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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种+新技术”助力农民增收致富
——静海区多措并举实现农业“加速跑”

乡村人物

新农村关注

■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刘芳

乡村走笔

老旧小区

面子新里子实

“春种、夏管、秋收、冬闲”，曾是北方传统农
业的真实写照。

近些年，随着现代农业技术逐步发展，静海
区的农业从业者们一改“猫冬”习惯，紧跟农产
品市场需求新变化，通过“赶时髦”“追潮流”，将
新品种、新技术引进来、用起来，不断为农业发
展“赋能添智”，拓展农户增收致富新路径。

果蔬界网红成“新宠”

助农增收效益高

个头小巧口味佳，粉糯甜香益健康。
在台头镇普泽家庭农场的种植大棚，放眼

望去，瓜蔓葱茏，碧绿的瓜蔓被牵引线吊在空
中，墨绿色的贝贝南瓜隐匿在瓜叶间，如一个个
小灯笼，乖巧的等待着工人们挑选、采收。

贝贝南瓜个头虽小，却蕴含着大大的能量，
营养成分就不必说了，第一年试种就带给农场
负责人李强一个大大的惊喜。
“一开始没想靠贝贝南瓜赚钱，可是等收获

的时候试种的这60亩南瓜经粗略一算，产量竟
超过了12万公斤，效益能达到100多万元，与传
统的大田作物种植一比，这效益翻了几倍。”看
着手里的“金疙瘩”李强内心里为这次押对宝而
欢欣雀跃。

李强介绍说，这次能有好想法、好思路离不
开镇内的有效引领。近年来，台头镇借助“产业
强镇”项目和设施农业相关政策扶持，积极构建
“三区两基地一中心”产业格局。

李强乘着这些利好政策的东风，顺势走上
了特色种植之路。在综合考量光照、气候、土壤
等条件后，采用吊蔓立式栽培的方式，对贝贝南
瓜进行试种植。
“吊瓜占地面积小，通风，方便管理，采摘也

比较方便，可以增加产量。”普泽家庭农场技术
员介绍，农场种植的贝贝南瓜从选种到收获，每
一个步骤都严格按照绿色无公害的标准去执
行，不仅是进口的好品种，而且全程采用有机
肥，保证生产出来的每一颗贝贝南瓜都是绿色
无公害的。

散发着香甜栗子味儿的优质贝贝南瓜，既
适应了市场需要，也为台头镇农业多元化发展
提供了新思路。纷至沓来的订单不仅让李强
“钱袋子”满满，也更加坚定了他走特色种植之
路的信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乡村特色产

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这为我们的发展
提供了方向，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贝贝南瓜
的种植面积，扩宽销售渠道，建立我们自己的销
售网店，加快一、二、三产融合，相信我们的产业
会也来越兴旺。”李强信心满满地憧憬着未来。

“柿”不可挡

种出丰收好“钱”景

新苗出土满眼绿，反季种植绘“丰”景。
时令“大雪”，静海区的大地上却依旧呈现

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位于杨成庄乡宫家屯
村设施农业种植基地内，一座座日光温室大棚
鳞次栉比伫立着，尽是热火朝天的繁忙……
“去年我家流转了20多亩土地，现在不仅

可以收一份租金，自己还能在这务工，学习种
植技术，可谓是一举三得！”大棚阻挡外面的寒
冷，冬日暖阳烤的棚内暖洋洋的，李大伯用手
抹了抹额前沁出的汗珠，一边介绍着今年的情
况，一边与村民热火朝天地栽种着西红柿苗，
散苗、挖坑、封土、压实，娴熟的动作一气呵成，
绿油油的秧苗映衬着村民红彤彤的笑脸显得
十分好看。
“2021年以来，我们从村民手中流转了160

亩优质土地，计划建设70个日光温室大棚，目
前已建成了20个温室大棚，为‘大棚经济’打下
根基。”宫家屯村驻村第一书记姚育贵说。

乐土之巢，有凤来仪。依托已建成的20个
高标准日光温室，宫家屯村成功引进天津市海
合源果木种植专业合作社，“优质的基地资源+
成熟的高端种植技术”，精品果园示范项目“一
拍即合”，“合作社+村集体”的发展模式也为宫
家屯村高标准设施农业基地持续赋能蓄力。

据了解，今冬能有这样的热火朝天，得益于
村内规划实施的“一红一绿”乡村振兴路子。借
着好势头，宫家屯村坚持立足实际，充分发挥红
色文化传承等优势，如今，村内以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及芦苇画产业为代表的红色招牌已逐渐擦
亮，以高标准设施农业基地为引领的绿色产业
也乘着农业发展的东风循次而进，如今宫家屯
不仅是天津市乡村振兴示范村，更是村民心中
的桃花源。
“我们目前种植的是草莓西红柿，后期我们

