业妇女。在手工坊上周
举行的“端午系五彩 传承祈安康”活动上，还吸引
了其他辖区的 200余名宝妈慕名前来学习，场面
十分火爆。

为了让“牛姐创业手工坊”带动更多的宝妈变
“牛姐”，绿源社区正组织骨干持续带领其他辖区
新成员学习编织技巧，不仅实现了本辖区宝妈自
主创业就业，还辐射全市各辖区宝妈群体共同创
收 ，实 现 企 业 发 展 和 宝 妈 的“ 双 向 奔 赴 ”。

本报记者 杨丽萍

咖啡市场空前繁荣

国际与国内品牌同台竞技，连
锁与本土独立店共同辉煌，与城市
发展同步，郑州咖啡市场迎来快速
繁荣发展的新时期。

首 次 亮 相 的 肯 德 基 KCOF-
FEE，特别推出了 SOE 菜单，甄选
埃塞俄比亚·耶加雪啡咖啡豆，价
位上偏向中端路线。和其他咖啡
店一样，除了现磨咖啡，该店还配
有轻食烘焙类产品，同时推出新零
售产品。

星巴克、瑞幸、Tims、幸运咖等
咖啡连锁品牌，已经深深融入郑州
人的日常生活。散落在城市大街
小巷的本土独立咖啡店，以鲜明的
店铺个性、与众不同的独特产品，
同样拥有着自己的忠实客群。

连锁品牌以产品风格稳定、服
务标准化见长；本土独立咖啡店，
则以只此一家的个性胜出。从装
修风格到产品系列，主打就是一个
与众不同。在越来越多人“追求个
性、活出自我”的诉求中，一杯独一
无二的咖啡无疑完美契合了“我就是我”的内在心
灵。“手冲的咖啡，带有清新的苹果味，完全没有咖啡
的苦和酸，真的是一口惊艳。”咖啡爱好者小菊说起
自己在东区一家本土咖啡店的经历，脸上充满陶
醉。而家住北区的瑞瑞，则对普罗旺世一家本土店
的冬日定制款念念不忘，“入口是浓浓橘皮的暖意，
而后是醇厚的咖啡苦香，就像冬日的一抹暖阳。”

梯队市场日渐明朗

繁荣的咖啡市场背后，各商家在竞争中探索，明
确了各自的清晰定位，渐渐形成价位从高到低的咖
啡市场梯队，不同价位的咖啡产品，满足了不同消费
者的需求，共同烘托出红红火火的郑州咖啡市场。

星巴克无疑处于这一梯队的顶端。这一咖啡市
场的顶流，环境、产品稳定在线。进入郑州市场深耕
12年，星巴克已在发展中逐渐转型。随着国内外更
多咖啡品牌进入郑州市场，星巴克开始走向更高端，
除了新开高端臻选店外，中原万达店、国贸360店等
老店在几年前升级为臻选店。臻选店的特色之一，
就是高端精选咖啡豆的现磨咖啡，并提供多样化的
冲泡方式。甄选咖啡口感更独特，价位也更高，APP
上显示某款手冲甄选定价74元。

瑞幸探索的是另一种发展之路。不以环境取
胜，钟情于好喝不贵、薄利多销的市场定位。虽然定
价 30多元，但海量的优惠券基本确保消费者能以 5
折左右的价格喝到咖啡，包装、口感都不错，从各店
铺进进出出络绎不绝的外卖小哥，可见其受欢迎程
度。小门店拉低成本、业务基本以外卖为主、产品上
新速度快，成为瑞幸近几年快速崛起的密码。蜜雪
冰城旗下的幸运咖，延续低价路线，一杯咖啡基本不
超10块钱。

与连锁品牌以量取胜不同，主打个性的本土独
立咖啡店，拼的则是特色。无论是咖啡还是蛋糕小
食，在各平台享有良好口碑的独立咖啡店，几乎都有
自己的明星产品，单杯咖啡的售价也并不便宜，20
多、30多、40多不等。“小众往往意味稀有，独立店以
特色产品取胜，品质是基本保障，再附加上环境氛围
内涵，价格往往不便宜。”某位咖啡资深人士介绍。

