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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州乡村旅游 这样“圈粉”
实施旅游提级工程 做优做强都市休闲农业

乡村走笔
种菜规模化 技术送到家

■ 本报记者 刘雅丽 通讯员 闻娟

乡村速递

无人机“保姆”

一喷三防助丰产

■ 本报记者 刘雅丽 通讯员 杨天宇

“点单式”解决

群众诉求

“便民星期二”

便民“零距离”

捞鱼场地升高一截，滑倒风险减少一些；饮
水机、冷热水、纸杯，令人“望而说贵”的“景区
水”居然免费；这厢旅游“有礼”：古装大婶送“游
戏币”，想投壶投壶，想射箭射箭……今年以来，
蓟州区通过创新服务举措、提升配套设施、推出
特色活动等培育乡村旅游发展新动能。景区景
点多动“小心思”，“客流”“客留”得到大保障。
我市推进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正在实施，做
优做强都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是乡村振
兴全面推进行动的题中之意。前不久，《天津市
乡村振兴全面推进行动方案》正式发布，明确提
出实施乡村旅游提级工程。乡村旅游如何提
级？景区景点如何持久“圈粉”？带着问号，记
者前往我市农村体量大、旅游起步早的蓟州区
寻找答案，为正在奔向高质量发展的乡村旅游
建设者提供一些启示。

新理念 新体验

提高运营能力 提升服务水平

蓟州全区总面积1590平方公里，除1个城
区街道办事处外，剩下26个皆为乡镇，景区景
点全部布局乡镇。依托好山好水好风光，旅游
业成为蓟州区的主要产业。产业旺则乡村兴，
乡村旅游提级工程是蓟州区乡村振兴全面推进
的重要内容。《蓟州区乡村振兴全面推进行动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在实施乡村旅游提级工
程中，提出提升运营管理和服务接待能力，打造
城市人群乡村旅游目的地和“周末消费”目的
地。《方案》指引，乡村景区景点运营者努力提升
服务水平，以让游客吃得安心、住得放心、玩得
开心为目标，营造良好适旅环境。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市首个乡村类的

国家4A级景区下营镇郭家沟村无悬念地迎来客
流高峰，景区新推出的“留有鱼地”游玩项目颇受
以家庭为单位出游的游客青睐。在家长陪伴下，
小朋友们穿雨靴、拿网兜，站木栈道上，透过两侧
镂空护栏体验捞鱼乐趣。景区总经理助理李奇
介绍，该项目是一般游乐场所常见的“浑水摸鱼”
升级版，从“浑水摸鱼”改为“留有鱼地”，改就改
在增设木栈道上。“木栈道在水面之下20厘米，可
让游客体验水中游玩乐趣；又在水底之上20厘米
左右，上有护栏，减少了原有项目中游客立在凹
凸不平的水底容易滑倒的风险。”名称之变，显现
了经营者努力把安全放在首位的理念，“我们摒
弃追逐刺激体验的项目，提升改造新建的萌宠乐
园、彩虹花海、森林光影乐园等主打温馨有趣，以
满足全年龄段游客旅游消费需求。”
李奇介绍，为提升游客体验，景区运营与服

务人员每周召开“去除减分项”碰头会，设“去除
减分项”微信群，随时根据游客反馈改善服务，不
断提升游客满意度。“不只景区运营者，经营农家
院的村民也更加关注游客‘好差评’，从吃住服务
上下功夫，使景区接待水平整体得到提升。”郭家
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胡金领说。
在提升游客满意度方面，同样值得一提的

是位于下营镇团山子村南侧的蓟州区新兴热门
景区吉姆冒险世界，总经理赵金有的经营理念
与众不同。记者在景区看到，多处道路明显位
置设有饮水机亭，游客可自取亭内一次性纸杯
接冷水或热水，部分场所还提供免费梨汤、爆米
花。这刷新了人们对景区“水贵”的传统认知，
赵金有说，“游客要是不想喝免费水，康师傅瓶
装水一元一瓶。我们通过门票已经挣到钱了，
为什么还要在吃喝上多算计？”在餐饮经营上，
景区的确显得有点“另类”，这里不久前还上线
了二次入园系统，“我们的餐饮力求平价，如果
游客吃不惯、仍觉得贵，可又没玩够，出景区消
费后可二次返回园内。”
提升接待质量，需要专业指导，需要久久为

