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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河为“线”串珠成链
武清区打造“福运武清都市农业公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 本报记者 张清 通讯员 张轶娜

乡村速递

■ 本报记者 张立平 通讯员 刘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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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不“放假”

平安过寒假

小淀国际当代艺术区

举行艺术家联展

21个农文体商旅

大项目落户宁河

乡村走读

运河悠悠载古今。大运河流经武清区
10个乡镇，千年的运河孕育出了底蕴深厚的
运河文化、农耕文化，也见证着这里的发展
和繁荣。
武清区以大运河文化生态发展带建设为抓

手，以河为“线”，串联周边镇街，创建集种业振
兴、科技创新、特色种植、精深加工、乡村文旅于
一体的“福运武清都市农业公园”，一个个特色
农业小镇紧紧抱团，产业聚集串点成线，开拓出
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

特色农业“靓”起来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滋味。武清区大力发
展特色农业种植，走绿色化、标准化、优质化、
精品化、品牌化的路子。一个个“土特产”正
变成乡亲们增收致富的强力引擎，成为乡村
振兴的助推器。
来到大良镇田水铺村，宽敞的公路两

旁，设施农业大棚鳞次栉比，满棚的萝卜一
片碧绿。“小兔拔拔”优质青萝卜喜获丰收，
村民正忙着拔萝卜、摘缨子、过秤定量包装，
装车发往京津冀。
生于运河边，立于运河畔，田水铺村立足自

身优势，大力发展青萝卜种植产业，做成了农业
农村部认定的青萝卜生产专业村。
田水铺村为发展规模化种植，组织成立

了专业合作社，吸引村民以“土地+剩余劳
动力”入股的方式参与经营，并积极与天津
蔬菜研究所开展技术合作，成功引进青萝
卜新品种“七星”。
“随着萝卜种植面积与产量逐年扩大，合

作社先后申请了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无
公害农产品认证，与北京天下星农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合作，引入农产品精装模式，注册
‘小兔拔拔’水果萝卜品牌，成功打入京津冀
各大超市。”说起这些，田水铺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张书义一脸自豪。
“小兔拔拔”成功了，大良镇进一步延伸

品牌价值链，辐射带动周边15个村，打造万亩
萝卜生产基地，农民人均年收入提升5000元
至12000元。如今，“小兔拔拔”萝卜每日销往
北京盒马鲜生、果粒多、正大优鲜、大润发、
7FRESH生鲜超市等多家商超平台，不仅被端
上了京津冀百姓的餐桌，同时远销国内其他
省市，还出口韩国、日本等国家。
种下“碧绿”，收获“火红”。在崔黄口镇坨泥

寺村凤芸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里，一个个看
似不起眼儿的小小西红柿成为了“网红尖货”。
“‘福地牌’西红柿定价20元一斤，口感好、

味道浓郁”，说起自家的“明星产品”，合作社负
责人祝凤芸侃侃而谈，“我们基地种植的西红
柿，由雄蜂授粉，采取沼液施肥，促进果实自然
成熟，这样产出的西红柿色泽好、籽多、果汁丰
富，还富含维生素和番茄红素。”
以前坨泥寺村长期种植玉米、小麦，但由于

土壤为沙质碱性土壤，收成始终不理想。后来，
村里引进设施农业大棚，成立专业合作社，通过
科学系统地选址、培育、种植，成功试种西红柿
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馈，2019年该基地成功
申请了“坨泥寺福地”商标。
产品好，不愁卖。这里培育出的西红柿广

受消费者和市场青睐，供不应求。以“新媒体+
农产品”为主要销售模式，产品销往国内多个省
市，还远销新西兰、美国等国家。如今，合作社
已由成立之初的100亩发展到目前的2000余
亩，共有成员150余户，这里被评为全国“一村
一品”示范基地、国家级示范合作社，福地西红
柿被评为“津农精品”品牌，有效带动农村经济
发展、种植业结构调整和剩余劳动力转移。
武清区深入挖掘农产品资源禀赋，大力推