还将种植精品葡萄等高端品种，我们进行前期
技术服务、苗木管理、田间管理、统一商标，进一
步促进村内绿色产业发展，为村民提供就业及
种植技术学习平台。”天津市海合源果木种植专
业合作社总经理孙长志说。

栽下“产业苗”，繁茂“振兴树”，20个日光
温室点燃了宫家屯村绿色产业发展的“第一把
火”。乘着设施农业发展的东风，这团乡村振兴
的“火焰”还将在宫家屯村大干快干的氛围下
“愈燃愈烈”，“一红一绿”的乡村振兴“组合
拳”，让村庄在振兴发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将加快推进剩余

50座温室大棚的建设进度，积极推进精品蔬果
种植，不断壮大‘大棚经济’，让温棚果蔬产业逐
步实现科学化种植、规模化发展、产业化经营，
让群众的腰包更充实、日子更红火，走出一条特
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之路。”对于未来，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振勇信心满怀。

“红疙瘩”变成“金疙瘩”

“大棚经济”成增收“金钥匙”

连日来，气温日渐下降，而大邱庄镇红薯种
植基地内却“热气腾腾”。

在位于大邱庄镇的红薯种植基地里，随着
拖拉机来回穿梭翻犁，一垄垄带着泥土清香的
“红疙瘩”破土而出，村民忙着给体态饱满、颜色
鲜亮的成熟红薯去泥、分拣、晾晒，大家手脚麻
利，忙得不亦乐乎。

据了解，今年是红薯种植的第一个年头，能
有这样的机会离不开2021年我市提出的“全市
新建20万亩设施农业”的目标任务。

按照任务目标，大邱庄镇拿出土地新建
1400亩钢骨架冷棚，其中精品红薯358棚，通过
前期市场调研，最终选择与天津市生宝谷物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合作，引进“红瑶”“玛莎
莉”“鸣门金时”三种国外高端红薯品种，通过补
齐季节种植短板，进一步丰富农业种植品类，保
障换季时期农产品市场供应。

辛苦耕耘得硕果，为了确保种出的红薯品
质优、无公害，合作社在种植过程中，技术人员
可没少花心思，不仅对湿度、温度、有机肥量进
行严格把控，通过精心的培育，红薯首年种植
便迎来了大丰收，个个“膀大腰圆”，产量十分
不错。
“这批种植的新品种红薯颜色更鲜艳、口感

更甜糯、营养价值更高，我们员工试尝，就没有
说味道不好的。”天津市生宝谷物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经理张金勇粗略地估算了一下说，“这
358棚精品红薯，每个棚能收2500公斤，这是妥
妥的大丰收啊！”

凭借着优良的品质以及生宝多年累积的
好口碑，红薯还没上市就被周边超市和电商提
前订购。张金勇笑着说：“好的品种不愁卖，自
打红薯成熟后，每天都能接到不同销售渠道客
商的订购电话，速度特别快，没几天就被抢购
一空了。”

因地制宜兴产业，富裕生活有盼头。近
年来，大邱庄镇紧紧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坚持走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并重的路子，通
过结合当地土壤和气候特点，积极调整农业
种植结构，发展鲜食红薯、大棚蔬菜等特色农
产品种植。同时，利用“党支部＋基地＋合作
社+企业”的发展模式，促进农业专业化、规模
化发展，让当地农民通过流转土地收租金、入
社打工挣薪金，形成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多产融合的发展局面，为推动乡村振兴奠定
坚实基础，为全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迈上新台阶。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发展设施农业，构
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大邱庄镇副镇长赵振
岭表示，接下来，大邱庄镇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
为指引，一方面加大农业资金投入，积极建设现
代化设施农业项目；另一方面加强与农科院、蔬
菜研究所等技术单位的深度合作，提高蔬菜种
植技术水平，把大邱庄镇打造成农业科技强镇
和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实现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老旧小区改造是重要的民生工
程，事关百姓安居。今年以来，宝坻区
在推进老旧小区提升改造工程中，坚
持精心设计、分类施策，让老旧小区
“面子新”“里子更实”，用看得见、摸得
着的变化，给居民带来更多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走进宝平街天宝新苑小区，工人
们正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开展老
旧小区改造项目,工程车在现场忙碌
地来回穿梭,施工现场一片忙碌。据
介绍，这个小区从今年4月底开始改
造，目前已完成屋顶防水、外立墙面粉
刷、窗户更换、楼道亮白、雨污分流等
多项工作。

