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瓜升空“荡秋千”，“大个子”变小，效益翻两
番。蓝莓“地栽”转“盆栽”，“小果粒”长大，每亩多
挣4万元。桑葚出售，桑叶加工成饲料喂羊，羊粪
发酵腐熟还田，绿色循环种养富了农场……春日
蓟州，生机勃勃，瓜果飘香，一处处田园蓄积着高
质高效的强大能量。
今年以来，天津大力实施乡村振兴全面推进

行动，蓟州区瞄准农业高质高效这一重点任务发
力，突破一个个发展的“天花板”，推动乡村产业全
链条升级，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地上长的”变“藤上吊的”

小吊瓜带来高收益

阳光和煦，蓟州区桑梓镇马坊村喜之园家庭
农场，王英锋、贾彩凤夫妇走进日光温室大棚，查
看西瓜长势。长长的藤蔓沿着悬挂绳向上攀爬到
了2米高，藤蔓上挂着一个个3斤左右的小西瓜，
“小瓜吊长”令人称奇。

桑梓全镇三成居民是瓜农，西瓜种植总面积
约8000多亩，平均亩产约4000公斤，年产值2亿
多元。从露天栽种到“升空”吊种，从批发销售到
“上线上云”，一个西瓜的“上升”之路，折射着桑梓
奔向振兴的新征程。
蓟州西瓜种植历史至少已有500年。西瓜在

蓟州南部平原广泛种植，位于南部平原的桑梓镇
土壤沙质、泃河水甘甜，地理自然条件十分适宜西
瓜生长，桑梓西瓜皮薄沙瓤甜度高，名声在外，
2015年被认证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现在
是蓟州区6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之一。
早些年，桑梓西瓜全靠露天种植，每年七八月

份成熟，上市期短。西瓜栽培忌“重茬”，“重茬”易
生病虫害，同一块地种一年瓜少说要休耕三五年，
农产品稳定供给难以保障。再加上收成基本看
“天意”，要是赶上连雨天，西瓜水分大、甜度低，瓜
农忙活一年，往往挣不下几个钱。
为保证品质、解决“重茬”问题、延长上市时

间，把桑梓西瓜“金字招牌”变为老百姓实实在在
收益，桑梓镇努力了几十年。2010年，在镇政府引
导下，吊瓜种植技术陆续推广。今年以来，桑梓
镇更加重视提升农业科技含量在促进农业高质
高效中的贡献率，“相较传统地栽方式，吊瓜各
面能受阳光照射，瓜瓤甜度、口感等品质更加稳
定。”桑梓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副主任刘继良介
绍，镇里还在尝试改良南瓜和西瓜嫁接技术，借
南瓜根系为西瓜供“养”，一旦改良成功，将能有
效解决“重茬”问题。目前，全镇吊瓜种植面积
占比已达20%。
一个“升空”改良的小吊瓜能带来多大经济效

益？刘继良算了一笔账：吊瓜亩产3000公斤，每
公斤能卖到16元，每亩产值大概4.8万元，传统大
西瓜亩产5000公斤，每公斤2.6元上下，每亩产值
约1.3万元左右，照此推算，收入翻了近两番！
大棚吊瓜率先上市，露天西瓜接茬成熟。

现在的桑梓，从 4月中旬到 10月份，市场西瓜
“不断档”，“目前镇域内种着‘超越梦想’
‘L600’‘天王’等20多个新优西瓜品种，我们还
在不断尝试新的杂交技术，研发的新品种也已
试种。”刘继良说。
位于后辛庄村的桑梓镇精品西瓜产业园是新

品种“试验田”，在此培育西瓜优良品种的桑田梓
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经理冯金刚介绍，经过多
年试验，“明月”“朗月”“黛小甜”等一批甜度高、品
质稳定的新品种已经培育成功，正在推广，“自主
育种不仅能够有效解决‘卡脖子’难题，而且能帮
瓜农减少一半购种成本。”
为期一年的“桑梓西瓜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