功。今年以来，蓟州区文旅局正陆续利用专家
智库分级分类开展乡村旅游专题培训，已培训
230人，计划全年培训人员1000人次以上。在
各乡镇，知名酒店经理人、精品民宿主理人经常
受邀授课，为经营者开展运营管理和服务水平
相关业务培训。
《方案》还提到搭建“乡村旅游综合服务平

台”“创造更多高端时尚文旅消费场景，打造京津
冀‘后花园’”。目前，区文旅部门联合技术部门打
造的“云尚蓟州”微信小程序已上线，全区18家景
区、10家酒店、40家果蔬采摘园、220家精品民宿等
旅游资源“打包”面向游客，提供景区订票、酒店民
宿预定、旅游资讯等服务。同时，游客打开小程序，
输入目的地、游玩时间等信息，系统还会自动推荐
景点、餐饮、住宿等个性化信息，方便游客选择。
“精准推荐”在蓟州“智慧”运用不止一项。此

前的“五一”假期，根据大数据统计分析，北京地区
来蓟游客占比21%，河北唐山等地游客比例有增长
趋势。根据游客数据走势，蓟州区今后将有针对性
地向外省市地区开展宣传推介，根据不同地区游客
“口味”，引导景区“调味”，推出相应旅游产品。

新项目 新活动

挖潜文化内涵 培育发展动能

今年4月，位于罗庄子镇的老牛沟种植家庭
农场正式营业。矮马、羊驼、小兔，流水潺潺，梨花
如雪茫茫一片，甫一开园，浓浓田园风情便引来不
少游客。罗庄子镇罗庄子村村民林建云是这里的
经营者，他介绍，景点建在3500亩红香酥梨园中，
亭台、小路、棚舍均依地势而建，不大拆大改，不破
坏梨园一棵树木，春可赏花，秋可摘果，将使游客
沉浸式体验农旅融合，引发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的思考。
此外，东赵各庄镇心意家庭农场、桑梓镇华昱

生态农庄、杨津庄镇国色天香牡丹园、郭家沟水库
玻璃水滑道漂流等新型特色旅游点位、项目不断
出现。穿芳峪镇悦水梦园、下营镇京津康养谷等
旅游项目也在加紧建设。如今游客在蓟州的14
个乡镇、101个村都可有不同的旅游体验与选择。
新景点如雨后春笋，活动也力求出彩出新。

蓟州区在实施乡村旅游提级行动中，专门提到办
好“盘山开山节”等一批标志性、代表性农文旅节
庆活动。
旅游爆火，名气大是一方面，挖掘文化内涵办

好活动也是重要因素。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旅游产品也有

了更高的要求，“爬山、看水、吃农家饭”的老牌景
区“老三样”已难以满足游客多样性需求。今年以
来，蓟州区文商旅产品及服务供给持续优化，消费
新场景不断涌现，文旅活动策划日益丰富。
盘山景区位于官庄镇，“游客对乾隆皇帝的

‘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耳熟能详，我们由此设
计了实景演出，让游客在登山过程中与乾隆皇帝
来一场‘不期而遇’。”盘山景区营销部部长段淑红
介绍，“乾隆游盘山大典”实景演出应运而生。除
了实景演出，第六届津门盘山国际越野挑战赛等
活动也将在今年举行。
在位于下营镇的黄崖关长城，明代将领戚继

光驻守长城的故事，被融入“大明边塞”国风演
出中。游客除可观赏演出外，还可在八卦城内的

汉服馆换装拍照，参与“通关文牒”互动游戏，感受
“入城”仪式感。黄崖关长城国际马拉松已成功举
办20届。
在位于下营镇的梨木台，景区围绕中国传统

民间节日“花朝节”打造了“花朝盛典”；以“琴棋书
画诗酒花茶”等雅事为原型，打造了古渔阳市集，
参与活动的游客可“邂逅”古装大婶，领铜钱，参与
投壶射箭等游戏……全区景区景点系列活动丰富
了旅游内容。
今年，《天津市关于让文物活起来实施方案

（2022—2025年）》正式印发，多措并举让文物“活”起
来、火起来，位于渔阳镇的千年古刹独乐寺积极响
应，与蓟州区网红打卡地“春山里”联手，举办了“了
不起的中国古建”教育课程，吸引了不少孩子参与。
文化创意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和经济的