该小区提升改造项目负责人王会
明说：“目前小区的路基施工也已经完
成了，下一道工序就是铺设沥青油面，
预计用10天的时间完成小区道路的
铺设工作。”

坚持从居民实际需求入手，天宝
新苑小区提升改造过程中，区住建部
门因地制宜，科学整合小区内部空间，
合理施划停车位900多个，新建车棚
39个，有效解决停车难、安全通道堵
塞等突出问题。
“把零散的绿化进行了规整，在主

路两侧都分别设置了停车位置，给电
动自行车棚预留了位置，更好地把机
动车和非机动车的停放位置进行了划
分，更便于出行。”王会明介绍说。

天宝新苑小区提升改造面积19.5
万平方米，涉及居民1600户。区住建
委优先从改善居民生活品质、消除消
防安全隐患等问题入手，优化完善配
套设施，提升小区人居环境。同时，
坚持质量与进度并重，加强质量安全
监管和进度巡查，确保工程保质如期
完成。
“窗户改造以后，现在室温可以提

高两三度，真是为老百姓办的大实
事。”小区居民李奶奶喜滋滋地说。

坚持“政府主导、业主参与、社
会支持、企业介入”的原则，宝坻区
老旧小区提升改造工程扎实推进，
实现环境美观整洁、配套较为完善、
安全防范加强、管理逐步规范的工
作目标。

区住建委住房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王雅楠说：“截止到今年的 12 月
底，我区2000年年底之前建成的34
个老旧小区就已经全部改造完成
了。我们也会结合辖区的居委会，还
有监理单位、设计单位做好联合验
收，也会要求施工单位做好后续的维
保工作。”

在西青区中北镇侯台社区，提起于丽霞的
名字，很多社区居民都不由地竖起大拇指。从
退休后，于丽霞一直热衷社区志愿服务。15
年来，她发起成立的“好大妈帮帮团”从一个项
目做起，如今已拥有志愿者60余人。团队承
担着爱心大姐服务站、单亲母亲帮扶、阳光公
益红娘、兵妈妈拥军服务队、流动妇女儿童关
爱、社区公益种子培训、手足情助老等七大类
十九子项的公益服务内容，累计开展公益活动
600余场，集体奉献5万个小时，服务群众近4
万人。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大家同住在一个

社区，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邻里间要相互照应。
特别是那些独居老年人，还有行动不便的居民，
遇到头疼脑热的，咱得上门搭把手，主动帮一

把。”于丽霞说得实在。
不久前，72岁的独居老人张大娘突然感觉

身体不舒服，想去医院看病。想到身边没帮手，
张大娘情急之下向社区求助。于丽霞得知这个
消息，立刻赶到了张大娘家。当天下午，于丽霞
陪着老人来到西青医院，挂号、候诊、就诊、做检
查、取药……整个过程陪护下来，于丽霞忙活了
3个多小时。确认无大碍之后，于丽霞又护送
张大娘平安回家，让老人的心彻底踏实。
“您记得按时吃药。哪儿不舒服了，您可以

随时给我打电话，我马上过来看您！”临走时，于
丽霞再三嘱咐。老人紧拉着她的手，连声感谢。

在于丽霞心中，社区里的老人、妇女、儿童
是她最牵挂的群体。在社区党委支持下，于丽
霞还发起成立了“妇女儿童阳光家园”。在这
里，有定期举办的家庭教育讲座，有贴心暖心的
心理疏导。她耐心地调解居民家庭的各类矛
盾，帮助一个个小家庭调解夫妻矛盾、化解亲子
隔阂，重新找回和谐与温暖。

不仅如此，于丽霞还积极帮助单亲困难母

亲创业就业，建立了6个从事餐饮、花卉、幼教、
家政等实训基地。她组织外来儿童开展文化辅
导补习、举办夏令营、冬令营等活动。此外，她
还是社区里出名的“第一红娘”，先后举办175
场相亲会，为社区青年人、老年人、社工、单亲母
亲等牵线结缘。

在于丽霞的带领下，社区志愿者队伍越来
越壮大，为西青区乃至全市的志愿服务不断注
入着力量与激情，推动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精神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西青区中北镇“好大妈帮帮团”负责人于丽霞——

贴心“好大妈”牵起邻里情

■ 本报记者 王音

■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郭家鑫 邱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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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头镇普泽家庭农场贝贝南瓜效益好。 通讯员 肖越 摄

红薯种植基地大丰收。 通讯员 高阳摄 宫家屯村设施农业种植基地挥洒汗水种植忙。通讯员 孙蒙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