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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染新绿 村庄亦景区
津南区双桥河镇坚定不移走好乡村全面振兴之路

■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孙蒙蒙

乡村速递

■ 本报记者 徐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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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任“科技副总”

为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能

全国农民教育培训教师

说课大赛北部大区赛在津举行

乡村走读

宁河区调研组

赴榆中考察东西部协作工作

部分乡镇代表队联袂上演鼓舞“盛世龙鼓 欢聚一堂”。

照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双桥河镇小营盘村水稻种植
现场。

�双桥河镇东泥沽村干部向村民
介绍“小清单”小程序。

▼沽水·孙庄6号民宿改造后休
闲功能齐全，旨在为游客提供更舒适

的体验。

照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眼下，行走在津南区双桥河镇，农业生产
高质高效、乡村环境宜居宜业、农民生活富裕，
一幅“村美、人和、共富”的和美乡村新画卷徐
徐铺开。
近年来，双桥河镇扎实推进乡村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坚定不移走好乡村全
面振兴之路。

乡村披“绿装”
农户生产忙

农田处处染新绿，水稻插秧正当时。日前，
津南区双桥河镇小营盘村农田中一派生机勃勃
的景象，当地农户正抢抓农时，积极开展水稻插
秧工作，为一年一度的水稻大丰收奠定坚实的
基础。
走进小营盘村连片种植的水稻田，三台插

秧机在田地中穿梭，伴随着轰鸣的机器声，秧
苗从秧盘上滑落，整齐地插入肥沃的水田中。
“今年我种了1100多亩地，品种主要是金

稻919和津育粳22。”联民农业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王连敏介绍，机械化种植大大加快
了插秧速度，预计一周内就可以完成全部插
秧工作。
王连敏是津南区的水稻种植大户，今年

是他种植小站稻的第七个年头。“这几年，随
着小站稻振兴计划的推进，灌溉小站稻的主
要水源——马厂减河的水质也越来越好，为
稻米的生长提供了更好的灌溉条件。”
顺着王连敏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几个

红顶白墙的泵站。“得益于津南区农业农村委
的支持，合作社的基础设施得到了显著改
善。他们不仅帮助村里修建了四个泵站，确
保灌溉系统有效运行，还修建了公路，方便水
稻运输。”王连敏说，农科院科技人员还经常
向合作社推荐水稻新品种，为未来的种植提
供了更多选择。
据了解，今年双桥河镇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有3300多亩，其中小站稻种植面积2000多亩，
约占整个粮食种植面积的60%。联民农业种植
专业合作社是该镇小站稻种植主产区之一，占
全镇种植面积的一半以上。
双桥河镇农业农村事务服务中心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除了小营盘，我们镇还有西官房、西
泥沽、闫家圈、柴庄子、东泥沽等小站稻种植区，
目前全镇水稻插秧工作基本完成。我们将不断
优化农田生态环境，推动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升
级，提高粮食产量和品质。”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是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首要任务。随着南美白对虾
投放季的到来，津南区各农业生产基地抢抓晴
好天气，拉开了“水上夏耕”的序幕。
在双桥河镇西泥沽村俊东伟业合作社养殖

基地内，一辆满载虾苗的运输车停靠在门口，养
殖户们相互配合，小心翼翼地将120万尾虾苗
转移到“新家”。
该合作社2024年依旧选用了抗病性强、适

宜北方高密度养殖的“海壹”5A种苗。投放前，
养殖基地工作人员进行了水塘增氧、塘底清淤
等工作，为虾苗营造了良好的生长环境。养殖
基地负责人张广富介绍：“虾苗投放后，我们每
周都会安排专业人员跟踪检测，包括对水质的
pH值、氨氮、亚盐的检测和对虾苗的两项细菌、
两项病毒检测。”
近年来，双桥河镇大力发展生态渔业，南美

白对虾养殖面积已有1042.77亩。据了解，南美
白对虾预计在中秋节前后集中上市销售，届时
将大大丰富百姓的餐桌。

闲置房变民宿
强产业促振兴

走出地铁站后不久，便能抵达一处宁静的
村落，享受一次简单而便捷的乡村休闲游。今
年，这种便利让市民在城市生活与乡村宁静之
间，仅仅是一段地铁行程。
双桥河镇孙庄子村紧邻天津大道和地铁1

