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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至开封开通
客运旅游新线

下周一开行 每日往返各一班

本报讯（记者 张倩 实习生 于记兆）为助推郑开两地旅游出
行更加便捷，4月 21 日起，郑州交运集团将开通郑开“旅游 K
线”，该线路从郑州火车站西广场始发，贯穿开封万岁山、天波
杨府、龙亭、中国翰园等热门景区，终点站到达开封清明上河
园，全程票价 12元，半程票价 6元（以雁鸣湖为界）。此次新线
路的开通将极大方便市民的旅游出行需求。

郑开“旅游 K线”从郑州火车站西广场发往开封清明上河
园，每日往返各一班，去程发车时间为 6:50，途经绿城广场青
少年宫（公交站）、碧沙岗西门、医学院（7号线A口）、金水路大
石桥（公交站）、金水路紫荆山（西南公交站）、金水路民航路（1
号线 F3口）、金水东路黄河路（东南角公交站）、金水东路心怡
路（5号线 B口）、金水东路明理路、雁鸣湖、市民之家、开封万
达广场、金明广场东南角、小宋城、龙亭北路与龙亭西路口(万
岁山、天波杨府、龙亭)、清明上河园；返程发车时间为 17:00，
移除了绿城广场青少年宫、碧沙岗西门两个站点，其余站点与
去程基本一致。

该线路自运行之日起，原郑州火车站西广场至开封宋城站
线路同步停运。有出行需求的乘客可通过“郑州交运”微信公
众号或“豫州行”小程序购票，客服电话96606。

要闻·综合

本报讯（记者 袁帅）用
三年时间，全省设施种植
业总产值突破 900亿元，设
施种植业收入占农村居民
经营净收入比重提高 2 个
百分点……4 月 18 日，省
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
因地制宜发展设施种植业
促进农民增收三年行动方
案》，为我省设施种植业发
展规划蓝图。

在守牢粮食安全底线，
确保粮食面积、产量不减少
的前提下，以增加农民收入
为目标，以设施种植园区建
设为抓手，按照《方案》，我
省将开展设施用地挖潜、设
施种植园区建设和产业融
合发展“三大行动”。

设施用地挖潜行动。力
争用 3年时间，分批分步为
每个行政村安排100亩左右
相对集中的一般耕地，保障
设施种植业稳步发展。到
2027年，所有县（市）制定完
成设施农业用地选址指引，
全面完成行政村设施农业用
地选址，具备条件的行政村
全部完成设施种植园区建
设，全省设施种植业总产值
达到900亿元。

设施种植园区建设行
动。以县为单位制定设施
种植业发展规划，按照“1个
标准园区+N 个生产园区”
的模式，通过改造提升一

批、盘活利用一批、布局打造一批、连片建设
一批，以干道两侧、村镇周边为重点，分批分
类推进设施种植园区建设。县级统筹整合
土地、资金、技术、市场等要素，建设 1~2个
产业特色明显、占地面积 100亩左右的现代

设施种植标准园区。支持引导独立分散经

营的农户集中连片建设生产园区，形成组织

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基地。

产业融合发展行动。支持农民专业合

作社和家庭农场发展保鲜、烘干、分级、包装

等初加工。支持企业开发冷链食品、休闲食

品、功能食品等深加工产品，抢占高端市

场。支持各地推动延链补链强链，打造设施

种植园区和产业强镇，争创国家级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加快发展农村电商、直播带货等
销售新模式，举办大型展会和“豫农优品天
下行”活动。支持与生鲜电商、超市和食品
加工企业合作共赢，加大直采直供、连锁经
营力度，创响一批区域公用品牌、产业品牌
和产品品牌，促进设施农业优质优价。

本报讯（记者 袁帅）如何让资源

变优势，助力我省实现从“农业大省”

到“产业高地”的转变？4 月 17 日，记

者从省政府办公厅获悉，我省印发

《河南省乡村富民产业发展行动方案

（2025—2027 年）》，明 确 2025 年 至

2027 年，我省将聚焦粮食、畜牧渔业、

油脂油料等六大产业集群，因地制宜

培育 18条乡村富民产业链，全力推进

我省乡村富民产业高质量发展，拓宽

农民增收渠道，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让农民可支配收入超2.6万元

《方案》明确，聚焦六大产业集群，
因地制宜培育 18条乡村富民产业链，
力争用 3年左右时间，培育一批产值超
百亿元、千亿元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
设一批产值超十亿元乡镇，创响一批

“乡字号”“土字号”乡土品牌。联农带
农富农取得新突破，农民经营性收入和
工资性收入显著提高，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 2.6万元以上，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进一步缩小。

