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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链”绘就乡村新图景
武清区推动三产融合 做强粮食果蔬畜禽产业

郑玉娟：美丽宜居乡村引路人

■ 本报记者 徐杨

通讯员 曾子益 杨天宇

乡村速递

■ 本报记者 刘雅丽 通讯员 刘菲菲

宝坻之宝特色风情展开幕

大唐庄村举行趣味运动会。

盘山武术节8月4日开幕

《天津日报》联合津云新媒体，带您上
山采摘，奔赴田园，一路追寻天津乡村的大
美风光与宝藏好物，从产品到风景再到风
土人情，全方位展现新农村的新风貌，将山
田间的美食带到您身边。

乡村人物

精武镇武术训练营点亮暑期

黑小麦从种子到餐桌，青萝卜从在场到在
线，禽畜养殖从人工到智能，田间连车间，牧场
通工厂……

当下，我市乡村振兴全面推进行动正在稳
步实施，“推动农村三次产业深度融合、乡村
产业全链条升级”是乡村振兴题中之义。今
年以来，农业大区武清区立足自身产业基础
和优势，扎实落实乡村振兴全面推进行动，持
续擦亮“津沽粮仓”“京津鲜菜园”“京津鲜奶
源”金色名片，做强拉长粮食、果蔬、畜禽三个
产业链条，做好农业产业“延链补链强链”文
章，扩大特色产业规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提升农业现代化生产水平。

做强拉长粮食产业链
助“饭碗”端得更稳

“鲜食玉米品种多样。”“口感、颜值双‘在
线’！”……日前，在武清区大碱厂镇科益农种
业园举办的第九届中国（武清）北方鲜食玉米
大会上，面对五颜六色和香、甜、糯的多样鲜食
玉米，观众纷纷“尝鲜”。

大会共有鲜食玉米参评品种290个，其中
甜玉米111个、甜加糯玉米99个、糯玉米80个，
共评选出优秀品种22个。大会以“打通从种子
到餐桌产业链，促进优质鲜食玉米种业创新”
为目标，打造北方鲜食玉米品牌，让优质鲜食
玉米进入千家万户。

今年以来，素有“京津明珠”美誉的武清区
充分利用自然优势和便捷路网，加快农业结构
调整，围绕打造鲜食玉米品种展示、鲜穗生产、
加工、销售和储运平台，加快推进全区鲜食玉
米产业发展，今夏收获面积8万亩左右，品种畅
销京津，为农民年增创经济效益超1亿元。至
今，武清区已举办了9届鲜食玉米大会。
“作为区域知名品牌，‘小熊掰掰’鲜食玉

米是我们镇的金字招牌。”陈咀镇陈咀村“一
肩挑”肖西印说，在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陈
咀村充分利用鲜食玉米大会这一交流推广平
台，向京津冀农业专家学习，与企业代表互相
借鉴、洽谈合作，进一步拓宽了该村鲜食玉米
的“朋友圈”。

陈咀镇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便开始推广
种植鲜食玉米，今年全镇单季大规模种植1万
多亩，其中陈咀村一村就种植了3200多亩，约
占全镇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在肖西印看来，
玉米大会让“小熊掰掰”鲜食玉米的名声传得
更远，为村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村庄未来除
了做好“田管家”外，还酝酿“链”上发力，搭建
从繁种到生产、加工、销售、储运全链条，把一
棒玉米打造成乡村振兴大产业。

除了鲜食玉米产业蒸蒸日上，武清区也正
在做强小麦产业链。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武清区把粮食生产
作为“三农”工作首要任务抓紧抓实，持续提高
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今年“三夏”，全区小麦集中开镰，一周时
间颗粒归仓。“今年天气不错，几台收割机一天
的工夫就把全村的麦子收了。”南蔡村镇丁家瞿
阝村“一肩挑”张鸿勋说，100亩丰收的黑小麦，
将经由村里的石磨工厂变成多样面粉，走进消
费者的厨房。

丁家瞿阝村收割的这批黑小麦，还是该村与
科研院所合作，多次改良品种后培育的营养价
值高、更适宜该村土壤特性的新型黑小麦，也
是该村首次采用“科技智慧农业”系统管理田
地的成果，百亩黑小麦田已经实现肥料自动化
配比，节省人力成本的同时提高了粮食产值。

夏粮丰、全年稳。粮归仓、种下地。为了
持续提高粮食产量，培育更为优质的小麦品
种，下一步，武清区计划依托市农科院、山东种
业集团、玖和农业公司和该区试验站，试种培