工程”项目自去年7月起实施，通过引入适宜本地
种植的特色西瓜品种，提升种植技术、设施设备
等，进一步提升西瓜品质。项目结束后，桑梓镇还
会依据包括外观特征、品质特征和质量特征在内
的西瓜检测数据，完善制定12项技术标准，并组
织产前、产中、产后标准化生产技术培训。目前，
保护工程成效初显，瓜农人均增收17500元，增幅
12.9%。

品牌要想持续叫响，品牌建设十分关键。桑
梓农产品协会最近成立，将对桑梓西瓜等特色农
产品统一赋码包装销售。“只有符合标准的西瓜，
才能使用专用品牌包装。”桑梓镇副镇长孙志强介
绍。相关电商销售平台也在搭建，未来西瓜将“上
线上云”，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
西瓜品质、产量、销量齐升，桑梓又朝着“接二

连三”发力 。该镇正与天津科技大学合作，研发
西瓜啤酒、西瓜饮料等副产品，“第一批‘桑梓西瓜
啤酒’已经成功研发，目前正在招商，随时可以落
地建厂。”孙志强说，西瓜采摘、农业观光等农旅融
合项目也越来越受游客青睐，桑梓西瓜全产业链
逐步形成。
“桑梓西瓜”只是蓟州区农品提升的一个缩

影。对接国内科研院所、外出“取经”引进新品种
新技术，成立西红柿、草莓、红薯协会……今年以
来，蓟州区持续提升农产品品质，目前全区绿色有
机食品已达32个、“津农精品”达24家。

地栽改盆栽模式

“特色小镇”活力迸发

正是蓝莓上市时节，采摘、分拣、搬运……覆
盖16个村庄的马伸桥镇蓝莓产业园里，工人们忙
忙碌碌。园区内，汇丰蓝莓种植园区显得“有点不
一样”，蓝莓才刚刚冒头，栽种别有新意：不同于传

统地栽模式，蓝莓长到“花盆”里。日光温室大棚
内，600余个“盆栽”排列整齐，每个“花盆”半米
高，盆内盛满用珍珠砂、椰壳等配比制成的“基
质”，4根长约10厘米的蓝色滴针深入其中，蓝莓
幼苗正在里面生长。
“这是我们今年引进的基质蓝莓种植技术。”

马伸桥镇乡村振兴办公室高级农艺师张淑杰介
绍，水肥一体浇灌，蓝莓同步生长，再加上温室助
力，通过这种技术，蓝莓能较传统种植提前2个月
上市，且因养分充足、科学管理，蓝莓果粒更大，多
数直径能达到18毫米。“引进新技术，每亩产值将
增加4万元，若试种成功，明年将推广。”
2013年，由于于桥水库水源地保护工程的

实施，让这个紧邻水库的乡镇由养殖业向种植
业转型。马伸桥镇地理气候条件适宜蓝莓生
长，随着蓝莓市场越来越红火，马伸桥镇的蓝莓
产业迅速发展壮大，如今已拥有 3000 亩产业
园，年产1200吨。
为持续提升蓝莓品质，马伸桥镇每年邀请天

津市林业果树研究所专家到镇上培训，提升蓝莓
种植户种植技能、防治病虫害本领。目前，镇里已
成立天津市恒丰蓝莓种植专业合作社，为蓝莓产
业发展保驾护航。
农品卖得火，还要卖得丰富，正在打造“蓝莓

小镇”的马伸桥镇把目光投向“二产”。
邦博家庭农场展示厅里，蓝莓酒、蓝莓果酱、

蓝莓果干等制产品整齐陈列，品牌商标已注册完

成。拿着本地蓝莓做出的果干，农场经营者刘爱
博说，“我们这儿的蓝莓品质好，但鲜果不易储存，
产品加工可解决鲜果积压问题。”刘爱博说。农场
与山东的一家加工企业达成合作，对蓟州区本土
蓝莓进行代加工。“产品已在全市30多家门店上
架，新产品蓝莓罐头也将上市。马伸桥镇本土蓝
莓加工车间也在规划中，未来本地蓝莓制品有望
本地产，补上农产品加工短板。
农业“接二”还要“连三”，文旅项目掀开面纱。
从喜邦线往南，沿乡间道路行驶10分钟就来

