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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许一体化”实施伊始，我市便确
立了“立足许昌、对接空港、发挥优势、错
位发展”的总思路和交通、产业、生态、平
台、功能、空间“六大对接”总路径。

生态对接是“六大对接”中的重要一
环。2019 年，在实施郑许市域铁路、忠
武路等交通项目的同时，我市积极开展
生 态 项 目 建 设 ，推 进 生 态 对 接 。 2020
年，我市还将重点打造域内水系生态景
观，提升国土绿化水平，打造宜居之城。

“龙吸”清泉上首山
5 月 17 日上午，襄城县山头店镇张

店 村 村 西 ，白 灌 渠 西 岸 有 一 段 长 约 20
米、铺着青灰色连锁砖的护坡。其中间
部位设有一扇口门，下部没入渠水中，前
部还安装有铁栅栏阻挡异物。这里是引
汝提灌工程的取水口。

取水口西侧的堤岸上，还有一座刚落
成的小院。“这座小院是引汝提灌工程的
泵站！”襄城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
任张尽辉说，襄城县引汝提灌工程主体分
为泵站与管线两个部分。白灌渠水通过
取水口进入泵站，再由泵站提水上山。

首山山顶有一座西岳庙，庙前不远
处的山体上有一个碧波荡漾的水池。“这
是 7 号 蓄 水 池 ，储 水 量 可 达 3000 立 方
米！”张尽辉介绍，工程人员利用首山山
顶既有的洼地或矿坑，修建了 7 座蓄水
池，总储水量可达 20000 立方米。

首山原先是座荒山。2019 年以来，
襄城县水利部门对白灌渠的北汝河至平

顶山市界段进行了疏浚，重建后的新大
陈闸于 4 月初下闸蓄水。这使北汝河河
水倒灌入白灌渠，倒灌水量达 220万立方
米。基于这些有利条件，襄城县引汝提
灌工程于今年 3 月正式上马，4 月底完成
主体工程，并于 5月 1日成功通水。

白灌渠边的取水口、泵站、管线和山
顶 储 水 池 ，构 成 了 一 个 完 整 的 取 水 系
统。它犹如一条伏在首山东端的巨龙，
把滚滚清泉“龙吸”上山。这些清泉，将
对首山乃至许昌的生态建设起到积极作
用。

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
襄城县引汝提灌工程是近年来我市

积极修复生态环境，加快生态项目建设

的缩影。
2019 年，我市坚持生产、生活、生态

融合发展，依托许昌良好的生态优势，着
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宜养的生态之城。

在加强生态廊道建设方面，我市重
点推进新 107 国道、京港澳高速公路等
干线交通生态廊道建设和南水北调渠水
系生态廊道建设，推动形成联通一体的
大都市区林网和水系景观。

在实施重点区域生态提升工程方
面，我市以中心城区生态提升、乡村绿化
美化、水生态综合治理等为重点，实施双
洎河国家湿地公园、清潩河长葛段综合
治理等一批重大项目，进一步擦亮许昌
生态名片、彰显生态魅力。

我市推进以鄢陵为中心区的苗木花

卉、休闲养生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变，
打造国家生态健康养老养生示范基地。

我市还依托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
实施禹州西部山区绿化工程，加快构筑
西部山区生态屏障。

水系生态景观更加亮眼
今年，我市将继续加大生态项目建

设力度。《许昌市 2020 年郑许一体化工
作方案》中，就包含了多个重点生态项
目。依托实施这些项目，我市积极打造
域内水系生态景观，提升国土绿化水平。

许昌市主城区北部水生态修复工
程，主要对主城区北部进行水生态修复，
包括河道清淤疏浚 19.4 公里、景观绿化
37.4 公里、河道连通 12.15 公里、蓄水湖
84.3 万立方米和城市休闲后花园、湿地
公园、大地景观走廊建设等。

南水北调中线禹州沙陀湖调蓄工
程，主要包括引水工程和沙陀湖调蓄工
程，规划总库容 1.85 亿立方米。该项目
位于南水北调河南段中游，总投资 50 亿
元，建成后对提高总干渠调蓄能力、保障
总干渠供水安全、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具
有重大意义。该项目力争于今年完成前
期工作。

许昌市再生水输送工程，将引清潩
河马岗闸出境的生态水和瑞贝卡污水厂
排放的中水，经管网输送至中心城区河
湖水系上游，用于生态补水。该项目总
投资 6.55 亿元，主要建设再生水输送管
网工程，推动再生水开发利用。

我市在实施郑许市域铁路、忠武路等交通项目的同时，积极推进郑许生态对接

“龙吸”清泉上首山 林水相依魅力显
□ 记者吕正子通讯员赵俊娟

本报讯（记者 张辉 通讯员 贾云
涛）春末夏初，杏果飘香。5 月 15 日，
禹州市无梁镇王家村路两旁，核桃树、
山楂树、杏树郁郁葱葱；远处山坡上，
成片的杏树生机盎然，一个个黄澄澄
的杏子缀满枝头。贫困户赵新敏站在
地头，看着自家长势正旺的果树，脸上
充满笑意。

今年 56 岁的赵新敏因幼时患小儿
麻痹症落下重度残疾，妻子是聋哑人，
女儿远嫁他乡，生活较为贫困。2016
年 ，他 家 被 识 别 为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

“以前只能说勉强糊口。”当日，回忆起
以前的日子，赵新敏红了眼眶。

“现在，村里想方设法帮助我们，
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除了残疾补贴
外，村里还给我们家修了厕所、厨房，
每月还有电费补助。”此外，村里还给
赵新敏安排了森林防火员、保洁员等
公 益 性 岗 位 ，他 家 因 此 每 月 可 收 入
1000 多元。