全力打造粮食产业群

《方案》指出，要全力打造粮食产
业群。

小麦产业链。加快推进豫北豫中

豫中东优质强筋小麦、豫南沿淮优质

弱筋小麦、豫中和南阳盆地优质中筋

小麦生产基地建设，开发中高档主食

加工产品，推动主食产业化发展。到

2027年，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 8500万

亩以上，产业链规模达到 2500 亿元。

玉米产业链。稳定传统玉米种植面

积，积极发展鲜食玉米、青贮饲料玉

米，推广高赖氨酸玉米、高油玉米、高

淀粉玉米等药用、酒用和加工专用品

种。支持企业发展玉米淀粉、蛋白饲

料、乙酸乙醇、果葡糖浆、聚乳酸等精

深加工产品。到 2027年，玉米种植面

积稳定在 5700万亩左右，产业链规模

达到 1500 亿元。红薯产业链。扩大

豫西南、豫西丘陵旱地红薯集中种植，

推广蜜薯、优质高淀粉薯品种。支持

企业发展红薯淀粉、粉丝粉条、酸辣粉
等精深加工产品。到 2027年，红薯种
植面积稳定在 300 万亩左右，产业链
规模达到 700亿元。

发展畜牧渔业产业精深
加工产品

在畜牧渔业产业集群方面，《方案》

指出，打造生猪产业优势区。支持肉制

品生产加工企业推进肉品冷链化流通、

冷鲜化上市，发展火腿肠、肉脯等精深加

工产品。到2027年，生猪出栏量稳定在

6000万头左右，产业链规模达到 3000

亿元。以养牛大县和肉牛重大项目建

设为重点，打造肉牛优势产区。到2027

年，肉牛饲养量达到600万头，产业链规

模达到900亿元。推进黄河鲤鱼、水库

鱼、冷水鱼、观赏鱼和稻田虾等细分产业

链发展，引导企业发展分割腌制制品、鱼

丸鱼糜制品、医药保健品等精深加工产
品。到2027年，水产品总产量达到105
万吨，产业链规模达到270亿元。

推广花生新品种

在油脂油料产业集群方面，《方案》
要求，打造沿黄及黄河故道大果花生、豫
南豫西豫西南小果花生优势区，发展高
油、高油酸花生，推广高蛋白花生、食用
花生新品种。到2027年，花生种植面积
稳定在 2000万亩左右，产业链规模达
到1400亿元。建设豫东豫中豫南优质
高蛋白大豆产业带，积极选育推广高产
高油大豆。到2027年，大豆种植面积稳
定在 550 万亩左右，产业链规模达到
200亿元；建设豫东豫南豫西优质芝麻
生产基地、豫南油茶基地、豫西豫北核桃
基地。到2027年，特色油料种植面积稳
定在 800 万亩左右，产业链规模达到
1000亿元。

支持建设惠济区蔬菜
品种地展基地

在特色果蔬产业集群方面，《方案》

要求，巩固提升 50个蔬菜大县产业发

展优势，支持建设现代设施种植基地、

济源蔬菜种子繁育基地、郑州惠济区蔬

菜品种地展基地、平顶山和周口韭菜良

种繁育基地。到 2027年，蔬菜种植面

积稳定在 2600万亩左右，产业链规模
达到2200亿元。

建设豫西黄土高原和豫东黄河故
道优质苹果、豫东南优质梨、豫北花椒、
豫南板栗、新郑大枣、中东部平原特色

果品生产区和城市近郊鲜果生产基
地。做大做强月季、牡丹、菊花、蜡梅、
玉兰等优质特色花木产业。到 2027
年，产业链规模达到600亿元。

以十大“豫药”为重点，建设大别
山、伏牛山、太行山、怀药区和黄淮海平
原五大道地药材基地。改造提升中药
材市场，打造全国重要的中药材集散中
心。到 2027年，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
600万亩，产业链规模达到1600亿元。

鼓励电商平台打造“村播
学院”

乡村文旅项目是当前农民增收的
重要手段，《方案》要求大力发展乡村农
文旅产业集群。

发展壮大竹沟镇乐器、嵩山宝剑、
三河尖乡柳编、朱仙镇木版年画等一批
特色手工业，创响乡土品牌。到 2027
年，产业链规模达到1000亿元。

以“三山一滩”为重点，推动农文旅
深度融合，发展休闲农业、乡村康养、乡
村民宿、乡村体育、乡土文艺、教育研
学、非遗传承、夜经济、特色美食等乡村
文旅产业。打造一批“黄河民宿”“太行
民宿”“大别山民宿”“伏牛山居”等精品
民宿集群。到 2027年，产业链规模达
到3000亿元。

