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夏秋相接，暑热
退，迎清凉，宁河区宁河镇的杨泗村，农家饭菜
飘香；廉庄镇的木头窝村，蓟运河畔景色宜人；
七里海臂弯里的俵口镇正描绘“红绿交织”画
卷；造甲城镇的贝贝生态农场正待游人……
眼下，我市乡村振兴全面推进行动正稳步

前行，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旅游提级工
程”，要“大力发展涉农区全域旅游”，“打造城市
人群乡村旅游目的地和‘周末消费’新模
式”……着力推进乡村振兴，宁河区今年启动乡
村旅游年和国家休闲农业重点县创建工作，天
津市乡野主题公园也正式开园。深耕农文旅融
合，“河海辉映、多彩宁河”正不断满足都市人对
生态田园的向往。

七村全方位联动
乡野主题公园开园

近日，杨泗村的斌斌小卖部里人来人往，许
多顾客是“新面孔”。冷饮卖得快，话也说得
多，店主刘少亮一边卖货，一边“客串”导游，
“村里有民宿、农家乐，村口有稻田、花海、荷塘，
村外不远有林子里探险乐园，吃的住的玩的齐
全。”
刘少亮多年前就在村内开了小卖部，杨泗

村开辟乡村旅游道路后，小卖部生意越来越好，
“以前从没见过这么多游客，尤其是‘五一’‘十
一’期间，饮料、矿泉水、雪糕等销量非常大。”刘
少亮希望村庄旅游进一步发展，持续带动村民
增收。
今年4月30日，宁河区举办天津市乡野主

题公园开园仪式暨宁河区乡村旅游年和国家休
闲农业重点县创建年启动仪式，这标志着天津
市乡野主题公园正式开园，该区乡村旅游年和
国家休闲农业重点县创建工作启动。
据介绍，乡野主题公园是以乡村振兴示范

村杨泗村为依托，联动七个村子打造而成，集农
业观光、乡村休闲、旅游度假、文化体验为一体的
度假区，集结了宁河区特色美食老汤豆腐、河蟹
倭瓜、鲫鱼咸菜、小鸡炖蘑菇等，其中的七里海河
蟹面制作技艺是宁河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胡庄村‘遇见美食’，在杨泗村游稻香花

海，到林庄村感受‘醉氧’，到南沽村体验运河文
化……七个主题村庄串珠成链，组团发展。”宁
河镇党委副书记张洪生介绍，今年以来，宁河镇
进一步完善乡野主题公园设施建设，一方面根
据各村实际，分别以生态观光、民俗旅游、农产
品采摘、休闲垂钓为主题，增加文旅娱乐设施，
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另一方面提高民宿数量和
品质，进一步盘活闲置民房和土地，联农带户打
造特色民宿区，“我们将不断提升公园吸引力，
延长游客驻留时间，让‘一日游’变‘多日游’。”
发展乡村游，“颜值”要“在线”。“近年来，村

里先后投入1800多万元，全面实施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杨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廉春
英说，推动乡村振兴，杨泗村清除了村内所有违
章建筑，进行了街道平整硬化，修缮了双坡青
瓦、方宅合院，搭建了庭院凉棚摇椅，种植了果
树、蔬菜、花木，修建了荷花池、凉亭、水车等景
观设施，并开办了“晴耕雨读”“耕农茶屋”等20
多家民宿，打造了千亩油菜花海。
“硬件”硬，“软件”也要软。宁河镇是宁河

区四大古镇之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汉
代名为“粮城”。“宁河镇历史上是食盐的漕运集
散地，因军情需要成为通往辽东的都会码头，因
此又称‘军粮城’。”张洪生说。深挖漕运、民俗、
商贸等历史文化资源，宁河镇助力杨泗村建起
民俗馆和农博馆，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让文旅
融合为乡村振兴赋能。
2022年，杨泗村村集体收入达到68万元，

为历年最好水平。今年“五一”假期，杨泗村共
接待游客1.8万人次，旅游收入近40万元，双双

再创新高，乡村“流量”变“留量”“增量”。

扩大农旅“朋友圈”
构筑投资“磁力场”

杨泗村的发展扩大了宁河镇的农旅“朋友
圈”。距离杨泗村2公里，与任汉村、林庄村、孙
庄村比邻而居的是1400多亩的林子里探险乐
园，一棵棵高大挺拔的杨树指引游客步入林海
深处。沿着石子路往里走，沿途经过一个个新
奇有趣的娱乐项目，游客们有的乘坐越野卡丁
车爬坡，有的开着“坦克”涉险，还有的在体验
“身材挑战门”……
“希望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

