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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生态农业结硕果
东丽区瞄准消费升级新需求 培优做强精品农特产品

■ 本报记者 徐丽

乡村速递

■ 本报记者 张清

葛沽宝辇花会表演（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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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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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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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优化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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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走读

▲华明农业园内，梁
天译（左）在指导助手

如何不伤果采摘草莓。

�欢坨村西红柿种植
基地，董志梅（左）在

自家暖棚内帮客户采

摘西红柿。

▼这一茬儿的火龙果
已销售完毕，田淑华

（右）忙着给火龙果树

精心修剪枝杈。

摄影 张清

三九时节，寸土寸金的津郊田野上，尚有残
雪待融，东丽区的一个个暖棚内却生机盎然。
红红的欢坨西红柿、红红的华明草莓、红红的军
粮城火龙果……让本该单调乏味的冬日，挂上
了喜庆的“幸福红”。
紧邻中心城区，区域高度城市化，耕地面积

仅占全区的16.6%，农业发展空间极其有限。
在金贵的耕地上，如何优化产业结构和资源配
置，做好现代都市农业这篇文章？东丽区从未
停止思考和探索。
探索实践中，东丽区逐渐摸索出一条符合

该区特点的发展路径：立足特色资源，关注市场
需求，做足“土特产”文章，培优做强一批市场影
响力大、竞争力强的精品农特产品，为农业高质
量发展赋能增效。

欢坨西红柿

品牌兴带动产业旺

走进东丽区金钟街道欢坨村西红柿种植基
地，58岁的种植户董志梅正在自家暖棚内忙
碌。眼下正值水果西红柿丰收季，虽还未到春
节，订单却已纷纷到来。
“都是老客户，京津冀地区都有！”停不下手

中的活儿，董志梅一边将新采摘的西红柿装箱，
一边利索地打包，不一会儿，20多箱西红柿就
被装上了车。
种植西红柿六七年，料理着3个暖棚，董

志梅早已习惯了每天起早贪黑的辛苦。“西红
柿卖得好，咱就干劲足。以往一年种植一季，
现在一年种植两季，一年算下来，得有近10万
元的收入。”
“知道吗？去年，咱们欢坨西红柿总产值首

次破了亿元大关！”田国雨，东丽区金钟街道欢
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理事，一见到记者就迫不
及待地报喜。
田国雨告诉记者，欢坨村合作社共有成员

2946户、8371人。在这里，西红柿种植是主导
产业，种植面积约1680亩，大棚1276个。包括
董志梅在内的种植户485户，有1160人从事西
红柿种植。
“如你所见，欢坨西红柿都是暖棚种植，过

去只有单一的老味儿西红柿，现在增加了水果
西红柿。”问及为啥欢坨西红柿如此受欢迎，“凭
实力！”田国雨几乎是脱口而出。
“其实欢坨村种植西红柿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上世纪60年代，半个多世纪以来，村里许多
人家老少三代都以种植西红柿为生。”在田国
雨看来，欢坨村得天独厚的“胶泥”土壤、保留
“老籽儿”的优良品种、传统和科学相结合的种
植管理方式，都是成就今天欢坨西红柿的必备
条件。
不靠科技和狠活儿，欢坨西红柿凭实力征

服了食客的味蕾。2022年，欢坨西红柿荣登第
三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上榜“国字号”，
享誉京津冀。
让田国雨更高兴的是，欢坨西红柿巨大品

牌效应背后，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活力。“欢
坨西红柿的特色种植，吸引了来自京津冀地区
的数万个家庭来基地采摘，他们在采摘果实的
同时，还会选购包括西红柿在内的各种蔬菜种
苗，作为家庭盆栽景观植物拿回家培育。各种
以欢坨西红柿为主题的农旅活动，为我们这里
的种植户带来了近千万元的收益。”田国雨说，
“欢坨西红柿节”已成功举办了四届，目前，已成
了欢坨村人最期待的节日。仅以去年第四届
“欢坨有好柿”西红柿节为例，融合文艺表演、采
摘体验、趣味游戏等多种活动于一体的展现形
式，吸引了各地游客数万人。
采访中，东丽区金钟街道党工委书记杨成

立告诉了记者一个好消息：“东丽区首个农光互
补智慧产业示范区项目已落地欢坨村，目前，一
期1200亩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中。项目将利用
2000多亩闲置土地启动大棚改造，引领种植户
实现更大规模的标准化种植，最终实现向产业
化、集团化方向发展。”
谈及欢坨村的未来，田国雨充满了期待。