到了紧挨于桥水库的崔各寨村。半山腰上，北方
传统民居风格的民宿群即将落成。登山远眺于桥
水库，水天一线，风景秀美。“我们在村内已流转
12处闲置宅基地，用于打造民宿。”天津铭胜旅
游管理有限公司民宿部门经理李明介绍。
“我们还规划在大峪等6个乡村新建60家高

端民宿，依据《马伸桥镇精品果蔬采摘园标准》打
造8个果品采摘园，实现文旅、农旅融合发展。”马
伸桥镇党委书记唐志双说。
在蓟州，还有很多像“蓝莓小镇”这样的特色

小镇正在打造，“富硒小镇”东二营镇今年已完成富
硒养鸡场建设，富硒深加工面食正准备投产；“山楂
小镇”下营镇的山楂生产线已经搭建完成，冻干果
品展示体验中心正在筹备；“蘑菇小镇”出头岭镇也
积极引入蘑菇新品种……推动农业高质高效、农
文商旅融合，蓟州区特色小镇建设快马加鞭。

绿色农品富农家

家庭农场加快发展

4月的一天，风和日丽，位于东赵各庄镇前牛
宫村的心意家庭农场里欢声笑语，蓟州区一所幼
儿园的小朋友们在老师带领下，体验着喂羊、喂
蚕、采摘桑葚乐趣。
“这儿的桑葚好长呀！”看到大棚里手指长的

紫色桑葚，小朋友们很好奇。
“这叫台湾长果桑葚，最长可达18厘米，重达

20克。”农场经营者李振全介绍，除此之外，芭乐
等“南果”也在农场里种植，农场内还饲养着400
多头小尾寒羊。桑葚采摘售卖，桑叶加工成饲料，
羊粪发酵后成为有机肥……绿色循环种养模式悄
然形成，助力农业低碳高效发展。李振全还计划
扩大经营规模，将农场打造为一个休闲田园观光
综合体。
东赵各庄镇位于蓟州区中南部平原腹地，自

古为鱼米之乡、农业重镇，土地肥沃，耕地连片，有
温室大棚400余座，占地1000余亩。该镇正谋划
打造前牛宫村特色农品采摘园，依托市级家庭农
场——心意家庭农场，打造300亩规模的大型特
色鲜果蔬采摘园，联合周边采摘大棚，建设链条式
功能农产品加工基地，进一步打造集农耕体验、亲
子游、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企业团建一体化的农
业研学基地，做实认养农业、共享农业、创意农业、
定制农业，推动农旅融合发展。
放眼全区，蓟州区已创建市级示范家庭农

场 85个、农户家庭农场 482 个，争取补助资金
2687.2万元。“我们以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
社为重点，帮助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引导经营
主体发展各具特色的农业产业。”蓟州区农业农
村委产业发展科科长卢卫红说，今年以来，蓟州
区持续对有融资需求的农业经营主体进行调查
摸底，已通过天津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担保
发放农担贷款 270笔 1.24 亿元，为经营者提供
金融支持。
线下忙采摘，线上忙销售。目前多个家庭农

场的绿色产品上架蓟州农品销售大厅，借势“农
品进京”工程进入北京市场。“我们正与北京大
型商超商谈，计划在合作商超内设立蓟州农品专
区。”蓟州区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主任李宝广说。
同时，蓟州区积极打造“蓟州农品”电商平台，发
挥电商助农、直播兴农作用，把全区特色农产品
推向全国市场。
“我们着力谋划打造中部产业功能区和‘东生

态、南蔬菜、北休闲’的产业布局，使田园变景区、
农产品变旅游纪念品，充分实现农旅融合发展，增
加农民收入。”蓟州区农业农村委主任金福鹏介
绍，蓟州区还将持续引进优势农品品种，多措并举
提升农产品品质，推动农业“接二连三”，农业高质
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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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州区全面推进农业 高质高效助推乡村振兴

