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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泽垚 张豪

朱丝语

眼下，正值春日好时光，淮
滨县市民纷纷像欢快的鸟儿一样
飞出家门，去踏青赏花，尽情感受
春天那迷人的魅力。

“听说公园的迎春花开了，
我特意和几个朋友过来拍照。
你看，可真美啊！”市民白女士眼
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只见她
脱掉了那厚厚的棉衣，如同摆脱
了冬日的束缚，身姿轻盈地漫步
于公园的花草之间。她一边走
着，一边和朋友们愉快地聊天，
还时不时举起手机拍照，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

蜡梅、迎春、桃花、海棠……
这些娇艳的早春花就像一群报
春的使者，拉开了淮滨春日的序
幕。它们与淮滨独具特色的风
物、建筑、景观相互映衬，仿佛是

大自然这位神奇的画家绘制出
的一幅极具冲击力的视觉大片，
彻底颠覆了淮滨以往给人的低
调印象，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鲜
活的春日画卷。

“天气这么好，我们当然要
和好友们一起享受这美好的时
光啦。”90后“宝妈”林女士满脸
惬意地说道。她和好友们选择
一起围炉煮茶，那袅袅升起的茶
香仿佛是春天的气息在茶水中
弥漫开来；大家还一起烧烤露
营，欢声笑语在空气中回荡。

近年来，淮滨县以“文旅融合”
“交旅融合”为抓手，全面推进全域
旅游发展，形成了城区与乡村联
动、自然与人文并重的旅游格局。

在城区，该县通过水系连通
工程，打造了“金河、银河、东西
湖、金湾湖、天镜湖”等城市水
系，形成 25公里绿色水廊，构建

“水在城中流，人在画中游”的水
乡特色。东西湖景区原是低洼
沼泽地，经治理后成为连接新老
城区的“城市之魂”，沿湖建成
8000 米景观道路和 18 个岛屿，
成为市民休闲打卡地。

春日焕生机，出游正当时。
在乡村，该县通过打造“一村一
特”旅游文化特色村体系，将乡
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
例如，牛旦湾风景区作为淮滨县
的网红打卡地，设置了游玩区、
园林生态观光区等多个区域，成
为家庭游客的休闲好去处。淮
南湿地保护区依托淮河、白露河
等水域及滩涂地，打造生态观光
区。兔子湖因形似兔子得名，以
垂钓、采莲、农家体验吸引游客，
周边建设了 11.5公里的乡村振
兴旅游示范路，入选信阳市“十
佳最美旅游公路”。

春日焕生机 出游正当时

本报讯（记 者 张 方 志）
近年来，我市新能源汽车的数量
不断增加。伴随而来的是充电
桩的需求量随之大涨，充电还不
太方便成为中心城区的一大现
状。我市连续两年将建设新能
源汽车充电桩定为重点民生实
事。为了推动新能源汽车充电

“最后一公里”这个问题的解决，
蛇年春节刚过不久，我市便计划
再建集中式充电站。

记者从信阳市公共资源交
易公共服务平台（信阳市电子招
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上发布的
项目招标公告上获悉，本次拟计
划建设的集中式充电站包含十七

个地块，分别为：圣达广场、申泰
商贸城、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平桥
会展中心、鸡公山风景区、明港图
书馆、明港尚庭春天、军韵花园、
十三里桥、谭家河、董家河、龙欣
社区、南湾湖滨花园、南湾安民小
区、湘河湾、明港高铁站，范围既
涵盖了中心城区一些大型商超、
公共场馆、车站，也覆盖了部分小
区和家属院，同时还覆盖了浉河
区的部分乡镇和景区。

此外，记者了解到，这十七
个地块上所建的集中式充电站，
内容也极为丰富，主要包含 3台
630kva箱式变压器、1台1250kva
箱式变压器、3 台 1000kva 箱式

变压器、1 台 800kva 箱式变压
器、1 台 1600kva 箱式变压器;42
台 160kw 一体式双枪直流充电
桩、1套 600kw充电主机(包含 6
个风冷双枪终端)、2套 600kw充
电主机(包含2台风冷单枪终端、
2台液冷单枪终端、6台风冷双
枪终端)、119 台 7kw 单枪交流
桩、1座单排钢结构光伏车棚等。

据悉，此次中心城区电动汽
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计划
总投资为 2300 万元，预计工期
为 60日历天。该项目建成投入
使用后，中心城区广大新能源车
主在给自己的爱车充电上将有
更多的选择和便捷。

让新能源汽车充电更方便
中心城区计划再增加一批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最是一年春光美，踏青游园正当时。连日来，我市天气变
暖，春意渐浓。市民纷纷走出家门，或在公园悠闲地品茶，享受
着节后的宁静与惬意；或聚集在栈道旁，沉浸在牌局的欢乐之
中，或放飞风筝，孩童们尽情享受欢乐。图为近日市民在平桥
两河口湿地公园内游玩时的场景。 陈 萍 摄

乡村春种忙
路上“药”飘香

2 月 17 日，沿着平桥
区的乡村彩虹公路慢慢前
行，洋河镇周畈村天然居
农场静静地坐落道路一
旁。药材种植基地清新的
草本世界里，堆满了即将
种植的丹参幼苗。猫爪
草、地黄、知母等 8种中药
材织密大地，连片的药苗
挺拔翠绿，微风拂过，药香
阵阵。

管护工人张国成正手
持小型锄头，给丹参幼苗
轻轻松土，动作娴熟又轻
柔，生怕伤到幼苗纤细的
根系。他不时停下，仔细
查看已种下的幼苗生长状
况，眼里满是关切。旁边
的杨艳梅则提着喷壶，均
匀地为幼苗洒水。

“有了药材种植基地，
咱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收
入。”“工资按天结算，一天
能拿 150 元，咋不比在外
找活儿强。”张传华和务工
的药农们你一言我一语，
讲述着种植基地带来的种
种好处。像他们一样，周
边已有超过 200位村民成
为就近务工的受益者。

“天然居农场规划面
积 1000亩，目前已栽种中
药 600亩。我们在此致力
打造集中药材种植加工、

科普教育、旅游观光为一
体的特色药谷农场，预计
年均产值在 200 万元以
上，带动村集体年均增收
10万元、周边村民人均年
增收 5000 元。”农场负责
人陈敬说。

除了中药种植项目，
天然居门前的绿地也正紧
锣密鼓地整修。今年春秋
季，研学的学生们将在这
里学习中药材知识，体验
种植、采摘。

近年来，洋河镇积极
探索有效措施，推动“企
业+合作社+农户”的合作
模式发展中医药产业，拓
展产业链。同时，利用当
地优美的田园风光，开发
中医药文化旅游项目，吸
引游客了解中医药文化，
带动餐饮、住宿等服务业
发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从生机蓬勃、绿意盎
然的田园乡村，到标准化
的中药种植、产销基地，
再到产教融合的新型农
业主体串珠成链……随
着中医药产业在平桥区
的蓬勃发展，连片种植的
中药材不仅美了乡村，也
成为村民以“苦”换甜的
幸福事业，书写着乡村振
兴的绿色篇章。

为更好服务节后临客的顺利开行，武汉客运段信阳
整备车间按照临客列车开行计划，提前组织人员将每趟
临客开行时需要的各类备品分拣、打包、集中存放，方便
各次临客列车快速领取。图为近日该车间工作人员在分
拣临客各类备品时的情景。 霍 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