他说，将进一步依托欢坨西红柿的品牌价值，打造
以西红柿为主题的田园综合体，诸如特色民宿、特
色餐饮等；用足西红柿资源，在西红柿上下足功
夫，实现农村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同步”，一二三
产业“三产融合”，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

华明草莓

打造优质品牌提升附加值

特色农产品让村民富了起来，高效都市型农
业，也让“新农人”有了发挥的舞台。
冬日暖阳下，行走在东丽区华明农业园舒适

又惬意。不知不觉间，一抬眼“果匠草莓基地”的
牌子立在眼前。“起名果匠，难不成要把匠人精神
在草莓种植中发挥到极致？”记者暗自揣测间，51
岁的梁天译迎了出来。
梁天译习惯别人喊他老梁，靠着情怀和热爱，

这位不是农民的“新农人”在距离和平区的家大约
40分钟车程的地方，开辟出一片绿意盎然新天地。
草莓长势正旺，一些已经成熟了，颗粒饱满，鲜

艳欲滴。老梁一边指导助手采摘，一边聊他的“种植
经”：“这里45个暖棚的草莓，全部按照有机标准种
植，种苗引自日本，育苗在河北省承德。”
“我种草莓，要的就是品质，天然健康、口感

好。”老梁的执着，让他付出了更多的辛苦：从定植
期、缓苗生产期，到花芽分化期、开花期、坐果期，再
到膨果期、成熟期，草莓“一生”的重要成长阶段，老
梁一个都不会错过。温度、湿度、光照……45个大
棚，一天下来，老梁也不知要转上几个来回。

当然，他的执着也给他带来了不错的回报。
因为草莓品质好，大客户纷至沓来。经常是草莓
还没成熟，就被提前抢订一空。采访当天，记者遇
到陪同夫人过来采摘的殷先生。殷先生说，他算
是老梁的老客户，打了多年交道，吃这里的东西放
心。“每次过来，都会多买些，吃完了再来，就当郊
游了。”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观念也

在转变，更加注重品质和健康。”草莓口碑好，不
愁卖，让老梁有了增产的想法。“华明街道很支
持，目前正在帮忙协调联系增加种植面积。”老
梁说。
“着力打造‘华明农品’优质品牌，实施区

域内种植、养殖品种升级，更新优良品种，延伸
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打造精品农
产品……”分管农业工作的华明街道人大工委
专职副主任邓淑英告诉记者，此前，华明街道出
台过一项“华明农品”三年实施计划，就是要通
过三年培育推广，实现华明街域“华明农品”精
品农产品全覆盖。
未来，还将以发展“华明农品”精品农产品为

依托，以一二三产业相融合为支撑，结合各村特色
产业，打造集观光、采摘、休闲、娱乐、餐饮、住宿为
一体的农业旅游项目，推进农业转型发展，助力乡
村振兴。
“立足全域城市化大背景，大力发展都市农

业，打造‘华明农品’精品农产品、建设都市农文旅
带，推动产业融合发展……”东丽区华明街道党工
委书记马超表示，他们会不断探索乡村振兴的“华
明路径”。

军粮城火龙果

依托好品质构建绿色消费集群

找到田姐家的火龙果暖棚，记者颇费了一些
周折。田姐家的15个火龙果暖棚都建在东丽区
军粮城街道恒扬农林设施农业园内，这片农业园
占地规模就有161249.78平方米，约合241.87亩。
田姐大名田淑华，今年55岁，10年前一个偶

然的机会，尝试大棚种植红心火龙果，没想到一发
不可收拾，越做越红火。
走进暖棚，田姐正忙着给火龙果树修剪枝杈，

最后一批果实已在上个月采摘完成。“它们算是
刚生产完，正‘坐月子’呢，得小心侍候着。”田姐
打趣地说。
田姐家的暖棚不算大，一棚大约产果4000

斤，果实全部自然成熟，不催熟；口感好，咬上一口
又香又甜，汁水很足。
“品质”，也是田姐口中常说的一个词，透露出

她内心的坚守。“让北方百姓吃上自然成熟的、好
吃的南方水果”，田姐说，这是她种植的初衷。
好品质，自然有好口碑，田姐家的火龙果

每年几乎都是不出棚，就被抢订一空。“哪的客
户都有，不少是像我一样追随了好多年的老客
户，从头跟着吃到尾。”一旁的张姐忍不住插话
说。她叫张俊琴，田姐的一位大客户，山东商
会的。
“火龙果树，5月开花，7月成熟，一直可以采