要输血更要造血。为了保证赵新
敏家收入稳定，在村里的帮助下，他在
自家田地里种植了桃树、核桃树和山
楂树等果树近 300 棵，仅此一项每年便
可增收 5000 元。2019 年，赵新敏家脱
贫。在王家村，像赵新敏一样因为种
果树走上脱贫路的还有不少。目前，
全村 5 户 9 人贫困户已脱贫 4 户 6 人，
仅剩 1户 3人未脱贫。

王家村位于禹州最北部，与新郑
市毗邻，多山地，共有 10 个自然村，145
户 567 人。“我们这儿地理位置较为偏
僻，多山地，有种植杏树的传统，几乎

每家房前屋后都种植有杏树。因此，
我 们 考 虑 通 过 种 植 果 树 发 展 集 体 经
济，增加群众收入。”当日，王家村党支
部书记王院民说。

2003 年，王家村开始大规模种植
杏树，目前果树面积约 400 亩，占全村
全部耕地的 1/3。每到春夏时节，杏花
如云，杏果飘香，吸引了不少附近村子
的人前来游玩。“今年，受疫情影响，杏
花节未能如期举办。目前，杏子已经
陆续进入成熟期。在镇里的统一组织
下，我们在上周举办了金杏采摘节。”
王院民说，“以前，村民费力将果子运
到集市上也卖不上好价钱，举办采摘
节可以减轻村民的劳动强度，还可以
创造更多的收益。”

杏树林中间分布着刚刚修好的蜿
蜒小路。“为了办好采摘节，从 2019 年 9
月开始，我开始组织村民修路。截至
目前，共修路 6.5 公里。”王院民说，“现
在，村民骑着三轮车直接到果园里，采
摘果子再也不用肩挑手提了。”

便利的交通条件还为发展乡村旅
游创造了条件。王家村文化旅游资源
丰富，境内有周定王陵、阴阳沟、白龙
庙、黑龙潭等景点。其中，周定王陵是
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修路
是为了让这些景点能够和山顶的滑翔
伞基地和周定王陵景区连接起来，形
成环线，带动乡村经济发展。”说起未
来的发展，王院民充满期待，“未来，我
们要利用现有的资源发展民宿，打造
小 吃 街 ，让 村 民 的 生 活 更 上 一 个 台
阶。”

本报讯（记者 代玺 通讯员 赵素
鸽）在襄城县汾陈乡方庄村，一提到
奶牛和鲜牛奶，人们就会说到“牛仔”
闫浩强。闫浩强的名字已经和他卖的
鲜牛奶一样以“诚信优质”的形象深入
民心。

“来看看俺的牛，这可不是一般的
牛，是纯正的荷斯坦奶牛。”5 月 14 日，
在位于襄城县汾陈乡方庄村的俺滴牛
牧场直送鲜奶奶源基地，河南源荣牧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闫浩强对记者说。

闫浩强打过工、做过小生意，还干
过 6 年的煤炭运输生意，曾是专职司
机。多年打拼后有了一些积蓄，闫浩
强决定重新创业。

2011 年，从司机转型成为养奶牛
的“牛仔”，闫浩强成立了河南源荣牧
业有限公司。公司刚开始运营时，由
于缺乏喂养经验，他花了大价钱买的
进口奶牛有的不产奶，有的产奶量太
低 。 好 多 奶 牛 只 能 以 肉 牛 的 价 钱 卖
出。

2012 年起，闫浩强一头扎进了牛
堆里。牛长膘了，他高兴；牛产奶了，
他开心。如果牛生了病，他变得忧心
忡忡、紧张不已，日夜守在牛棚里，给
牛喂水喂药，直到牛康复为止。用他
的话说，就是把牛当成自己的亲人一
样来看待，牛的生活状态决定了他的
喜怒哀乐。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闫浩

强的悉心照料下，他饲养的奶牛茁壮
成长，产奶量上去了。凭借过硬的品
质，闫浩强终于征服了牛奶行业的巨
头，成了伊利集团的供货商。

好的销量离不开好的奶源，好的
奶 源 离 不 开 牧 场 工 作 人 员 的 悉 心 照
料。“俺这儿的奶牛吃的有甜菜颗粒、
压片玉米、全棉籽、苜蓿草、燕麦草等
11 种草料。为啥俺这里的牛奶喝着甜
丝丝的？因为奶牛吃的草料中添加有
全株玉米。不同时期的奶牛吃的草料
搭配不一样，有讲究的。”谈起奶牛的
喂养，闫浩强一副“超级奶爸”范儿。

截至目前，闫浩强的公司已有员
工 25 人，引进国外荷斯坦奶牛和黑白
花奶牛 900 多头，每天为伊利集团提供
5000 公斤至 1万公斤的生奶。

“现在公司发展了，我一直在想着
怎么更好地回馈社会。”闫浩强介绍，
河南源荣牧业有限公司专门雇了十几
位贫困户为襄城县客户配送牛奶；在
基地里，多个后勤岗位都是附近的贫
困户，不仅包吃包住，而且每月还有
2000 元左右的工资；另有多家贫困户
参与了公司经营，收入连年增加。

如今，养最好的牛，产品质好奶，
让襄城县人民喝上一杯无添加的好牛
奶，闫浩强这个朴实的愿望正在一步
步成为现实。

金杏飘香迎客来，村民走上致富路 吸收贫困户养牛，日子越过越甜

首山山顶的7号蓄水池 记者吕正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