的开心秘籍。”“林子里”项目负责人陈立双关注
到杨泗村旅游发展迅速，从中发现商机，并决定
投资文旅项目。恰好宁河镇有意利用林下资
源、盘活闲置土地，发展乡村旅游。于是在宁河
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陈立双选址杨树林，和
团队仅用一个多月就建成了探险乐园，“从规划
到基础设施完善，再到宣传推广，政府都给了我
们很多帮助，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游玩，也增强

了我们长期发展的信心。”
“林子里”于2022年7月下旬动工建设，一

期项目建设800亩，包括越野卡丁车、沙滩摩托
车、越野坦克、林下迷宫、跑马场、拓展训练、丛
林穿越、游乐气炮射击、气球射击、庙会游艺区
等，当年8月25日营业。今年，600亩的二期项
目如期建成，新增房车露营、帐篷露营、林下种
植等多个游玩项目。
“作为乡野主题公园的重点项目，‘林子里’

吸引了很多市民到农村消费，带动了周边村民
就业，推动了镇域经济发展。”宁河镇党委副书
记张洪生说。
杨泗村的发展也构筑了投资的“强磁场”。

来自陕西的一家企业通过实地考察，计划投资
3000万元，在杨泗村建设旅居康养项目。项目
占地30亩，分两期打造精品民宿及配套设施。
一期主要包括特色旅居民宿35套，接待中心
700平方米，共享民宿餐厅400平方米，共享大
灶台500平方米，建设木屋房车共享营地1200
平方米；二期以民宿配套产业为主，打造建设集
共享菜园区、农活体验区、帐篷营地区、采摘区、
家禽领养区、观光花海区为一体的民宿村落项
目，“目前一期工程正在建设中，二期已经启

动。项目建成后，将与村内原有民宿统一管理、统
一运营，旅游配套设施将更完善，同时还将新增就
业岗位30个。”廉春英说。
除了稻香花海、探险乐园、运河风光，宁河镇还

将推动乡野主题公园涵盖的村庄因地制宜建设萌
宠乐园、弘扬乡村艺术、展现渔村风情等，开拓新的
潮玩项目，打造新的“动感地带”，打出农旅“组合
拳”，闯出乡村“共富路”。

创建乡村旅游年
加快布局新场景

世界三大古海岸湿地之一七里海的外围，“小
七里海”项目建设蹄疾步稳，芦苇滩公园、稻香花村
等生态场景将呈现。
与“小七里海”相距不远的俵口镇，3.8公里的重

走方舟路正待客，烈士故居、红色革命标语墙……
置身绿色田园，追寻红色足迹，游客感触颇多，收获
满满。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蓟运

河滋养了河畔的木头窝村，木栈道、流水与稻田，与
天上层叠的云一起构成一幅水墨画卷……
“除了乡野主题公园正式开园，今年我们启动

乡村旅游年和国家休闲农业重点县创建工作，谋划
了‘1468’乡村旅游创建年总体思路布局。”宁河区副
区长王智东介绍，“1”即开展以“河海辉映、多彩宁
河”为主题的乡村旅游年活动，以“农业+”的模式打
造宁河农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新格局，积极创建全
国休闲农业重点县；“4”即推出“春江花月宴”“仲夏
夜之恋”“稻香话丰年”“奇妙冰雪缘”四季主题系列
活动；“6”即构建“七里海研学游”“农林体验游”“稻
香观光游”“运河水乡游”“民俗文化游”“梦幻蓟运
游”六条精品乡村休闲游线路；“8”即形成一海、一
林、一镇、一故居、一河、一岛、一阁、一甑乡“八个
一”农文旅发展组团。
“其中“八个一”农文旅发展组团中的‘一河’就

是‘蓟运河’，‘一故居’指于方舟故居。”王智东说，
九曲十八弯的千年古运河蓟运河，是宁河运河文
化、漕运文化、农耕文化的重要源泉。围绕这条“宁
河的母亲河”，宁河区重点在廉庄镇、宁河镇、苗庄
镇规划布局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重点项目，其中作为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木头窝村，打造的400米稻田
木栈道和帐篷营地，颇受游客青睐。于方舟故居是
宁河最具代表性的红色文化之一，宁河区通过外部
环境打造和乡风文明培育，用好红色资源，推动了
乡村发展。
当下，宁河区正以开展乡村旅游年活动为契