为城市增加更多国际范儿元素

如同茶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咖啡无疑是西方文
化的浓缩。越来越多的咖啡店亮相郑州，为城市增
添了不可或缺的时尚元素，也让城市在咖啡香中多
了一抹中西交融的国际范儿。

不同国家的咖啡品牌进入郑州，带来不同的文
化交融，让这座城市博采众长、兼容并蓄。星巴克正
在销售的甄选系列，带来了产自卢旺达、加拉帕格斯
群岛的咖啡豆。还有巴西、埃塞俄比亚等，世界各地的
咖啡豆汇聚郑州，带给郑州人不同的美味体验，以咖啡
为媒介，内陆郑州和世界遥远的地方紧密相关。

郑州的咖啡消费群体，几乎涵盖青年、中年、老
年等各个年龄层。青年小聚，没什么比充满时尚气
息的咖啡店更合适；中年在环境优美的咖啡店享受
片刻轻松，发一会儿呆或静静看一本书，咖啡香醇、
气氛美好。街角咖啡馆，既是城市风景，更是平凡生
活中一份轻松美好的象征。那欢快的音乐、青春的
笑脸、空气中弥漫的咖啡香味，赋予这座城市无限生
机和活力。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咖啡是最具西方特色的饮
品。新世纪以来，郑州咖啡市场快速更新迭代，无论
是从店铺形式，还是产品种类，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世界连锁品牌在这里生根开花，国内连锁品牌生
意兴隆，本土独立店也开拓出自己的天地，百花齐放
的咖啡市场，充分说明郑州咖啡消费的快速增长，随
着“Z时代”逐渐成为消费主流，郑州咖啡市场还将
持续发展壮大。

该人士认为，茶店咖啡店林立，中餐西餐店比
肩，不同文化的餐饮济济一堂，消费场景有更多选
择，恰恰彰显出郑州这座城市的开放度、包容度、国
际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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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河南首家肯德基
KCOFFEE咖啡馆亮相郑东新
区CBD核心商圈，引发业界对
郑州咖啡市场美好前景的无限
畅想。

另据悉，星巴克正弘城店
正在紧张装修中。进郑12年，
虽然门店位置有所调整，但星
巴克开店速度并没有减缓；国
内连锁品牌瑞幸，依托物美价
廉和产品创新，稳稳占据郑州
咖啡市场一方天地；而众多本
土独立咖啡店，依托个性的环
境和产品，业务经营有声有色。

郑州咖啡市场，在升级迭
代中持续升温，迎来百花齐放
的好时期。

察观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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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记者从省农业
农村厅获悉，省委农办近日印发了《河南
省秋粮增产夺丰收行动方案》，突出抓好
十项重点工作，推动秋粮大面积均衡增
产，确保全年粮食产量在 1300亿斤以上。

抓面积落实。年初，省农业农村厅已
将全年粮食生产目标下达到 17个省辖市
和济源示范区，要求各地结合今年夏粮生
产情况将秋粮面积落实到县，保障秋粮面
积稳定在7600万亩以上。

抓单产提升。开展粮食规模种植主体
单产提升行动。安排 2.75亿元资金，在 55
个县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以高产竞赛的
形式，支持从事粮食生产的家庭农场和农
民专业合作社争创高产。开展整县整建制
单产提升创建。安排 1.44亿元资金，支持
15个玉米县、5个大豆县整建制开展高产
创建，打造一批试验区、高产区、示范区，促
进大面积均衡增产。

抓提高密度。增加玉米、大豆种植密

度，力争全省玉米平均密度达到 4500株/
亩，大豆平均密度达到15000株/亩。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中，玉米平均密度
不低于 4000株/亩，大豆平均密度不低于
7000株/亩。

抓良种推广。在全省分区域抓好良种
推广，加速高产主推品种应用。

抓播种进度。各地要抢抓农时，在麦
收后及时播种，尽量早播，能早一天是一
天，玉米力争在 6月 15日前完成播种，大
豆力争在6月 22日前完成播种。

抓病虫防控。以草地贪夜蛾、黏虫、水
稻“两迁”害虫、棉铃虫、玉米螟、玉米南方
锈病、甜菜夜蛾、水稻纹枯病、稻曲病等为
重点，做好监测预警，统防统治和群防群治
相结合，努力实现虫口夺粮。