摘到12月底。”除了售卖果实，田姐也搞采摘，整
个采摘期，客流不断。
现在田姐家的火龙果种苗也成了抢手货，不

少人慕名而来，向田姐购买种苗，求教技术。田姐
不保守，只要愿意学的，她都用心教。一家养老
院，也过来跟田姐买种苗，说是给老人打造一个特
别的休闲区，田姐一听二话不说，种苗全送。
火龙果卖光了，记者以为，这段时间会是田姐

最清闲的时光，没想到她正在忙着做一件大事：扩
产能。在东丽区农业农村委的牵线搭桥下，田姐
又在临近的大宇庄园拓展了30个暖棚，目前已栽
好种苗。
“我的想法是种到100个棚，打造火龙果研学

基地，让孩子们亲身体验火龙果成长的过程。”田
姐说。
“其实，我们一直在全力推动街里的产业提档

升级。”东丽区军粮城街道人大工委副主任孟庆东
说，下一步，将促进设施农业向农业旅游产业转
型，在产品质量、产业运营、营销推广上下功夫，逐
步推广有机稻米、稻田蟹、火龙果等农产品生产经
营，建成一批集休闲、观光、消费为一体的绿色消
费集群，促进产业发展“接二连三”。

东丽区农业农村委

全力打造“三品一标”农产品

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培育“专、特、优、精”
的高效农业单品，做大做强品牌农业，以农业品
牌化助力乡村振兴，加快现代高效生态农业发
展，这在东丽区已成为从政府到企业、再到农户
的共识。
东丽区农业农村委副主任刘家和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东丽区农业农村委将围绕打造“三品一
标”农产品，从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
准化生产四方面做文章，为东丽区特色农产品提
供政策指导与技术服务。
在品种培优方面，结合特色农产品生长所需

要的土壤等环境，对接农学院与农科院专家，指导
当地种植户改良现有品种，试种适宜该地土质的
优质高产新品种。
在品质提升方面，加快推广绿色防控技术，普

及生物有机肥等减肥减药措施，推进耕地安全利
用，改善土壤地力，推进生产产地环境的清洁化，
带动优质农产品生产。
在品牌打造方面，积极帮助欢坨西红柿等绿

色农产品申报绿色食品生产基地认证，在此基础
上，再组织申报“津农精品”品牌，积极探索地理标
志农产品创建途径与措施，同时通过举办欢坨西
红柿节、胡张庄葡萄文化节及农民丰收季节庆活
动，进一步扩大东丽区特色农产品影响力，延伸拓
展产业链条。
在标准化生产方面，以推进全产业链条的标

准化生产为宗旨，在种植户中推广普及、指导培训
各环节标准化生产技术，结合国家农产品质量安
全区建设要求，加强对种植基地产前、产中、产后
监管。
“通过‘三品一标’创建，把我们特色农产品的

品牌叫响，把特色农业产业做大做强。”刘家和信
心满满地说。

随着龙年春节临近，津南区葛沽镇的居民
们正热切期盼着一年一度的葛沽宝辇会，这个
历史悠久、富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盛事将于
龙年农历正月十六上演。
葛沽宝辇会产生于葛沽上元节庙会，是人

们礼拜葛沽娘娘庙中八位女神祈福禳灾的祭祀
文化，自明代传承至今，已成为人们庆贺太平、
祈福吉祥的一项重大群众文化活动，2014年被
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
在正月十六这天，几十道不同形式的花会

将以“宝辇”为中心，依次排开，边演边走，气

势宏阔，声威震天。不仅本镇人会全家出门观
看，附近的乡亲和远道的游客也会蜂拥而至，场
面极其壮观。
葛沽宝辇传承人马兆胜今年74岁，他介绍，

葛沽现有八架大辇（宝辇、东茶棚凤辇、北茶棚凤
辇、营房茶棚凤辇、东中街茶棚凤辇、阁前茶棚凤
辇、香斗茶棚凤辇、西茶棚凤辇），茶棚的每架辇供
奉一位娘娘。
“宝辇会流程缜密、礼仪考究，涵盖了戏剧、音