打破发展“天花板”激活乡村新动能

新农村关注

■ 本报记者 刘雅丽

通讯员 曾子益 杨天宇

乡村走笔

“一肩挑”王宽：“带大峪奔富裕”

乡村人物

■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王震

大棚西瓜托起

“甜蜜”致富路

■ 本报记者 刘雅丽 实习生 佟佳怿

通讯员 曾子益 杨天宇

桑梓镇喜之园家庭农场内，王英锋和贾彩凤正在查看西瓜成熟情况。

东赵各庄镇心意农场里，游客正在采摘

桑葚。

马伸桥镇汇丰蓝莓种植园区内，工作人员正

在采收成熟的蓝莓。

蓟州今年正实施“农品进京”工程，图为蓟州

农品市集走进北京市交东社区荷园。

眼下正值暖棚西瓜上市季节，在
静海区“西瓜之乡”台头镇，各合作社、
家庭农场内，农户们正忙着挑选成熟
西瓜，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收获的
喜悦。
走进台头镇普泽家庭农场的温室

大棚，一个个吊在藤蔓上、张贴着标签
的小型西瓜十分惹眼。
“今年我们的种植规模扩大到了

15个暖棚，又引进了一些新品种。其
中‘冰糖籽二号’和‘2k’是主打的两种
高端精品。‘冰糖籽二号’绿皮红瓤，瓜
瓤软绵，深受欢迎。‘2k’是从日本引进
的品种，花皮红瓤，甜度高，口感好，在
市场上深受消费者好评。”农场负责人
李强喜滋滋地说。
在种植高端品种的同时，合作社

还一改传统种植模式，采用“吊蔓”模
式种植。李强介绍说，这不仅增大了
西瓜的种植密度，增加了产量，也保证
了西瓜的口感和品质。目前，家庭农
场的小型西瓜一亩地产量在3000公
斤左右，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去掉人
工和生产成本，收入有望超过60万元。
春光正好，一个个错落有致地垂

吊在茎叶丛中的小西瓜，吸引了不少
游客前来采摘。
“我是从抖音上看到台头镇西瓜熟

了，趁着六日休息的时间，带着家人孩
子来大棚里感受一下采摘的乐趣，放松
放松心情，刚才摘了一个尝了一下，口
感特别好，又脆又甜，我得多买点，带回
去给亲戚朋友们尝尝！”来自河西区的
刘女士对记者说。
与此同时，在台头镇老马果园的

西瓜大棚内，果园的负责人李月华正
在大棚里忙着招呼游客采摘“2K”西
瓜。“我们以前一直种桃树、草莓和西
红柿，没有种过西瓜，今年在镇政府的
引领下，我们跟着西瓜种植户们学技
术，尝试种了一个棚的‘2K’西瓜，现
在基本卖完了，效益特别好，明年我们
会继续加大种植规模。”
作为远近闻名的“西瓜之乡”，近

年来，台头镇的西瓜产业发展迅速，周
边瓜农对西瓜苗的需求也在不断增
加。为此，今年，该镇五合顺西瓜种植
专业合作社育苗500多万株，用以满
足暖棚、冷棚、露地等不同周期的定植
需求。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年

来，台头镇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
农业基础，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
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目的，以加
快特色产业发展为抓手，在农业产
业上构建了‘三区两基地一中心’的
发展格局。‘台头西瓜’2022年成功
入选全国农业生产‘三品一标’典型案
例。”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岳友岭说，台
头西瓜作为台头镇的招牌产业，目前
从育苗种植到经营销售形成了一体化
农业产业化链条。下一步，我们将积
极探索西瓜产业与休闲旅游良性互动
的新路子，建立起台头镇特色农产品
产业集群，不断扩大休闲采摘规模，促
进农业产业向二产三产融合发展，为
推动农业现代化、带动百姓增收致富
奠定坚实基础。”

蓟州区马伸桥镇西北部的大峪村“借地生金”种蓝莓，批发
价卖到了每公斤120元的好价钱。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
部强不强，要看“领头羊”。大峪“奔富”从“当家人”王宽说起。
36岁的王宽是土生土长的大峪人。据说他几年前刚当

