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时节，正是稻蟹肥美时。在蓟州区
东施古镇柳子口村，300亩的稻田金穗低垂，
个头饱满的螃蟹在稻田里“横行”。连日来，
29岁的付文惠每天穿梭在稻田中，忙着放蟹
笼捕捉成蟹。
2022年，毕业于内蒙古科技大学的付文惠

放弃了央企的稳定工作，回村办起家庭农场。
靠着村里迎来扶持工作队的机遇，她承包下
“稻蟹混养”项目，从稳坐办公室直接“扎到”
泥土里。
“想象中的乡村生活是归隐田园，结果却是

灰头土脸……”回忆着最初回村的场景，付文惠
脸上带着一抹羞涩的笑容。
没养过螃蟹，就先从网上查资料一点一

点学；不会种水稻，就骑着三轮车去别人田间
地头学习。“夏天的时候凌晨3点就起床，在

地里摸爬滚打一天，弄得跟泥猴似的。”付文
惠笑着说。
灰鹭来吃螃蟹了，得赶紧轰；蟹道损坏螃

蟹跑了，得抓紧补；稻田里缺水了，得赶紧找水
源……“有水老鼠、水蛇四处跑，一开始吓得我
就知道尖叫，可叫着叫着也就习惯了。”虽然说
着养殖过程中遭遇的艰辛，付文惠却依然乐观
开朗。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年她就喜获丰收，成

蟹产量近5000斤，水稻亩产1500斤，很快销售
一空。
为了方便运输，她利用天津港集团的扶持

资金在地头扩建了一条宽约6米、长约500米的
田间路，利己又便民。农忙时节，她还会雇村民
到稻田里打工，带动就业500多人次。此外，她
每年还会为村集体上交3万元资金，帮助村集
体经济持续壮大。
有了去年的成功经验，今年付文惠又开始

了新的探索。去年她买入纽扣大小的“扣蟹”开
始养殖，今年尝试引入了蚂蚁般大小的“大眼幼
体”，养殖到现在成长为蟹苗，明年继续养殖就

能成长为成蟹。“省去了买蟹苗的步骤，预计产
量最高能达到1万斤。”付文惠介绍。
如今的她在管理上也更加游刃有余，“今

年新种植了黏稻米，稻穗整体明显比去年成
色更好、稻粒更多。”付文惠说，“去年收割有
些迟，许多稻粒浪费在了田地里，今年能避免
这个问题。”凭借着去年稻米试卖的成功经
验，今年她已经完成了稻米商标的注册，收
割、加工完成后就能上市售卖，目前已经有很
多老客户开始预订。
为了帮助返乡人才更好地创业干事，东施

古镇也积极利用扶持政策，为返乡入乡创业人
员提供低成本、全要素、便利化的创业服务，“近
年来许多返乡创业的人才，凭借着自己的学识，
成为‘致富带头人’，带动了村镇经济发展，同时
也提供了许多就业岗位。”东施古镇党委书记王
彦军说，“我们将持续用好这些扶持政策，吸引
更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在家乡的田野里一展
身手！”
望着即将丰收的稻田，付文惠眼中满是

喜悦：“明年我打算扩大种养规模，尝试发展
螃蟹垂钓业务，拓宽产业链，为家乡发展做更
多的事！”

盈盈一水连南北，悠悠流淌贯古今。金秋
时节，叠翠流金，蜿蜒曲折的大运河两岸进入了
收获的季节。
今年以来，武清区深入落实我市“十项行

动”，系统谋划提出了“3+1+1”工作思路，其中
的“3”即打造京津产业新城、大运河文化生态
发展带、以高端时尚消费和车文化体验为主
题的“新商圈”三大系统工程。致力于推动大
运河文化生态发展带建设，因运河而生、随运
河而兴，运河岸边的武清区南蔡村镇迎来新
的发展契机。该镇将北运河、武香路沿线20
个村庄串珠成链，布局以丁家瞿阝村为核心节
点，以粜粮务村天民田园农业科技示范园、砖
厂村一芳田童趣农庄为重要节点的乡村振兴
示范带建设，着力打造“全区运河第一组
团”。目前，“一河一路多节点”空间发展布局
的乡村振兴示范带初具规模，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蹄疾步稳。

