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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路线：从市区出发，沿小浪
底1号线至常袋镇，向北转314省道后，
沿314省道向东至送庄镇

●特色：金黄麦田、袖珍西瓜、大
樱桃

如果想拍金色麦浪，可以到常袋镇
王常线附近的麦田。道路两边为缓坡麦
田，视野开阔，麦子呈金黄色，只有田垄
边缘夹杂着一些绿色。沿路向北，地势
渐高，风吹过来，麦子如海潮般起伏，麦
芒摩擦的沙沙声不绝于耳。

“小伙子，要是小满前后来，还能吃
上正宗孟津捻馔哩！”一名当地农民告诉
记者，这里麦收一般在6月4日到5日，
现在都用机器收割，不过靠近坡地的散
地还得用镰刀收割。

常袋镇北侧的马岭村有几家采摘
园，目前还有晚熟大樱桃可供采摘，而且
这些园子大都不收门票，进园随便吃，带

走的话20元一斤。
从马岭村沿小浪底1号

线继续向北，到达小浪底1
号线与314省道交会处，附
近的桑葚、黄杏采摘园都是
不错的休闲去处。

沿314省道向东，一直
到送庄镇附近，沿线有大量
采摘园和休闲农场，目前正
值大棚吊瓜、袖珍西瓜的成
熟期，每斤价格5到8元。

□记者 陈耀玑 文/图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风吹麦浪》的优
美旋律，让人不由想起田野景象：金色麦田，忙碌的农人，美好的田
园生活意境……

对久居城市的人来说，到田间去闻一闻收获的味道，看一看别
样的景致，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近日，记者走访市区周边，为您挑选观麦浪、摘瓜果
的合适地点。来吧！麦收前，来一场田园之旅。

●推荐路线：从市区出发，沿安石路或
开元大道至李楼镇叶村，之后沿潘穆线至
大宋名相园，由大宋名相园向北沿023县道
至佃庄镇碑楼村，继续向东到达朱圪垯村

●特色：金黄麦田、仿古园林、太学遗址
叶村及碑楼村附近的道路两旁有大片

麦田，由于地势平坦，遮挡物较少，是相当好
的摄影取景地，夏季经常有市民到这儿拍摄
婚纱照。记者了解到，此处麦收时间较早，
一般在6月2日左右，想去转转，那可得抓紧
时间了。

看罢麦田，可以到附近的大宋名相园逛
逛。该园是以仿古建筑为主的园林景区，重
点展示北宋时期八大名相的个人经历、执政
成就等。园区内建筑精美，规模宏大，小桥
流水，碧波荡漾，很值得一看。目前园区门
票为20元一张，学生及60岁以上老人半价，
70岁以上老人免费。

东汉太学遗址、东汉明堂遗址、辟雍遗
址等在佃庄镇的朱圪垯村及周围的大郊寨、
太学村一带。昔日东汉盛景虽然难以重现，
但行走其间，无论是通过手机搜索了解历
史，还是听村民讲那些传说、逸事，都是不错
的经历。

推荐地点一：
孟津县常袋镇、送庄镇

推荐地点二：
洛龙区李楼镇、伊滨区佃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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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景摘瓜果 田园好时光

●推荐路线：从市区出发，沿中州东
路转老310国道至平乐镇金村

●特色：金黄麦田、鲜羊奶
金村周围麦田面积比较大，从老310

国道至金村北侧邙岭，麦田连绵成片。
因地处汉魏洛阳故城遗址核心区，周边
没有建筑物遮挡，阵风吹过麦浪翻滚，煞
是壮观。

记者走访时遇到了好几拨赶着山羊
的村民。村民告诉记者，村里许多人都养
有奶山羊，夏季野草生长旺盛，羊的奶水
也足，他们下午到南边的洛河滩放羊，
傍晚赶回来。有需求的市民
可以到村里咨询，购买当天
的鲜羊奶。

暮色中，远处邙岭上风力
发电装置悠悠旋转，近处麦浪
翻滚，伴随着羊倌们赶羊的吆
喝声、山羊脖颈上的铃铛声，
记者忍不住感叹：好惬意的田
园之旅！

推荐地点三：
孟津县平乐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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