新增长点。一段时间以来，故宫文创商品走红催生
了文创热，独乐寺抓住契机，推出系列独具独乐寺
特点的产品，例如封面印有斗拱、大殿的笔记本、文
件夹，可向游客展示古建筑构造。按照《宋营造法
式》等比例制作的木质斗拱模型，可让游客在拼装
模型过程中体验神奇工匠技艺，了解榫卯结构。

新变化 新气象

升级旅游配套 让游客留下来

近年来，蓟州文旅客流量非常大，旅游市场火
爆，同时也对旅游配套提出了更高要求，比较突出
的是农家院“软件”“硬件”亟待提升。今年以来，
为让游客住得安心、吃得放心、玩得开心，蓟州区
全面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重点提升农家院接
待水平，量化指标，再推一批精品民宿，目前精品
民宿达到271家。举办大赛，示范带动，引导农家
院“升级”。以“低端规范化、中端舒适化、高端精
品化”农家院发展导向，提高农家院盈利能力和发
展质量，进而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住下来。
在下营镇常州村，沿路家家户户经营着农家院，

旋转楼梯、观光电梯等配套颇具特色。村庄最高处
坐落着一家名为“慢点儿·拾间”的民宿。老宅改造
的咖啡厅里音乐旋律流淌，庭院中的烤炉里，红薯滋
滋冒着油香，站上二层露台，山谷清新的空气扑面而
来。在蓟州区2021年举办的首届民宿设计大赛中，
这座民宿夺得“设计在建组”金奖。眼下，民宿经营
者王洪杰准备着手平整庭院内一块土地，计划在果
树上搭建“天幕”，打造露营营地，丰富夜间消费场
景。今年，第二届民宿设计大赛正在筹划中。
在官庄镇砖瓦窑村，2020年由农家院提升为

民宿的“盘顶望月”改造后价格上涨、收入增加，附
近经营者纷纷拿图纸请“盘顶望月”经营者提建
议。“升级”引发示范效应，3年来，砖瓦窑村总计
新建改建15家精品民宿，业务培训常态化，村民
的经营状况也越来越好。
在蓟州南部平原，紧挨国色天香牡丹园景区

的杨津庄镇富民村，10多个中式风格的精品民宿
正在筹建，在紧挨于桥水库的马伸桥镇崔各寨村，

12座苍山洱海风格的邻水民宿也将建成……今
年，蓟州区文旅局计划实施新一轮农家院提升改
造三年行动，预计到年底全区发展精品民宿达到
300家，同时推广整村打包开发民宿经验，通过统
一运营，推动民宿管理走向标准化。
西大佛塔村地处官庄镇最南端，虽然盘山景

区坐落于该镇，但村庄距离景区较远，村民数十年
主要依靠林果业为生，乡村旅游“零基础”、闲置宅
基地多，这些曾经的发展劣势，如今成了整村打包
开发的优势。
2019年，西大佛塔村与云渡（天津）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牵手，一期将2座闲置宅基地流转，集中
打造为“溪云渡”精品民宿群。每间民宿都是独立
庭院、一院一泳池，房间家电齐全，用餐配送到屋，
运营三年积累了丰富经验和一批回头客。今年，
这些民宿“样板间”正迎“新邻”：7处新流转的闲置
宅基地改造已经封顶，装修后将成为21处新民
宿。“内部装修采用宋代风格，将让游客获得独特的
居住体验。”云渡（天津）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海兴说，民宿计划启动智慧家电，“科技感”加“复
古风”，将让游客拥有更新潮的感觉。此外，与民宿
一同建造的餐厅等公区配套和户外戏水乐园，预计
6月底投入运营，届时将为游客提供林间温泉、网
红花房、儿童水上乐园等休闲项目，未来村西侧和
北侧的山坡也计划被打造为休假度假营地。
整村打包开发民宿有哪些优势？“可以实现游

客、村民、村庄和公司多方共赢。”西大佛塔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吕明昊介绍，全村统一经营、
统一管理、统一服务标准，能够提升整体营运水
平，让游客住得更放心、安心、舒心。
农家院规范化、舒适化、精品化提升效果明

显，今年“五一”期间，入选全国重点乡村旅游名录
的赵家峪、前甘涧、寺沟、大平安和郭家沟等旅游
村的高品质农家院一房难求。全区旅游接待情况
已经超过2019年的同期水平。下一步，蓟州区将
继续深耕民宿市场，今年计划申报全国甲级、乙级
民宿5个，打造5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2个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5个乡村旅游“网红村”、2个
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
实施乡村旅游提级行动，蓟州区还将深化京