乐、舞蹈、绘画、书法、木雕、泥塑、刺绣等艺术门
类。宝辇约重500公斤，需8个人合力将辇抬起，
抬辇者步伐要整齐，节奏要一致。”马兆胜说，宝辇
花会包括座乐会（指“辇”“亭”“棚”“鼓”）和耍乐会
（主要有高跷、侉戏、梆子腔、竹马、渔樵耕读、杠箱

等20余道花会表演）两部分。在即将到来的展演
中，这些座乐会、耍乐会将“盛装出席”，上千名演
员精心装扮、轮番上阵。
当地居民表示：“对于我们葛沽镇的老百姓，

只有看过了宝辇花会表演，才算是真正过了

春节。”葛沽宝辇会已不仅仅是一个节日
庆典，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和地方精神的
体现。
作为历史文化名镇，葛沽有着丰富的民俗文

化资源，镇域内现仍存建筑风格独特的郑家瓦房、
津东书院等历史遗址。同时，还拥有长乐老高跷、
陈氏制瓷等市级非遗项目5个，葛沽法鼓、传统泥
塑等区级非遗项目21个，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传
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格局。
“现阶段，我们积极整合民俗文化游、都市农

业游、现代工业游为主打品牌的‘三游合一’精品
路线。”葛沽镇镇长翟学坤说，通过联合荣程集
团、中建津南城发公司、东方农道文化产业集团
开展项目调研考察，充分发挥葛沽民俗文化资源
优势，以葛沽宝辇会等多项非遗项目为抓手，致
力于将民俗文化、农业资源创新性转化为旅游产
品、旅游活动、旅游体验，延长旅游路线，拓展文
旅消费场景，吸引更多的游客玩在葛沽、吃在葛
沽、住在葛沽。

本报讯（记者 徐杨）蓟州区立足
京津冀协同发展突出特色，制定实施
引客入蓟工程，品牌影响更加突出，动
态更新项目建设，旅游业实现高质高
效发展。2023年，全区重点监测文旅
场所接待2363万人次，实现旅游直接
收入38.3亿元。
2023年，蓟州区相继举办梨园情

文化节、京津冀公路自行车赛、“村
BA”、大明边塞系列民俗文化旅游活
动、金秋旅游节等25项特色文体旅
活动，带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蓟
州溶洞、郭家沟等民营景区投资势
头迅猛，魔网蹦床、丛林过山车、水
世界、冰雪世界等新业态层出不穷；
悦水梦园和环山湖漂流、观湖栈道
等新项目相继建成，成为亲子休闲
游新的打卡点。打造的17条精品旅
游线路中，最美天路——津围北二
线自驾游、山野乡村轻奢露营之旅、
乡风诗意古村游线路等3条线路入
选“乡村四时好风光”全国乡村旅游
精品线路。

本报讯(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刘

鑫)日前，静海区光伏商会在天津市瑞
丰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举行揭牌、授
牌仪式。据了解，2023年，静海区光
伏商会31家会员单位紧紧围绕“共
享、互助、发展”的宗旨，实现工业总产
值160亿元。
在“碳中和、碳达峰”时代背景下，

光伏商会作为一个加快新能源产业建
设、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的合作组织，为全区新能源产业
做大做强带来新的机遇。今后，商会
将继续发挥优势，大力推动光伏产业
规模化、绿色化发展，通过协会联合、
商务考察等多种方式，积极接纳新会
员，进一步增强商会的实力和凝聚
力。同时，积极推动产业升级，进一步
挖掘商会成员的行业痛点和需求，引
导商会成员进行经营塑型，加强与其
他行业领域的深度合作，促进产业提
质升级。

本报讯（记者 王音）日前，天津霍
元甲学校与北大新世纪集团进行合作
办学签约。该校将引进北大新世纪集
团的优质教育资源和优秀教育专家，
双方合作创办普通教育部，计划于
2024年 9月1日开学，设立初中一年
级四个教学班。
据悉，普通教育部旨在将强身健

体作为中小学教育基本功能基础上，
着力引进基础教育优秀课程体系和优
秀教学团队，全面提升教育质量和学生
成绩，力争三到五年，将学校学科成绩提
升到西青区乃至全市前列。此外，双方
还将开展学生交流活动，为学生提供更
多的学习和交流机会。天津霍元甲学
校校长郎荣标表示，学校既有普通教
育成绩，又有体育教育特点，为西青区
打造更加优质的教育软环境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