育小麦品种200个左右；采取“公司+农户”合作
模式，扩大小麦繁种面积至1万亩左右；支持山
东种业集团启动投资1亿元左右的种子研发中
心、销售中心建设，促进产学研合作，发展小麦
品种育、繁、推产业链。

做强拉长果蔬产业链
“香甜产业”兴旺起来

炎炎夏日，梅厂镇灰锅口村的昽森家庭农
场内，桃树接连成片，缀满果实，果农们正忙着
采摘、装箱，田间地头满是丰收的喜悦。
“挂果期从7月开始延续到10月，每月成

熟的品种不一样。”农场负责人王秋祥介绍，昽
森桃类品种现有46个，目前成熟的品种是油
桃、水蜜蟠桃以及黄肉毛桃等。农场创办于
2014年，占地面积320亩，自建立以来始终坚持
科技创新，积极对接多家科研单位，北京市农
林科学院林业果树研究所将“国家桃产业技术
体系天津试验示范基地”设在了农场，在此进
行鲜桃新品种试种和栽培技术试验。“近年来，
研究所在农场试验种植并已命名8个鲜桃品

种，尚未命名的还有10个新品种。新品种引进
试验为农场率先种植鲜桃优良品种、开拓新市
场发挥了重要作用。”王秋祥说。
“景色不错，桃很甜。”“多摘点回去！”……

农场的桃子不仅是全市各区水果店的“常客”，
也受采摘客青睐。据介绍，该农场经营业务以
休闲观光、旅游采摘为主，全年接待游客五六
万人。今年是农场桃树挂果的第七年，预计年
产量达120万斤。

南蔡村镇粜粮务村天民田园是武清区又
一家有名的果蔬产地，口感番茄、迷你西瓜、甘
蔗、火龙果等新、奇、特水果是这里的招牌，“南
果北种”是这里的特色。

据介绍，占地面积超2000亩的天民田园是
集生产示范、科普教育、实践实训、休闲观光等
多项功能于一体的农业科技示范园，也是第一
批全国种植业“三品一标”基地。“园区在果蔬种
植、育苗服务、休闲农业、电子商务等各方面持
续创新。”园区负责人刘天民介绍，为打造口感
番茄品牌，园区在充分调研国内外番茄市场的
基础上，筛选国内优质口感番茄新品14个，并请
农业专家全程管控指导，保证产品品质。口感
番茄被授予使用“武清果蔬”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的子品牌“小鹊登枝”，已成为园区的“拳头”产
品，预计今年销售额500万元，较去年增长20%。

田水铺的萝卜是武清区果蔬产业的又一标
杆。在大良镇田水铺村，一根青萝卜富一方。田
水铺水资源丰富，土壤含沙量高，独特的自然资源
造就了青萝卜与众不同的口感。村里持续壮大萝
卜产业，请农业专家助力，不断改良品种，改进田
间管理技术，使该村产的青萝卜外皮光滑、口感脆
甜多汁，深受市场欢迎。如今该村青萝卜还走上
了短视频平台，销售渠道从线下延伸到线上，名声
更响，产品更“红”，卖得更好。
“为了保证萝卜品质，我们从选种、育苗到收

获，实行全程跟踪管理。”田水铺村“一肩挑”张书
义介绍，该村带动全镇青萝卜播种面积1.5万亩，
亩产量8000斤左右，带动田水铺村户均年增收突
破5万元。

产业有特色，发展有亮色。武清区农业农村
委主任崔建峰介绍，武清区将进一步做强桃、番
茄、青萝卜产业，充分发挥昽森家庭农场资源优
势，辐射带动全区逐步扩大取代老旧桃品种，力争
两至三年内新品种达到2000亩以上，以龙头合作
社为带动，年内实现口感番茄标准化管理面积
1000亩以上、零散种植青萝卜标准化面积增加
5000亩以上。该区还将与盒马鲜生公司密切对
接，力争建成武清首个“盒马村”。

做强拉长畜禽产业链
奏响振兴“新牧歌”

大良镇不仅青萝卜出名，奶牛养殖产业也发
展得有声有色。在新世纪牧业有限公司奶牛养殖
基地里，一排排现代化钢结构牛舍整齐排列，奶牛
们有的在休憩，有的在“工作”。
“智慧养殖”是农场的特色。1200头牛被划分

在犊牛区、育成区、青年区内，120亩的牧场内只需
30名工人即可实现有效管理。每一头奶牛都配有
智能项圈，采集、生产等关键数据被收集到项圈里，
为业务联动和精准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我们引进的智能挤奶设备，能仿生按摩、自