津冀九县市区“京东文旅圈”战略合作，全面提升
23家景区和乡村旅游品质，推出 4 条乡村游精
品线路。加快铁岭云横乡村振兴示范项目建设，
打造全市“两山理论”实践创新基地，不断拓宽“两
山”转化路径等。

天色微明，武清区黄花店镇甄营村强村富民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强村富民）迎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分拣、
清洗、装运……满载蔬菜的一辆辆运输车迎着晨光出发，距离
消费者的厨房越来越近。
“菜篮子”事关千家万户，一头连着城市蔬菜供应，一头连

着菜农的“钱袋子”。作为全镇最大的蔬菜种植专业村，甄营
村蔬菜种植面积近3000亩，大棚1700多栋，该村通过持续做
大做强大棚蔬菜种植业，“种”出了天津市“一村一品”示范村,
丰富了京津市民的餐桌，增强了村民增收致富的信心。
强村富民由村经济合作社注册，今年3月正式投入运营，

设有3000平方米蔬菜批发市场、900立方米保鲜冷库、10000
立方米农产品冷储仓库、600平方米蔬菜包装车间及独立农

资销售站，以及4500平方米停车场，配有地磅、航吊、叉车等
附属设备，形成蔬菜“种—育—储—销”链条，助力村庄蔬菜产
业发展驶上快车道。
“村庄紧邻永定河，水源充沛，土壤肥沃，拥有得天独厚

的蔬菜种植条件。自然条件优越，但也曾面临种植户年龄
偏大、生产经营理念落后，种植品种单一、缺少品牌化运作、
附加值低、销售渠道单一、对接市场能力较弱等难题。”甄营
村“一肩挑”杨志明说，如何突破发展瓶颈，村庄始终在探
索。今年，在上级部门支持下，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杨健、
村“两委”班子成员带菜农前往山东寿光等蔬菜优质产地
“取经”，“开阔了视野，拓宽了思路，看到了差距，收获非常
大。”杨志明感慨。
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为让农民用最好

的技术种出最好的蔬菜，甄营村邀请山东寿光专业蔬菜种植

专家驻村指导，开设“每周六夜校”，集中为菜农授课，讲解病
虫害防治、蔬菜生长特点、栽培管理技术等知识。来自寿光的
农艺师赵永记，40多年从事农业种植、管理、技术指导等工
作，他表示，“菜农‘点单’，我们‘配菜’，进教室、进大棚，根据

菜农需求送课程。大伙儿乐意听，掌握技术的心情很迫切。
经过一段时间培训，大家种好蔬菜的劲头更足了。”
“以前种菜凭经验，种好种赖‘靠天吃饭’。现在听了专家

讲解，我才知道，什么温度种什么菜，什么时候除病虫害，这些
都有讲究。有了和专家沟通的平台，遇到问题能及时找到答
案，今年蔬菜的产量和品质肯定更高。”菜农高雅梅家有4栋
蔬菜大棚，种着黄瓜、西红柿等蔬菜，“不仅获得技术支持，今
年，村集体还出资补贴菜农，黄瓜苗补贴50%、茄子、辣椒苗补
贴100%。成本降下来，腰包鼓起来。”
产业旺，乡村兴。今年以来，黄花店镇以甄营村设施农业

建设为支点，推动全镇农业提档升级。该镇将农业品质提升
工程列为全镇8个“提升工程”之首，成立武清区供销联社黄
花店镇甄营村联建基地，在基地安装农残检测仪，确保出库蔬
菜安全绿色无污染；建立村“两委”包保菜农机制，常态化田间
地头服务菜农；并计划建设2000平方米的微生物肥料厂，将
尾菜等转化为肥料，推动资源循环利用，改良土壤土质，提高
农作物质量。农业品质提升赋能乡村振兴，黄花店镇正全力
打造产业欣欣向荣、乡村美美与共、生活蒸蒸日上、治理井井
有条的农业强镇。

本报讯（记者 刘雅丽 通讯员 侯

波）天气晴好，武清大碱厂胡辛庄村，
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上飞行，将杀菌
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叶面肥混配喷
施在小麦上。近日，武清区组织专业
队伍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小麦“一喷
三防”作业。
据了解，武清区自2021年起重点围