《方案》要求，鼓励电商平台、直播
团队打造特色产品直播基地、“村播学
院 ”。 到 2027 年 ，产 业 链 规 模 达 到
2370亿元。

推动各类人才向乡村聚集

为确保产业集群能够顺利落地，

《方案》还提出了一系列保障措施。推

动各类人才向乡村聚集，有序引导大学

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

业家入乡。统筹高素质农民培育、致富

带头人培训等培训计划资源，造就一批

“土专家”“田秀才”“乡创客”。实施乡

村工匠“双百双千”培育工程，在刺绣印

染、雕刻彩绘、传统建筑、陶瓷烧造等领

域，认定一批乡村工匠名师、大师，设立

一批名师工作室和大师传习所。

稳步推进“富民贷”和“富民产业

贷”试点，用好“精准扶贫企业贷”政策，

支持金融机构推出更多符合乡村富民

产业发展特点的金融产品。

河南印发《方案》推进乡村富民产业高质量发展

重点培育18条乡村富民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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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农业大省”到“产业高地”
我省接连发文规划发展“路径”

鸢舞春风花似蝶 万株娇蕊待君来

绿城广场有场花事
要给你“好看”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 通讯员 于雅楠 文/图）春意盎然，鸢尾
翩跹。18日，由郑州市园林局主办、郑州市公园广场事务中心
承办的市绿城广场第十七届鸢尾花展开幕（如图），将持续至 5
月 6日。

本届花展以“鸢舞春风 花漾绿城”为主题，精心呈现 40
个有髯鸢尾品种（共计 10万株），其中“浪琴”“苏丹宫殿”“收
获回忆”“天路”等 10 个品种为首次引进；同时，搭配大花飞
燕草、羽扇豆、毛地黄等 3万余盆时令花卉，共同打造沉浸式
春日赏花体验。

花展设室内展区和室外展区，室内展区展示花艺鸢尾、
品种鸢尾、诗画鸢尾、DIY 鸢尾，让游客体验种植乐趣；室外
展区主要分布在广场东环路和西环路沿线，沿东环路多个
鸢尾花境中穿插绣球、鼠尾草等宿根植物，呈现野趣盎然的
生态画卷；西环路设置蝴蝶振翅、蜜蜂采蜜等 5 组童话艺术
装置，打造童话般的奇幻世界。4 月 18 日~25 日为有髯鸢
尾早花品种观赏期，4 月 25 日~5 月 6 日为有髯鸢尾晚花品
种观赏期。

花展期间，绿城广场南入口和北入口分别设置主题花坛、
“哪吒闹花海”打卡点和“鸢尾乐园”主题花境，以高饱和色彩给
市民带来美的视觉冲击。

商圈、学校、地标建筑……最
近在郑州逛街、遛弯的你，有没有被
一波“交通安全标语”撞个满怀？郑
州交警的“亮屏行动”正在进行时，
让交通安全时刻“抬头见”！

“行人要走人行道，安全出行
最重要。”“爱车不乱停，城市显文
明。”“全神贯注每一刻，安全驾驶每
一程。”……在银基广场、新田360
广场、中原万达、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等商圈、地标的大屏幕上，以往都是
明星代言的主场，最近，郑州交警却

站上了C位（如图）。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郑州市区151个点位已滚
动播放交通安全提示超10万次。

五一假期即将到来，郑州交
警将持续在景区、客运站、火车站
加大“刷屏”模式，让人们在观光
打卡、乘车赶路的同时，顺便把安
全知识刻进“DNA”。

据介绍，自春运以来，郑州交
警精心挑选“规范停车一小步，文
明出行一大步；马路不是赛道，翻
越护栏危险；骑车戴头盔，出行平

安归”等 40余条文明标语，在全
市主干道的交通诱导屏和电子屏
循环播放，让大家抬头能看到、低
头能想到，切实提高交通参与者
的文明出行意识，最大限度发挥
直观高效的宣传提示效果。

怕您审美疲劳，郑州交警还
贴心做到标语周周不重样，把交
通安全“植入”到您的生活中……
下次路过这些屏幕，别忘了停下
脚步读一读，郑州交警的“碎碎
念”，守护您平安畅行每一天。

郑州交警“碎碎念”守护平安每一天
本报记者 刘德华 张玉东 文/图

你微微一笑的样子，很美
郑州唇腭裂公益救助行动“启航”

本报讯（记者 汪辉 王红）一个微笑，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人
生；一份善举，能够温暖整个社会。第十八届“郑州唇腭裂公益
救助行动”18日正式“启航”。截至目前，这趟不停歇的“爱心之
舟”，已累计帮助4000余名唇腭裂患儿重绽自信笑容。

作为常见的先天性面部畸形，唇腭裂不仅影响患儿容貌，
还可能导致进食、语言及心理发育障碍。然而，部分家庭因经
济困难无法承担治疗费用，错失最佳干预时机。公益行动将集
结国内著名唇腭裂专家，组成多学科医疗团队，为符合手术条
件的患者提供免费手术。