进品牌建设，不断提升“土特产”助力乡村振兴
的动能。成功打造了“小兔拔拔”水果萝卜、
“小熊掰掰”水果玉米、“小鹊登枝”水果番茄
等多个“武清果蔬”武清区域公用品牌和“坨
泥寺福地”西红柿、天民蔬果、昽森鲜桃、雍贝
金果梨等26个“津农精品”品牌，成为当地兴

村富民、助农增收的“金名片”。

精深加工“优”起来

从农产品单纯供给到就地加工，从初级加工
到精深加工……在武清区的广袤乡野，一条产
业焕新的农业转型升级路径正在摸索中向未来
延伸。
在“金穗小镇”——南蔡村镇的丁家 村，放

眼望去，这里的100亩冬小麦正处于休眠期。
丁家 村河滩地多，土壤富硒，从2016年开

始，村里从种植传统小麦改为种植附加值更高的
黑小麦，去年又种上了改良后的最新品种，同时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搞起了“科技智慧农业”，采用
水肥自动化配比的方法智能浇灌。每到麦收时
节，金灿灿的麦浪随风舞动，那场景分外喜人。
为进一步提升小麦的附加值，村里建起了石

磨面粉厂，收获的小麦直接进厂，6台电动石磨一
字排开，日产面粉可达2500公斤。“我们采用冷研
磨的加工方式，更好地保留了小麦的营养和原香，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纯绿色。”面粉厂负责人任毅
介绍说，经传统工艺加工而成的多种面粉产品，通

过线上直播带货等多种销售渠售往全国，延伸粮
食产业链，增加了小麦附加值，拓宽了村民就业渠
道，有效助力村民增收。
农产品加工一头连着农业和农民，一头连着

工业和市民。
在武清区北部，有“津门首驿”之称的河西务

镇承担着保障京津冀“菜篮子”的重要职责，正在
加快打造“运河鲜食小镇”。
河西务镇年产蔬菜四亿多公斤，在大沙河蔬

菜批发市场，每天来往菜农超过千人，年交易量近
2.5亿公斤。不仅如此，该镇从“种菜”“卖菜”升级
为“做菜”，积极打造鲜食产业园，努力从“菜篮子”
成为“菜盘子”，进一步拉长产业链条、提高农业附
加值。
作为亚洲领先的食品方案和口岸服务商，总

部位于新加坡的新翔集团在河西务镇投资建设天
津中央厨房，项目占地面积超两万平方米，目前已
正式投产。
来到中央厨房内，只见工作人员身穿工作服，

通过一系列操作，将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应用在
食品加工、储存、物流等环节，实现多条生产线高
速运转，将净菜制成品种多样的预制菜，打包装箱
运往全国各地。
除此之外，这里还引入了上市企业阿正食品、

“中华老字号”稻香村，以及国内知名企业贝尔食
品、众惠冷链等，河西务镇正在集成政策、集聚要
素、集合服务，打造鲜食产业园区，持续推动鲜食
产业强链补链延链，提高农业附加值，推动农业产
业持续升级。

农旅融合“活”起来

以农业产业为基础，以风土文化为灵魂，以旅
游休闲为形态，武清区挖掘、盘活、整合乡村旅游
资源，促进“农旅结合、以旅促农、农旅互动”，在运
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实现农民
增收、农地增值、农业增效。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河北屯镇是坐落

于青龙湾河畔的一座小镇，近年来，该镇深度挖掘
自身资源，打造“农旅小镇”。因为发展旅游业，该
镇的李大人庄村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落后生”，
一跃而为人人点赞的“排头兵”。
隆冬时节，在李大人庄村中漫步，古朴清幽的

意境扑面而来。在一座由300年古民居改建的
“村史馆”里，传统老物件唤醒了“时代记忆”，房屋
外墙生趣盎然的3D立体画，成为游客们打卡拍照
的网红地，置身乡野间民宿，仿佛“世外桃源”就在
眼前。
“我们村有六百多年的历史，祖祖辈辈靠种地

为生。过去，我们这儿交通不方便，村子里环境也
是脏乱差，是出了名的困难村。”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张姜男说，自从2019年李大人庄村被批
准为“天津市文化旅游村创建村庄”，村子借着全
面建成高质量小康社会的东风，发生了脱胎换骨
的变化。
发展旅游，环境整治是第一步。2020年，村