绕小站稻、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将
小农户生产中的耕、种、防、收等全部
或部分环节托管给农民专业合作社，
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节本增效、
绿色发展。此次作业的无人机来自武
清区保农 仓病虫害专业防治合作
社。今年，合作社对大碱厂镇3000多
亩小农户的小麦、玉米粮田病虫害防治
实施全托管 。

本报讯（记者 徐杨 通讯员 曾子

益 杨天宇）蓟州区文昌街道坚持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机制体制创新，近日打造了
“幸福大集”服务品牌，工作人员走访“问
需”，居民“点单”，“按需”在辖区内31个
社区开展不同特色的“大集”活动。
白塔寺社区居民希望更多的文化活

动，文昌街道办在社区内打造“非遗小闹
市”，17个展示摊位包含4项市级、7项区
级非遗，“一品烧饼”“子火烧”等美食让
居民一饱口福，皮影、手工刘氏糖画等吸
引众多居民围观欣赏。“50多年没看过
皮影戏了，一下子找回了小时候的感
觉！”居民刘大爷笑着说。
东风里社区整合辖区资源、固化活

动时间开设“公益课堂市集”，联合鲜花
店每周五 18:30-20:00 开展亲子插花
课，让孩子们初步了解插花艺术，在生
活中更好地发现美，感受美，制造美。
未来社区还将开展瑜伽健身、乒乓教
学、插花剪纸、穴位按摩、音乐演出等各
类公益课堂服务内容，打造“15分钟便
民服务圈”。
“目前我们制作形成包含政务服务、

文艺汇演、公益服务、非遗文化等4大
类、100余项服务的《幸福大集服务单》，
将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服务项目解
决群众难题、满足居民需要。”文昌街道
办主任郑德林说。

本报讯（本报记者 刘雅丽 通讯
员 田雨宸 张宁）日前，宁河区造甲城镇
造甲城村推出“便民星期二”活动，利用
每周二时间，邀请区镇相关部门和志愿
者免费为村民提供政策咨询、义务理发、
健康义诊等多项服务。
近年来，宁河区各镇积极组建志愿服

务队，将多种志愿服务活动送到村民家门
口，培育出一批有亮点、有温度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服务项目。

本报讯（本报记者 刘雅丽 通讯
员 田雨宸 张宁）日前，宁河区七里海镇
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
由华能（天津）能源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投
资建设，项目总投资约 0.57 亿元，计划
一年内在七里海镇安装总装机容量为
15.3MW的屋顶光伏电站，年均发电量
1944.65万度。

宁河启动

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

农艺师赵永记（右）到大棚指导菜农种菜。

市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罗海燕长期关注蓟州
乡村旅游、乡村振兴领域，他对此表示，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游客消费观念悄然转变，激励景区在
吃、住、行、游、购、娱等方面全方位提升服务质
量。蓟州区打造精品民宿，顺应了高品质需求增
长旺盛的市场风向标，“游客会用脚作选择”，成效
在今年“五一”假期中得到验证。旅游“硬件”极大
提升的同时，市场也呼唤“软件”提升。一方面，部
分民宿公司化运营使服务质量得到保障，另一方
面，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角”，要充分发挥农民的
主体作用，针对个体民宿经营者，可通过引入专业
人才，进行常态化、专业化、标准化培训，帮助其掌
握文旅传播技术技巧，整体提升乡村旅游运营管
理能力和服务接待水平。目前蓟州区也正在开展
相关工作，这同样应引起致力于发展乡村旅游的
其他镇村的重视。
罗海燕认为，景区景点在发挥各自特色基础

上，还可通过联动，串珠成线，连线成片，打造整体
品牌形象，为游客留下区域品牌记忆。
罗海燕建议，发展乡村旅游，尤其应立足本地

资源禀赋，深度挖潜自身历史文化内涵，“哪儿好
就拿来用，别人火的我就移植过来，最终会同质化
严重，无法实现高质量发展。”只有把自身特征、元
素融入村庄建设、活动筹划、旅游规划中去，才能
避免“千人一面”，成为“谁也抢不走”的自有品牌。

■专家观点

乡村旅游持续“圈粉”要靠
“硬件”“软件”同时提升

蓟州区农家院纷纷提升硬件设施吸引游人，图为罗庄子镇一家环境清新雅致的民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