选村主任时，村里连打扫卫生都找不着人，“没人愿干，怕给不
了钱。”王宽千说百说找来两名干活的村民，可到年底，村里果
真拿不出钱，王宽自掏腰包为两人垫付了工资。
村庄三面环山一面面水，距梨木台、八仙山景区10多分

钟车程，几公里外就是于桥水库，“近水楼台先得月”，照理该
“不差钱”。的确，借助靠近景区和生态资源富足优势，村里陆
续开办起几家农家院，但毕竟没在景区脚下，全村71户225名
村民中大部分还是靠务工务农为生。小山村地势起伏，难见
大块平坦耕地，山上成片山楂树“靠天吃饭”，收成无法保障。

村集体起初仅靠少量“地租”维持开支，干事捉襟见肘。
2018年年底换届选举，王宽当选副书记。转年在市总工

会帮扶下，大峪村在相距10多公里远的太平庄租下17个大
棚，计划种蓝莓。蓝莓卖价高，但一年苗、两年果、三年才盛
产。为尽早见经济效益，村集体将大棚“分工”：5个种草莓、5
个种水果西红柿，7个种蓝莓。
就在大家欣喜于找到发展新路时，短板也日渐显现：欠缺

种植技术和管理能力，销售渠道不畅。
2021年，王宽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他年纪不大，

善于总结，王宽发现，最早引进的草莓品种，口感虽好，但不耐虫
害，也因与原产地气温差异致草莓上市较人家晚近一个月，王宽
说，“人家8月20日栽，咱得等到9月10日。人家11月10日能摘
了，咱们12月5日才成熟。错过黄金销售期，卖价低一半。”
经考察，2022年7月，大峪村将原来秧苗全部换为北京延

庆一家机构用新技术培育的秧苗，新秧苗抗病力强，成熟期更
早，“新秧苗成本总计多出3万元。秧苗都换了，算是‘赌’了

一把，现在看，‘赌’对了，产值多出12万元。”王宽说。
‘赌’的背后，是对新技术的不断学习、对市场行情的审慎分析。
只要有机会，王宽就会主动向技术人员学习，积极参加镇

里举办的各类种植管理技术培训班，并带村“两委”班子成员
去外地“取经”。
尽管草莓“来钱快”，“当家果”还要数蓝莓。眼下正是蓝

莓上市季节，大峪村7个蓝莓大棚喜迎丰收，3400棵树预计产8
吨、销售额65万元，依靠不断提升的种植管理技术等，蓝莓最

高批发价卖到了每公斤120元，成为全镇蓝莓卖价最好的产地
之一。卖出好价钱，王宽并不满足，今年，在他推动下，大裕村
又改良了蓝莓品种，新品种口感更甜、个头更大，最大的蓝莓果
径超20毫米，接近一元硬币大小。“明年2月底新蓝莓长成，估
摸卖价还会提高不少。未来计划进一步扩大蓝莓种植面积。”
种植有门道，销售也有门路。除采摘外，大峪村拥有了固

定商超供货渠道，并在市总工会帮助下拓展了中心城区团购
市场，“今年，我们还计划将蓝莓‘搬上’短视频平台，通过直播
进一步拓展销售途径。”王宽说。
村集体收入增加，村民生产也发生变化。让村民日常到

十多公里外的平地建大棚种草莓蓝莓不现实，“生钱”还需“自
家山坡”。去年，在王宽带领下，村里从外地引进2000棵新品
种山楂树，并分发给了种植户，新品种抗病能力强、耐存储，在
冷库里存放，能从9月份卖到转年‘五一’，比普通品种能多储
存3个月，且口感酸甜，适合做冰糖葫芦，当下市场价比老山
楂高一倍。
几年前，王宽刚当选村主任村时，村集体经营性收入2万

元左右，去年达到30万元，预计今年实现40万元。村里还在
规划以山楂、蓝莓等果品为媒，走文旅融合之路。
大峪正奔向富裕。

王宽正在搬运新采摘的蓝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