河滩地种上“致富果”
走出都市型农业新路

干净整洁的村庄里，新修的柏油路乌黑油
亮。村里的石磨面粉厂机器声响，员工们装货
发货正忙……这里是南蔡村镇丁家瞿阝村。
丁家瞿阝村位于南蔡村镇东南部，京杭大运

河从村西缓缓流过。十年前这个运河畔的村庄
因一度缺乏特色产业支撑，找不到致富的门路，
村民主要依靠种植大田作物为生，但村里以前
基础设施条件差，田地难以有效灌溉、排水，大
伙儿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种地，日子仍然过得紧
巴巴。
10年后的今天，丁家瞿阝村逐渐形成220亩

100多栋面向都市人群的果蔬大棚、种起了黑
小麦、建起了石磨面粉厂，从昔日名不见经传的
穷村子，变为远近闻名的带头致富村，乡村振兴
的画卷加速铺展。
守着大运河，丁家瞿阝村河滩地多，土壤肥

沃，利用这一特点，村里将百亩普通麦地统一流
转后改种富硒黑小麦，并引入水肥智能一体化
灌溉系统，无需人工看守，手机操控水肥浇灌。
灌溉均匀、省人力，黑小麦长势良好。同时，村
里建立起完整的生产、加工、销售链条。距离黑
小麦地不远，是一座现代化的石磨面粉厂，麦收
直接进厂，经传统工艺加工成的多样面粉产品，
通过线上直播带货等多种销售渠道卖向京津
冀，乃至全国。
村庄的金色名片不只是黑小麦。“玉阑秋色

知谁主，隔阑一架葡萄雨”。不久前，村里迎来
了大棚葡萄的采摘季。馥郁的果香和丰收的喜
悦，勾勒出一幅美不胜收的田园画卷。
农户吴及山和家人对记者说，葡萄卖完了，

就一起张罗盖新房！
村民吴利军在自家棚里忙活着，“今年收成

怎么样？”面对提问，吴利军脸上露出了笑容：“7
个大棚8亩地，预计总收入能有10万多元。”这
名种植能手也是个销售“多面手”，吴利军通过
线下引流、线上直播拓展销售渠道，葡萄卖得
好，种植劲头足。
10年时间，丁家瞿阝村实现华丽转身，从单

一耕种到多元发展，村集体收入达到 112万
元。民生持续改善，村庄美了、村民富了、村民
更有奔头了。站在新起点，丁家瞿阝村进一步统
筹配置人才、文化、历史等要素资源，打造红色
研学带，实施红色乡村氛围营造、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等多个重点项目，并加快推动乡村振兴学
院、千亩高标准农田建设等，进一步激活村庄发
展内生动力，推动都市型农业产业带建设。“我
们的日子，会越过越红火！”乡亲们对未来充满
期待。

丁家瞿阝村的发展为周边村庄“探路”提供了
方向。与丁家瞿阝村一路之隔的丰庄村，正在建
设以麦稻为主的五谷杂粮综合种植区，推动粮
食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河畔田园尽显科技范儿
描绘休闲农业新画卷

南蔡村镇粜粮务村，西临北运河，紧靠主干
道武香路，这个自京杭大运河开通后便是粮米交
易之所的村落，如今翻开了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坐落于粜粮务村的天民田园农业科技示范

园，是南蔡村镇以科技赋能农业发展、构建“一
河一路多节点”乡村振兴空间发展格局中的重
要节点，也是粜粮务村的一张亮眼名片。园区
以京津冀都市圈“1小时果蔬园”为发展定位，
助力南蔡村镇大力发展都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业，推动乡村振兴。
不久前，粜粮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天民蔬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粜粮务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理事长刘天民荣获2023年度“全国
十佳农民”称号，媒体在关注这名“十佳农民”事
迹时，也将更多目光投向他带领村民创建的天
民蔬果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于2009年建立，是刘天民联合155

户村民建立而成的。经过十几年发展，合作社
已形成了占地2075亩的天民田园农业科技示
范园区，建成1栋5000平方米的智能玻璃温室，

800亩的二代节能温室、1000亩冷棚，年产各类
蔬果15000吨，带动300余名村民就业。
在天民田园农业科技示范园里，一排排

大棚整齐排列，花木葱茏，空气清新，番茄、迷
你西瓜、甘蔗、火龙果长势喜人，一派怡人的
田园风光。这里是集生产示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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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小鹊登枝”水果番茄、
“不知愁”白草莓等园区明星产品远近闻名，
每年都吸引大量京津冀游客前来采摘观光。
创新种植模式的“甘蔗套种西瓜”，让甘蔗和
西瓜“高矮结合、快慢搭配”，套种区域实现亩
均效益超10万元，荣获天津市第三届农村创
业创新大赛一等奖。
“园区将物联网信息技术应用于作物生产