机，加快布局农文旅融合场景，适时将更多好看、好
玩、好逛的好去处向游客推荐——
永定新河南500米的绿屏驿站，集乐活、康养等

于一体，客栈餐饮、特色民宿、房车营地、帐篷营地、
生态农业等一应俱全。
造甲城镇七里海大道以北，贝贝生态农场如欢

乐的海洋，有的游客与小动物互动、有的畅玩无动
力乐园，有的享垂钓乐趣，“农场将为大家提供新
鲜、有趣又能涨知识的游玩环境，并为周边村民提
供更多就业岗位。”贝贝生态农场经理平金鑫说。
在七里海镇滨蓟线与七里海大道交口，宁和稻

香农文旅生态园里，河蟹垂钓、果蔬采摘、林下露营
等多种项目可供游客选择游玩，“今年的天津市中
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庆典活动将在这里举办，稻田
画已经成型，融入香蟹、麋鹿、东方白鹳等七里海元
素，将让游客流连忘返。”生态园总经理李长生说。
潘庄镇齐心庄村的齐心园区是3A景区，游客

在此可体验采蘑菇、挖土豆、钓河蟹的乐趣，“我
们正筹备丰收节期间活动，将和游客共同迎接
‘龙湾点亮古镇，齐心共庆丰收’齐心庄园金秋艺
术节。”潘庄镇副镇长李佳说。
“春赏花、夏耕耘、秋摘果、冬赏雪，‘河海辉映、多

彩宁河’将安放更多‘都市农夫’的‘诗与远方’。”宁河
区副区长王智东介绍，丰收节期间，作为主会场的宁河
将推出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期待游客到来。

种葡萄酿美酒 致富路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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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宁河”深耕农文旅融合
启动乡村旅游年创建 打造乡野主题公园

乡村走笔

■ 本报记者 徐杨 通讯员 杨天宇

乡村速递

■ 本报记者 刘雅丽

通讯员 田雨宸 张宁 白朕纲

2023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公示

蓟州区下营镇团山子村入选

村民对葡萄田进行日常养护。

东丽区丰年里社区

推动智慧居家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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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村共建为乡村振兴添动力
①宁和稻香农文旅生态园里，稻田画已经

成型。

②小朋友在齐心庄园体验农事活动乐趣。

③游客在“林子里”探险乐园游玩。

④游客在木头窝村体验“套西瓜”。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本报讯（记者 王音）日前，东丽区丰年
村街道丰年里社区党委联合公益性社会
组织——东丽区益嘉社区服务中心为独
居老人安装“一键通”智能呼叫系统，提
高独居老人应急能力，加快网格员紧急
响应时效，切实保障老人生活质量和生
命安全。
据了解，“一键通”基于大数据终端，当

安装户轻摁一下时，设备会向终端发出便
民服务信号，显示安装户住址信息，通过
“点单”项目，终端与党群服务中心、社区食
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精准匹配，提供相应
的服务项目。此举将提高社区养老水平和
整体服务效果，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插上
“智慧翅膀”。

本报讯（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张聪

董本江）日前，静海区子牙镇赵庄子村携
手天津城建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开展校地共建活动，通过暑期“三下乡”社
会实践助力乡村振兴。
在赵庄子村党群服务中心，天津城建

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学生李泽结
合演示文稿为村里的老人们讲解新型电
信诈骗技术手段，并结合实际案例向村民
讲述有关防范知识。同时，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为大家详细讲解如何识别钓鱼网站
方法，积极引导村民们提高思想意识，保
护个人财产安全。
据介绍，天津城建大学计算机与信

息工程学院作为赵庄子村的共建单
位，此次开展“乡·遇”暑期“三下乡”社
会实践活动，不仅充分发挥了自身专
业优势为村民们讲解防电信诈骗等相
关知识，还通过聆听村里老党员讲述
村庄发展故事，进一步了解新时代农
村发展的成就。
赵庄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胡

效铭表示，与天津城建大学计算机与信
息工程学院联合开展活动仅仅是一个开
始，他们将立足本村实际和群众需求积
极同校方沟通，开展更多群众喜爱的志
愿服务活动，进一步推动“校村共建”合
作，让青春活力融入乡村发展，不断为乡
村振兴赋能。