号线双桥河站，国展大道直通村口，距国家会展
中心（天津）4公里。村庄被海河、海河故道及
双桥河环绕，被绿屏·双桥河湾、咸水沽湾包围，
水域和绿意相得益彰。
当前，“沽水·孙庄”民宿项目正如火如荼

地建设中，“一宅一特色、一村一风格、一区一
主题”，老旧的民房被以旧修旧，并融入当代艺
术元素，中西合璧，让游客感受到津南民风和

乡愁的融合。除民宿外，同时还兼有咖啡厅、餐
厅、多功能厅，可举办各类小型团队活动及艺术
活动。
“孙庄子村乡村振兴项目正在打造核心区

‘7+3+1’，即打造7栋民宿、3处公建、1处艺术工
作室，先试先动、成型展示、总结经验，为推进后
期民宿建设起到示范引领作用。目前艺术工作
室已基本建成，具备使用条件，7栋民宿样板工
程及3处公建改造正在有序建设当中。”双桥河
镇相关负责同志表示，通过深度挖掘和开发建
设，让村庄的闲地变宝地，封闭变开放，资源变
资本，村庄变景区，农房变客房，人力变人才，种
养变农旅，农民变股东，普通变品牌，最终实现
农业农村现代化，最大限度提升广大农民的生活
质量和幸福感。
孙庄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孙宗兴

介绍，“我们村有村民300余户，闲置房屋就有
200多套，看着村庄一点点变美，村民们签订流
转协议的积极性都很高。我们村干部主要负

责组织、协调农户统一开展委托流转，与村民
签署委托流转协议。为了确保村集体和百姓
受益，镇政府成立工作专班下沉驻村，做好项
目策划、改造、产业导入以及项目投融资等工
作，通过招标遴选，以国有企业为建设主体，助力
乡村振兴。”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双

桥河镇把加快农村产业发展作为实现乡村振
兴的重要根基，立足镇域地理优势和资源，深
入调查研究、突出靶向破题、推动产业发展，积
极盘活存量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
和农民房屋使用权，为探索乡村振兴发展模式
先行先试。

提升治理效能
“小清单”解决“大问题”

“小小清单，简洁明了，一看就懂。”双桥河镇
东泥沽村创新“清单制”管理模式，推动乡村治理
升级，受到群众一致好评。
东泥沽村是双桥河镇最大的未整合村，由于

周围厂房众多，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目前，村内
共有2086户村民，常住人口达到5171人。走进东
泥沽村，仿佛置身于一个繁忙的小镇，街道两旁门
脸房林立，饭店、理发店、超市等各类商业设施齐
全，生活气息浓厚。
“村内人多且情况复杂，乡村治理形势愈发严

峻，针对这一情况，村党委以‘清单制’管理模式作
为乡村治理重要抓手，创新制定东泥沽村‘小微权
力清单+服务清单+愿望清单’，鼓励村民参与到
乡村治理中来，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
局。”东泥沽村党委副书记张迪说。
“随时扫码提建议，让村民知晓村里能办

什么事、怎么办、找谁办。”说着，张迪随手从
口袋里掏出一张印有二维码的卡片。扫描后，
可以看到“小微权力清单”“服务清单”“愿望
清单”三个清单。其中，“愿望清单”在群众中
颇受欢迎。
“传统‘意见箱’书写难度大、投寄不方便、处

理不及时，村委会开通‘线上意见箱’，取消实名制
和发言限制，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并将建议整理成
‘愿望清单’进行公布，鼓励更多村民为家乡建设
建言献策。”张迪介绍。
“愿望”提出来了，如何解决问题？东泥沽村

党委积极协调各方资源，为村民办实事、谋福
利。同时，还建立一支包含法律从业者、心理咨
询师、自媒体博主等人员的志愿者团队，参与村
内人居环境整治、社会文明实践、矛盾纠纷化解
等基层治理重要领域，开辟出“支部搭台、党员
带头、群众参与”的为民服务路径，实现群众“点
单”，志愿者“接单”，真正帮村民实现了小事不
出村、大事不出镇。
线上线下齐发力，保障村民“如愿以偿”，自去

年开展“清单制”管理模式以来，东泥沽村已经达
成“愿望清单”20项。
“东泥沽村党委将聚力创新构建多元共治

的治理体系，把各项清单放到群众监督之下，
把服务流程放到公开网络之上，把群众需求放
进办事日程前列，统筹协调各业务条线、各职
能部门、各社会团体，努力满足村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东泥沽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
树新表示。
“持续开展乡村治理示范镇（村）创建工作，树