各环节，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养分数据，通过
水肥药一体化平台，实现灌溉施肥的时间管控
和视频监测。”刘天民介绍，近年来，园区积极
种植蔬果新品种，推广种植黑马蔗、白雪公主
草莓、口感番茄等10多个新品种，以新品种、
新技术、新装备的综合应用和集成创新为突破
口，引领蔬果产业创新发展、提质增效，保障优
质农产品供给。
为了做强销售，园区与“京东”“津农宝”

“葡先生”等电商平台深度合作，借助电商平
台打开了农产品销售的新大门，把产品卖到
了千家万户。天民田园农业科技示范园还
通过微信公众号、达人推荐、短视频平台等
媒介与客户互动，介绍蔬果种植、采收、果品
质量识别等信息，吸引了网友对园区的关
注，园区年接待游客达到 10 万人次。接下

来，天民田园农业科技示范园还将建立农业
培训学校、引进先进的种植技术、推出系列农文
旅活动。
“随着大运河文化生态发展带的建设，

天民田园农业科技示范园的发展之路将越
走越宽。”刘天民表示，园区与南蔡村镇发展
同频共振，正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优
势，沿着“园村互促”思路，通过“科技”“品
牌”“休闲农业”三大抓手，集聚资源、带动发
展，朝着园区兴旺、村庄繁荣、村民富裕的目
标阔步前行。

开设保护运河课程
经济社会效益双提升

“‘一河一路多节点’空间发展布局中，‘一
河’指北运河，‘一路’是武香路，砖厂村就在北
运河畔。坐落于砖厂村的一芳田童趣农庄是我
镇这一发展布局的又一重要节点。”南蔡村镇农
业服务中心主任王凤维介绍。
北运河西岸的砖厂村，是很多人的“诗与远

方”。运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将一片土地“包”
成一个“元宝”，一芳田童趣农庄择“元宝”而居，
服务八方来客。
金秋时节，农庄里绿意扑面，一排排大棚内

蔬菜长势良好……充分保护传承利用好运河这
一宝贵遗产，一芳田童趣农庄应时而生。经过
几年发展，农庄建成了种植面积346亩的示范
基地，形成了“种植+养殖+网络销售+会员采
摘”的发展模式、“自然教育+运河课程+科普与
农耕基地运营”的实践路径，实现农业产业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双提升”。
“我们采用‘自然农法’耕种，充分利用阳

光、空气、温度、湿度等自然条件，根据农作物
自然生长规律种植果蔬，这样的种植模式契
合了市场日益增长的高品质农产品消费需
求。”农庄工作人员宋丽娟介绍，农庄积极推
动土壤改良、酵素菌肥技术研发、生态农业实
践等，并搭建起了自然教育培训营，常年开展
科普活动。
运河文化和生态环境资源滋养农庄，农庄

也反哺运河融入发展血脉，开发了运河专题课
程，助力保护传承弘扬运河历史文化。“镇上‘一
河一路多节点’空间发展布局的乡村振兴示范
带建设为我们带来了发展机遇。”农庄总经理邓
晓琳说，农庄深度挖掘运河沿线历史，持续围绕
运河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科普教育、运河文化
传播等方面开展研究，形成了系统运河保护课
程体系，向公众尤其是少年儿童开放。同时还
承办了首届通武廊北运河乡村文化旅游节，探
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新路经，积极向京津冀游客
推介运河。
据介绍，一芳田童趣农庄还通过开展新农

学堂、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项目等带动农庄周边
农户致富，农庄为周边女性传授新媒体运营等
课程，累计吸纳灵活就业女性超千人。
“‘一河一路多节点’的乡村振兴示范带初

具规模，‘红色研学 金穗小镇’顺利推进。”南蔡
村镇宣传委员高伟介绍。目前，丁家瞿阝村红
色研学带建设工程即将完工，粜粮务乡村振
兴示范村建设通过市级验收，一芳田童趣农
庄成为全市科普教育基地，7个经济薄弱村
帮扶项目有效落实，聂官屯、粜粮务村成功申
报市级民主法治示范村。未来，南蔡村镇将
继续着力推动“红色研学 金穗小镇”建设，聚
焦引进云计算大数据项目、实施涉及5个村
的“五好两宜、美丽乡村”工程等着力点，加快
建设“一河一路多节点”的乡村振兴示范带，
以重大项目为牵引，持续擦亮运河名片，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