据悉，“郑州唇腭裂公益救助行动”由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牵手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逸杰国际慈善基金会联合主办，本
次公益活动按照“精准筛查、多学科会诊、全程跟踪”的标准化
模式进行救治，4月 19日、20日，专家团队集中为完成资质筛查
的患儿集中实施手术。

谁能问鼎河南“球王”
看网球争霸赛在郑挥拍
本报讯（记者陈凯通讯员闫智勇）4月19日，2025年河南第九

届网球球王争霸赛在河南省体育场馆中心（东区）二期挥拍开赛。来

自省内外的百余名网球爱好者汇聚郑州，激情挥拍一较高下。

河南网球球王争霸赛，由河南省体育局指导，河南省网球协
会、河南省体育场馆中心主办，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赛
事设有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及混合双打 5个项目，采用单淘汰
制，根据参赛选手的不同年龄分为7个组别，覆盖16岁至65岁的
全年龄段网球爱好者。本届河南网球球王争霸赛沿用了“分站
赛+总决赛”的赛程模式，设有三站分站赛及一场总决赛。

自2015年首届赛事举办以来，河南网球球王争霸赛累计吸引
超万人次参与，逐步成长为河南面向全国的业余网球品牌赛事。
作为河南省全民健身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南网球球王争霸赛
推动了网球运动在我省社区、学校、企业中的普及，促进了跨年龄、
跨职业人群的交流，为更多年轻球员提供了展示平台。

河南第九届网球球王争霸赛已经精彩启幕，全民网球热情
已经点燃，最终谁能问鼎本届“球王”？答案将在今年9月的总决
赛中揭晓，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是写给郑州的最美“情书”
听三位青年艺术家的深情告白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有人执
笔勾勒郑州的悠久年轮，有人举
起镜头定格城市的浪漫诗意，还
有人用细腻文字记录商城的人间
烟火……面对郑州这座历史悠久又
洋溢青春活力的城市，郑州青年如
何表达他们深沉且赤诚的热爱？4
月 19日，“商都故事会”邀请 3位知
名青年艺术家，齐聚郑州商代都城
遗址博物院，在“商城之心”集体告
白郑州这座古老又年轻的城市。

10年只画一座城，郑州城市手
绘记录者刘炳晗用600余幅钢笔画
记下他与郑州的点滴故事，见证城
市的飞速成长。20年光阴匆匆，从
郑州东区的高楼线谱、金水区的梧

桐大道、人民公园的绿意葱茏、国棉
四厂的人间烟火，到古城垣怀抱中
的商都遗址博物院，再到文庙廊柱
间跃动的光斑，刘炳晗用一幅幅线
描画记录这座城市文脉的动人瞬
间，让观众愈发清晰地感受到“商城
之心”的蓬勃脉动。

数次攀上黄盖峰，在少室山被
暮色淹没时离去，又或是夜宿山顶
寺庙等白雪覆盖……摄影家刘客白
的镜头在“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之
间穿梭，只为捕捉古景古建的“灵
魂”。一年四季，日暮变换，景色各
异。观众在“城市文化会客厅”，通
过一幅幅光影叙事将郑州的锦绣河
山与摩楼阁窗尽收心底。

作家衣水的笔下，商都传说融
入了现代都市，故事中的郑州超脱
寻常，但又处处可见本土化的身
影。“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郑
州也有这么梦幻的一面啊。”听完一
个个超现实的故事，现场观众忍不
住神思飞扬。

一场“商都故事会”，3 位青年
艺术家，向满席的城市文化爱好者
分享对郑州商都文化的独特理解和
火花四溅的灵感瞬间。活动结束，
这场由绘画、摄影与文字引发的层
层涟漪仍在继续，观众久久沉浸在
关于城市文化印记的思考与交流
中。在“商都故事会”聆听城市活力
之声，郑州商城的故事未完待续。

采暖季热力新用户
报装工作全面开启

本报讯（记者 张华 通讯员 武亚杰）记者昨日从郑州热力集
团获悉，2025—2026年度采暖季热力新用户报装工作已经全
面开启。如果您所在的小区尚未接入集中供热系统，请尽快与
郑州热力联系提交供热报装申请登记表。根据规定，新增热用
户须在每年 4月 1日至 6月 30日期间与供热单位签订书面合
同，并办理相关手续。

据了解，集中供热报装须由小区物业、开发商或业主委员
会统一提交申请。因集中供热系统需整体规划建设，暂不接受
居民个人单独申请。报装流程已实现 1张表单、2个环节、办理
时限不超过 3个工作日（即申请受理 1个工作日、勘验开通 2个
工作日）的报装“123”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