抓防灾减灾。遇旱时，各地要挖掘水
源、应浇尽浇，尽力扩大浇水面积，提倡采
用沟灌、畦灌、微喷、滴灌等节水灌溉措施；
遇涝时，要及时疏通沟渠，抢排积水，防止

渍害发生；遇高温时，要通过以水调温和喷
施叶面肥、植物生长调节剂等措施，增强植
株抗逆性，减轻高温影响。

抓一喷多促。省市县三级要多方筹措
资金，在玉米灌浆中后期，统一组织开展

“一喷多促”，以喷施磷酸二氢钾为主，混合
喷施调节剂、抗逆剂、杀虫剂、杀菌剂等药
剂，促进植株稳长，促进灌浆和粒重增加。

抓领导示范田。以玉米、水稻、大豆为
重点，建立省、市、县农业农村部门领导示
范田，省农业农村厅厅级领导在分包地市
每市建立 1个高产示范田，每个示范田面
积不少于 10000 亩；市、县农业农村部门
领导干部参照省厅建立高产示范田，每个
示范田面积不少于3000亩。

抓机收减损。发挥好农机购置补贴和
农机报废更新政策，鼓励农民购置先进适
用的收获机械，促进智能高效收获机械应
用。开展农机手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农机
手操作技能。

省委农办印发《行动方案》

十项措施助秋粮增产丰收

“杨梅之乡”
迎丰收季

6月 12日，在慈
溪市横河镇梅园村的
杨梅园中，种植户采
摘成熟的杨梅。

近期，“中国杨梅
之乡”浙江省慈溪市
的露天杨梅进入成熟
期，陆续采摘上市。
今年慈溪市杨梅总面
积稳定在 8.4 万亩，
预计总产量 4.5 万
吨，同比增长2.6％；
产值 4.8 亿元，同比
增长6.67％。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上接一版）省级 4 条，其中德化步行街入围
国家级步行街改造提升试点。在拓展消费
场景方面，通过绘制奢侈品、服装、咖啡奶
茶、康养、休闲等行业细分领域前 30名企业
地图，由专人专班引育，嵌入特色商业街
区。目前商业领域正在积极对接高端商业
项目，加快建设大型商业综合体，逐步引入、
落地服装、咖啡奶茶、餐饮等行业知名品
牌。同时，进一步提升合记烩面、蔡记蒸饺、
葛记焖饼等本土老字号品牌影响力，全力推
动“老字号”焕发新活力。

在文旅消费方面，全方位打造文博郑州、
寻味郑州等 7大主题，几十条精品旅游线路，
针对暑期学生策划推出短途、性价比高的时
尚旅游专线等；提质文体消费方面，举办多场
重大赛事活动，筹备“郑州第二届喜剧生活
周”，对接、策划“中国木偶演出季”活动等；激
活大宗消费方面，积极筹备国际汽车嘉年华、

“乐驾一夏”骑车焕新季活动，加密公交场站、
城市快速路、地铁站点及公园等公用充电设
施布局等。此外，还包括做强会展经济，对标
一线城市提升消费国际范儿等方面。

“商都”活力焕发

如何更好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让“商
都”成为世界商都？河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

副院长高亚宾曾对郑州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

设给出建议：以人为本，打造“近悦远来”国际

消费目的地；以文为魂，将文化元素根植于消

费全过程；以数为媒，推动消费与数字化的全

面融合；以信用为底座，构建“诚信、安全、便

利和人文关怀”的消费环境。

他认为，推动郑州国家中心城市提质进

位，必须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充分挖掘交
通、文旅、商贸、跨境电商等优势，打造独具特
色的消费 IP，成为对接全球消费市场、吸引全
球消费者的枢纽和平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关键支撑。

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下一步，郑州将对
标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评价指标，着力在细化
配套政策、强化项目支撑、聚集资源要素、丰
富场景业态、改造提升传统街区等下大功夫，
围绕重要节点统筹策划，持续推动消费热潮，
全力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活 力 商 都 启 新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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