“两委”班子带领乡亲们对村容村貌进行整治，房
前屋后的垃圾不见了，背街里巷处处干净整洁。
村居环境好了，村“两委”班子又下大力气补齐农
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板，铺设柏油路和污
水管道、安装路灯、疏通河道、种植绿化带，村庄面
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后，李大人庄通过租赁、置换的方式，盘活

闲置的民宅，打造高端民宿。客房配套有专职的
管家和高标准的保洁团队，让游客既能体验民宿
特色，又能享受到高品质服务带来的舒适。
泥泞的土坑变成了漂亮的人工湖，闲置民宅

变成了特色高端民宿群，废弃厂房变成了寓教于
乐的陶艺体验馆，古民居、古槐树与古井等历史文
化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美食广场、大美亲子乐园
等休闲娱乐场所吸引八方来客……旅游产业唤醒
了历史文化遗产，李大人庄，这个古老的村子，焕
发出新的活力。
张姜男说，这几年村子里渐渐热闹起来了，以

前乡亲们不得不到外面打工，现在村里有了旅游
产业，不少外出的村民都回来了，他们发挥自身优
势，投入村里的文化旅游事业之中，一大批年轻人
在家门口创业、就业、致富。
“酒香不怕巷子深”，这句话用来形容大碱厂镇

南辛庄村的香油同样合适。沿着北运河东岸、循着
空气中浓浓的芝麻油香气，就能找到南辛庄村。
南辛庄村被誉为“香油产业北方第一村”，香

油产业发展已有三百余年历史，“小磨水代法”芝
麻香油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天津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
“香油制作不仅是我们村的支柱产业，也是旅

游体验的一大亮点，可以感受传统非遗技艺的魅
力，咱这里是名副其实的‘香旅小镇’。”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李继田指着不远处的田野说，“那片
是板蓝根，一到四五月份，远远望去金灿灿、黄澄澄
的一片花海，好多游客前来打卡。咱村里还能采
摘、垂钓、住宿，来这里让游客一次玩个够。”
依偎在大运河边，南辛庄村借助其独特的地

理位置和自然资源优势，探索发展农文旅深度融
合的路子，建农家乐、民宿，推出农耕、垂钓、采摘、
赏荷、品香等体验项目，激发乡村新活力。村庄接
连获得“中国最美休闲乡村”“全国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示范点”“天津市美丽乡村”等荣誉。
如今，大运河沿岸串珠成链、连线成片，周边

特色节点加快建设，“福运武清都市农业公园”芳
容逐渐显露，大运河已然成为了一条富有活力、造
福人民的纽带，正引领着武清区走稳走实乡村振
兴共富路。

过了腊八节，就把年来数。春节的脚
步越来越近，年宵花市已是繁花似锦、争
奇斗艳，逐渐热闹起来了。是来一盆鸿运
当头讨个“好彩头”，抑或是绿意盎然的冬
青唤醒春天，还是一盆多彩的蝴蝶兰装点
年味儿……连日来，东丽湖花卉市场“春
节花市”年宵花走俏，吸引了不少市民纷
至沓来。
年宵花通常指从春节前到元宵节期间上

市销售的花卉，大多色彩艳丽、花型喜人、寓
意美好，成为许多市民扮靓家居、营造节日氛
围的首选。

走进偌大的东丽湖花卉市场，好似置身于花
的海洋。这里不仅有华贵典雅的宝莲灯，仙气缥
缈的各色兰花，颜色艳丽的红掌、仙客来、牡丹、杜
鹃、竹芋等，上百种中外名花姹紫嫣红、香味绕鼻，
还有北美冬青、发财树、虎皮兰、龟背竹等清新淡
雅的观赏绿植，令人目不暇接，一股春的气息扑面
而来。
正在选花的市民魏云波大爷乐呵呵地说：“快