动检测流量、按量自动脱落等，保护奶牛的同时
可保证牛奶品质。”公司总经理郝俊强介绍。目
前，奶牛性控繁殖、营养调控、精准化饲喂、机械
化挤奶、智能化管理等关键配套技术在公司实现
全覆盖，“公司已形成集奶牛养殖、粪污综合利
用、种养结合的循环生态农业发展体系。每天产
10吨鲜奶。”

目前，武清区共建有9家奶牛企业和2家奶牛
养殖合作社，奶牛存栏量3.6万头，集约化饲养率
达100%，日产鲜奶超过520吨，已成为京津之间的
大型奶牛绿色生态养殖基地。

在大良镇的西南部，黄花店镇则以生猪养殖
产业闻名，天津市农康养殖有限公司坐落于该镇，
公司占地面积235亩，拥有多套自动化、智能化、信
息化生产设备，是武清区生猪养殖产业的龙头企
业。公司负责人高雪鹏介绍，“生猪饲养实现全程
自动化，饲料自动输送到圈舍，不同种类生猪投喂
参数自动设定。”采用“公司＋农户”养殖模式，公
司通过契约机制与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向农户提
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带动养殖户增收致富。

据了解，武清区生猪年饲养量在50万头左
右，规模场户156个，截至今年6月底，全区生猪存
栏19.38万头，累计出栏15万多头。

围绕持续做强拉长畜禽产业链条，下一步，
关于奶牛，武清区将强化品种改良筛选，扩大优
质种群；鼓励支持奶牛青饲与养殖企业或合作社
合作开展种养循环生产模式，优质青储面积达到
1万亩以上。关于生猪，将引导龙头企业以并购
或合作方式带动小规模养殖户，推行标准化养殖
管理；发挥区内知名品牌猪肉销售企业影响力，
建立养殖户与其利益联结机制，做强“畜头肉尾”
延链文章。

①陈咀镇陈咀村鲜食玉
米喜获丰收。

②口感番茄成为天民田
园的“拳头”产品。

③南蔡村镇丁家瞿阝村

“一肩挑”张鸿勋展示丰

收的黑小麦。

④第九届中国（武清）北
方鲜食玉米大会在武清

举办。

照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联排小楼配着红墙灰瓦，宽敞的沥青路旁
绿树葱茏，篮球场、文化长廊、小游园一应俱
全，走入蓟州区洇溜镇大唐庄村，一幅美丽宜
居的乡村画卷徐徐打开。
“郑书记，中午来我家吃吧，豆角炖肉……”
“来家待会儿，郑书记，刚下来的油桃……”
路边纳凉的老人们纷纷热情招呼。
“郑书记”笑呵呵地与老人们寒暄起来，

“不去啦，不去啦，我还得去给咱们村积分超市
进货呢。”

这些老人口中的“郑书记”正是大唐庄村
的“一肩挑”郑玉娟，自2018年任职以来，在她
的带领下，大唐庄村村容村貌、乡风民风发生
了巨大变化。

“小时候一下雨，庄里净是泥水黄汤。”村
里一位年轻小伙儿回忆说。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是涉及家家户户的“民心工程”，也是郑玉娟
的最大心愿。经过反复勘测，在村子的西南
角，也是全村地势最低的地方修建起了污水处
理站，房前铺设雨水管道，屋后铺设生活污水
管道，雨污分流，各行其道，村内积水问题得到
有效解决。

如今的大唐庄村道路干净整洁，不见一点
垃圾，谈及清新整洁的人居环境，郑玉娟颇为
自豪：“这得归功于我们的‘分片责任制’，通过
将村子划分为六个部分，以招投标的形式选出
六位群众信得过、收费合理的负责人，由他们
管理片区卫生，保持村内环境整洁。”

环境美了，乡风文明更不能落下，郑玉娟
提到的“积分超市”又是乡村治理的另一剂良
方。走入村党群服务中心的“积分超市”，小板

凳、洗洁灵、卫生纸……各类生活用品整齐地置
于货架之上，墙上一张表扬榜写满了三年来获奖
人姓名。按照村规民约，大唐庄村根据爱党爱
国、孝老敬亲、重义守信、助人为乐、勤俭持家五
大类制定了积分细则，村民们通过参加志愿服务
活动、维护人居环境、保持邻里和睦等方式获得
积分，每月评比出一、二等奖各10名。
“郑书记，我家这月房前屋后这么干净，咋没