本报讯（记者 徐杨 通讯员 杨天宇）
近日，国家农业农村部公示了2023年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名单，其中蓟州区下营镇
团山子村入选。团山子村以梨树而闻
名，村内有梨树1万余棵，树龄最长的梨
树有八百多年，其他梨树平均也有二三
百年的历史。
蓟州区下营镇团山子村坐落郭家沟

村旁边，紧邻马营公路。交通位置十分
优越，2018年当地政府开始升级改造村
子，村子面貌得到了大幅提升，村子对
面原来的梨园被改造成了“吉姆冒险
世界”。
团山子村是梨花节的起源地，今年

“吉姆冒险世界”作为赏花的核心区，充分
利用2000多棵梨树作为大背景，开展亲
子活动。同时，还安排了旗袍秀、非洲歌
舞、戏曲演唱、民乐演奏等，充分营造欢乐
祥和的节日氛围。

8月时节，金风送爽，天朗气清。蓟州区西
龙虎峪镇南贾庄村的酒用葡萄基地里，一架架
葡萄藤整齐排开，一串串葡萄晶莹剔透，果香清
雅醇正、令人心悦。
基地东头儿，南贾庄村党支部书记王武生

正蹲在葡萄架前察看葡萄生长情况。“这260亩
种的是专供王朝酒业的酿酒葡萄，今年是第一
年试种，现在长势很好，再过一两周就可以收
获。”王武生说，“这些葡萄去年栽种，越冬后今
年首次结果，2年之后到达丰产期，预计亩产
5000斤左右，届时一年产值可达260万元。”
王武生提到的这块地此前是对外承包的集

体果园地，去年合同到期后，村集体将土地收
回，最初大伙儿对这块地的用途有着不同的看
法，“地里全是杂草，来往的路也没有硬化，大伙
儿一分种点果树得了。”

“随便种可不行，这块地不一般，咱们得利
用好这块地，给村里发展出支柱产业，让大伙儿
一块挣钱。”王武生跟大伙儿解释说。
这块地好在哪？依山向阳，光照充足，周边

环山好似小盆地，天然沙壤土富含多种矿物元
素，地处北纬38—40度范围，正适合酿酒葡萄
生长。
“种葡萄？这有啥新鲜的。”村里一直都有

种葡萄的历史，基地西半部分近740亩的葡萄
田都是农户自家种植的。“自家管理销售都不
易，终究是缺乏抗风险能力，没有兜底保障，没
有定价权，葡萄品质也难把控到位，销售遇到困
难、丰产不丰收都是可能出现的问题。”老种植
户们提出疑虑，担忧钱“砸”到地里。
既然各自种植效果不好，为何不成立集体经

营尝试一下。抱着这样的想法，王武生多方联系，
最终与王朝公司签订了10年的保底收购协议。
“公司给咱们出幼苗和技术，地里种多少公

司收多少，每斤保底售价2元！”带着好消息，王
武生回村成立了合作社，开始以“公司+合作
社”模式发展订单农业。

“种植户们最愁的就是销路，现在我们只用关
注葡萄品质，这么多年的葡萄种植技术又能发挥作
用了。”村里种了近30年葡萄的老农户孙宗也投身
到村集体的这块产业中，为葡萄田的日常养护、管
理提供技术指导。
抱团发力带给群众的利益实实在在，村里50多

名大约六七十岁的中老年人，都在这里找到了工
作，一年人均能挣到3万元。
村集体搞产业，政府部门来帮忙。在西龙虎峪

镇政府的协调下，多个部门齐发力，为果园地除荒
草、建水池、打深井、铺管道、修路面，原来杂乱的果
园摇身一变成了欣欣向荣的酒用葡萄基地。
在基地中南部，还有6亩左右的“小产区”，这里葡

萄种植繁密，长势喜人。与普通葡萄不同，这些均是嫁
接苗，省去了冬天将葡萄藤埋土防寒的步骤，管理措施
得当的情况下，葡萄树生命周期可达50年。
“目前我们正在和意向方洽谈‘小产区’酒庄酒

模式，计划在试种成功的基础上在此建设一处占地
2亩左右的酒堡，对标国外小产区、高端酒庄酒发展
路径，打造‘种植+酿造+体验’的酒堡模式，建设一
个特色葡萄酒文化产业园，延长酿酒葡萄产业链，
增加葡萄产业收益，让小葡萄真正甜到村民心坎
上。”西龙虎峪镇党委书记赵占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