过年了，买盆花给家里增添点喜庆，看着心情也倍
儿好。这里花可全了，又便宜又好看，我都快挑花
眼了。”
东丽湖花卉市场“春节花市”的花卉品种

多样，价格从十几元至上百元不等，能够满足
市民的不同需求。周女士专门开车从市里来 这里买花，她说：“早听说这里是花卉生产基

地，而且宝莲灯很有名，我也买了一盆，还买
了几个组盆的蝴蝶兰，自己留一盆，其余送给
朋友。”
宝莲灯寓意富贵吉祥，多子多福；红运珠寓意

招财喜庆，财源滚滚；蝴蝶兰象征事业发达，红星
凤梨象征吉祥……花期长、寓意好的花，深受市民
的青睐，成为“抢手货”。
东丽湖花卉市场相关负责人王虹玉说：

“往年，我们以温室自产花卉为主。如今，转变
经营策略，引进不少商家，品种由过去几十种增
加到上百种，像吉祥鸟、富贵鸟等有着美好寓意
的绿植盆栽都是新品种，价格不高，摆在家里
非常好看。”
据了解，东丽湖花卉市场“春节花市”经营

到正月十五，初一至初五休息。广大市民可以
导航搜索“东丽湖花卉市场”驾车前往，或乘坐
公交696路、664路在东丽湖花卉市场站下车，
到花市逛一逛，选购喜爱的花卉，将“春”的气
息带回家。

本报讯（记者 王音 通讯员 许

磊）日前，北辰区元·2024小淀国际当
代艺术区艺术家联展举行，来自我市
的20余位艺术家、共计60余件作品集
中亮相，包括绘画、雕塑、装置等各种
艺术形式，此次联展持续到3月1日，
并对公众免费开放。
据了解，小淀国际当代艺术区由

老工业厂房转型提升改造而成，与天
津美术学院合作，为广大艺术工作者
提供展示和服务平台。
近年来，小淀镇深入挖掘艺术区

特色资源，拓展公共文化服务形式，引
导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积极
打造创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联展活动。
目前，小淀国际当代艺术区已入驻130
余位艺术家及工作室，成为展示天津
文化产业的窗口。

本报讯（记者 耿堃）1月18日上
午，“潮起宁河 共生共赢”2024宁河
区“农文体商旅”项目签约暨招商大会
在宁河区市民中心举行。
大会由“新潮大事—看宁河”“有

品有格—品宁河”“跨界共生—赢宁
河”三个篇章组成，经过《来宁河，共
享生活之美》《来宁河，共赏艺文之
乐》《来宁河，共尝美食之鲜》三轮推
介，现场共有21个优质项目签约，项
目类型涵盖体育赛事、城乡文化、媒
体融合、配套设施建设等多个领域，
为宁河区“农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积
蓄新动能。
据悉，本次招商大会，是贯彻落

实宁河区“两会”精神，以全面合作
开辟协同发展的一次盛情邀约。大
会上，企业家们被宁河区的资源禀
赋和发展潜力所吸引，对在宁河区
发展充满期待。

本报讯（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袁

鸿飞）全市大中小学生迎来寒假生
活。为了保障大家度过一个平安、健
康、快乐的寒假，日前，宝坻团区委
联合宝坻区宝青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宝坻区一家亲青年志愿服务
社在海滨街道天锦园社区开展
“团团活力圈”青少年身心健康提
升服务——“安全在心 常伴于
行”主题活动，引导社区青少年增
强安全自护意识，过一个平安、祥和、
有意义的寒假。
“小朋友们，在寒假期间，我们不

可以做哪些危险的事呢？”活动中，宝
青社工和志愿者以“知识讲解+快问
快答”的形式，讲解了应急避险、用电
安全、防火安全、饮食安全等自护自
救知识，用生动的讲解、鲜活的案例
提醒孩子们在日常出行要注意交通
安全，面对意外伤害时懂得如何自我
保护等安全防范措施。

东丽湖花卉市场繁花似锦，逐渐热闹

起来了。 摄影 李泽锟

▲流淌千年的
大运河，滋养

着武清区这片

发展的沃土。

（资料片）

�大碱厂镇南
辛庄村板蓝根

花海吸引众多

游客前来打

卡。（资料片）

河北屯镇李大人庄村大力发展文旅产业，古村落焕发新活力。（资料片） 照片均由受访单位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