评上一等奖？”村里的一位女士来到党群服务中心
提出了困惑。
“你好好想想，这个月，是不是和婆婆闹不愉

快了？”郑玉娟笑道。
女士的脸唰地就红了，“嗨，确实是没做好，下

个月我可得做个‘好儿媳’。”
“这些奖品都是些常见的生活用品，村民们更

在意的是微信群里每个月都会发的获奖名单，老
是没有自己的名字也会不好意思。”郑玉娟介绍
说，实行“积分制”以来，群众积极性都提高了，“只
要广播一喊今天集体打扫卫生，大伙儿都踊跃参
与，再也不用挨个动员了！”郑玉娟说。

每逢各大节日，大唐庄村的文艺活动更是热
闹非凡，“七一”老党员茶话会、重阳节为老年人组
织文艺演出、国庆节假期趁着年轻人返乡组织趣
味运动会、腊八节集体熬腊八粥……“我们村的妇
女还组建了舞蹈队咧，这些文艺活动让我们村变
得更具凝聚力，一些工作开展起来，大家也会从村
集体的利益上考虑，主动配合我们。”郑玉娟说。

环境更优美、乡风更文明、活动更丰富，大唐
庄村正在加快三美四乡建设步伐，向着美丽宜居
不断迈进。

本报讯（记者 杜洋洋）7月31日，“遇
见宝坻 逐梦起航——宝坻之宝特色风情
展”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开幕。

为加强对外宣介，塑造宝坻形象，推
进文旅融合，助力高质量发展，宝坻区
联合厦门航空天津分公司共同策划了
本次展览。展览融入厦航贵宾休息室
场景，以“枢纽之区、科创之区、生态之
区、幸福之区”建设为主线，突出京津中
关村科技城、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两大
发展亮点，集中展出宝坻非遗、精品文
创、特色产品，还在现场制作了潮白河
酥鲫鱼、卷馅肉饼等特色美食以及时令
鲜果、袁了凡茶等供乘客品尝，感受舌
尖上的宝坻，旨在吸引更多的旅客朋友
了解宝坻、关注宝坻，进而走进宝坻、乐游
宝坻。

时常往返厦门、天津之间的一家传
媒科技公司总监江东华说：“通过观展，
了解到京津中关村科技城这座科创之
城，发展迅速，未来可期，希望有机会到
那里投资兴业。”厦航《空中俏旅人》栏
目执行导演赵光辉则对潮白河国家湿地
公园更加偏爱，他表示，“这里人与自然
和谐，尽显北国江南风韵，令人心驰神
往。”据介绍，当天，《空中俏旅人》宝坻
宣传片正式开机，将在厦门航空所有航
班上展播推广。

本报讯（记者 徐杨 通讯员 曾子益

杨天宇）为弘扬“全国武术之乡”文化底
蕴，推动武术运动普及发展、蓟州武术
和旅游文化的品牌创建，营造武术文化
健身氛围，8月 4日至 7日第三届中国·
天津盘山武术节将在蓟州区盘山景区
举行。

据介绍，第三届中国·天津盘山武术
节将为广大群众打造一场集体育、文
化、旅游于一体的武林大会。本届武术
节内容丰富多样，包括太极、少林、武
当、峨眉等 27个门派约计 900人参赛和
展示，涵盖传统武术精英赛、地方拳种
交流展演，中华武术大师高端赛等系列
赛事活动，设置多个奖项类别，并对获
胜的选手颁发证书及奖金。武术节期
间，还将举行“论剑盘山·精武强国”武
术名家交流大会，武术名家会聚一堂，
共同畅谈武术新发展。

本报讯（记者 王音 通讯员 梁旭 许

逸飞）日前，2023年精武功夫少年“雏鹰计
划”系列训练营在天津霍元甲文武学校正
式开营。本次训练营以“霍元甲·精武功
夫”为主题，分功夫少年训练体验营、防身
格斗强化训练营、专业队强化集训营、精武
文化研学游四个项目。其中包含武术散
打、武术套路、武术短兵、摔跤、柔道、空手
道、跆拳道、射箭等训练项目的教学、体验、
模拟实战，配有精武文化体验游，参观霍元
甲纪念馆、学习武术礼仪、了解精武文化、
训练成果展示等环节。让孩子们在实践
中切身感受崇文尚武精神和中华传统文化
的魅力。

天津霍元甲文武学校总教练侯冬
媚表示，训练过程融入军事化管理，包
括早操、整理内务、学习防身格斗功夫
等，全方位提高孩子们的综合素质，让
他们不仅能沉浸式体验精武文化，更能
强身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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