付文惠:在家乡的田野里一展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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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运河牌”谱写“协奏曲”
武清区南蔡村镇积蓄“一河一路多节点”发展势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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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恒旺

“梨王”争霸庆丰收

辛苦一年迎来收获，付文惠眼中满是

喜悦。 照片由受访对象提供

辛口镇抢抓农时复耕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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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携岗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 王音 通讯员 周华莹）近日，
随着东淀蓄滞洪区内的辛口镇排水工作基本
完成，辛口镇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推动复耕工
作，当城村部分农户已加紧修复灾毁农田和农
业设施。
据了解，这次洪水当城村受灾面积1.1万

亩，蔬菜大棚2700 个，现在有 4000 亩农田陆
续达到复耕复种条件。记者在当城村农业
大棚看到，部分农田已栽种黄瓜秧和菜花
秧，受灾大棚已翻修加固，更换了塑料薄膜，
水井恢复使用。辛口镇是农业大镇，洪水退
去后，农业部门及时组织镇村机关干部进
村，为村里农民宣传复耕复种知识，做好种
植技术指导、提供气象信息等工作，提升农
民复耕复种意识，与农民齐心协力抢抓时间
尽快恢复农业生产。

本报讯（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孙蒙蒙）
日前，静海区子牙经开区高新产业园携手
辖区用人单位，将“招聘直通车”开进天津
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实现了企业与人才的
“双向奔赴”。

招聘现场，人头攒动，来自天津中德应用
技术大学等院校的优秀应届毕业生们穿梭在
各个展位间，认真阅读企业招聘简章，与企业
招聘负责人沟通交流，详细了解岗位条件、薪
酬待遇、晋升空间等情况，根据自己的专业技
能，积极寻找合适岗位，对有意向的岗位登记
信息、投递简历，现场气氛活跃热烈。
此次招聘会，子牙经开区高新产业园共有

9家企业参加，包括多维绿建、清源科技、天大
北洋、天海同步科技等多家技术型企业，现场提
供了电气工程师、结构设计师、运营专员、后勤、
质检员等200多个就职岗位，吸引了众多优秀
应届毕业生前来应聘。
作为全区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产业集聚

的主阵地，高新产业园将继续发挥纽带作
用，深耕企业用工需求，多形式搭建对接平
台，提供优质招聘服务活动，用心、用情、用
力服务好企业招用工作，切实帮助企业招才
引智、招引工匠，为赋能园区高质量发展提供
有力的人才支撑。

本报讯（记者 徐杨 通讯员 杨天宇）金秋
时节，蓟州区罗庄子镇的空气中尽是秋梨的甜
香。日前，第六届梨王争霸赛在罗庄子镇红香
酥梨基地拉开帷幕，村民们挑选出自家最优质、
个头最大的红香酥梨，带到比赛现场，角逐“梨
王”称号。
梨王争霸赛的“赛场”在杨家峪村梨园深

处，山路两侧，梨园里都是村民们摘梨、分装的
丰收场景。活动现场，10个“红香酥梨选手”经
过前期初赛、复赛后进入决赛，依次编号后在评
审台上“亮相”，个个饱满莹润、红绿相融，让人
看着就有品尝的冲动。
经过现场5名专业评委的称重、测量、观察

等测评，从大小、质量、外观、色泽、糖度等5方
面打分，最终二十里铺村的种植户孙启功摘得
“梨王”桂冠。

据了解，红香酥梨是罗庄子镇在2000年引
进，2010年开始大面积嫁接种植，镇政府承担
了嫁接的费用，使得红香酥梨种植产业迅速发
展。因为个头大、汁水足、甜度高，经过多年的
发展，罗庄子镇红香酥梨品牌越来越被市场熟
知并认可，其中杨家峪村生产的“聚孝德红香酥
梨”已经入选“津农精品”。

乡村人物

丁家瞿阝村开展玉米收割作业。

丁家瞿阝村石磨面粉厂内，工作人员正在打包发货。

游客在一芳田童趣农庄露营。

在天民田园农业科技示范园里，工

作人员正在栽植红颜草莓。

照片（均为资料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