立宣传乡村治理各类先进典型，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书记‘领头雁’作用，带动党员群众共同参与、
建言献策，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迈上新台阶。”
双桥河镇党委书记陈小伟说。双桥河镇将始终坚
持把党建引领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第一抓手”，
聚焦乡村振兴总要求，以“产业振兴”为切入点，坚
持“抓党建、强产业、重治理”，努力走出一条党建
引领乡村振兴的创新发展之路。

盛世欢歌唱响了激情灿烂的五月，鼓足的干劲儿擂响了昂
扬奋进的华章，初夏时节，静海区春光家庭农场绿意盎然、热闹
非凡。
日前，“畅游静海 幸福生活”静海区第十六届文化艺术节开幕

式在独流镇的春光家庭农场举行，静海区的演职人员和来自四面
八方的游客齐聚一堂，共享这场精彩的文化“盛宴”。
“整场演出分为‘序幕’‘律动游静海’‘和美暖静海’‘启航看

静海’4个篇章，以为民、利民、惠民为宗旨，全面展现静海文旅
融合发展的亮点、成效。”静海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副
局长刘家乐介绍说。
激昂的旋律、铿锵的鼓点……随着鼓舞“盛世龙鼓 欢聚一

堂”的鼓声响起，文艺汇演正式拉开帷幕。来自梁头镇、唐官屯
镇、双塘镇、大邱庄镇的鼓舞队恣意挥舞，激昂的鼓声瞬间倾
泻而出。队员们个个神采奕奕，以饱满热情的精神、英姿飒
爽的身姿、铿锵有力的动作，让整场表演大放异彩。这气势
磅礴的开场表演，不仅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听觉
的双重盛宴，更瞬间引燃了观众的热情，现场欢呼声不断、掌
声连连。
鼓槌落罢，歌曲串烧、京评梆戏曲联唱、模特表演、乐器演奏等

精彩节目悉数登场。舞蹈《山笑水笑人欢笑》曲风悠扬、舞姿翩跹；
配乐诗朗诵《再写静海新华章》气势磅礴、声势浩荡；快板串烧《大
美静海日日新》《静海文旅欢迎您》朗朗上口、振奋昂扬；手风琴合
奏《我和我的祖国》更是以静海本土的鹦鹉乐器演奏出了福乐安康
的华丽乐章……整场演出高潮迭起、气氛热烈，市民们或跟唱互

动，或拍照留念，欢乐的氛围持续被引爆。
“今天的节目特别丰富多彩，能在家门口看到这么精彩的演出

感觉特别幸福。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静海人，看到静海如今的变
化，非常自豪，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到静海、畅游静海。”观众李霞喜
悦地说。
文以载道，旅以通心。此次活动不仅以文艺为媒，激活了地区

文旅市场的一池“春水”，更以旅游推介、非遗展示、书画展销等多
种形式的文旅展销活动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
“今天不仅欣赏了精彩的演出，还看到了静海丰富多彩的

非遗文化项目，其中独流老醋酿造工艺让人称奇，还有王口炒
货、卢记永兴德绿豆潮糕等特色美食，让我们感受到了静海浓
厚的文化氛围，也看到了静海农文旅融合的发展前景。我也希
望自己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推介静海、宣传静海。”游客陈
晓宇说。
文与旅相伴，旅因文而兴。农业、文化和旅游的融合交汇，

让“诗意与田园”从美好的憧憬成为可以惬意享受的体验。近年
来，静海区充分挖掘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利用团泊洼、大运河、百
里林海等着力打造运河文化轴、东湖旅游带、西林旅游带“一轴
两带”文旅线路，深入塑造“静以致远，海纳百川”的城市形象，形
成了集湿地水域、温泉疗养、自然生态、民俗文化、康养健身为一
体的旅游资源体系。此次活动的举办，更为地区农文旅融合注
入了新的活力。
“静海区文旅局将以文旅为魂，以发展为韵，将更多文化内容、

文化符号融入旅游线路景点，实现全区文旅资源从单一到多元、从
点状到集群的多维度转变，构建具有‘静海韵味’的农文旅融合体
系，切实让静海的文旅产业‘活’起来、‘热’起来。”刘家乐自信满满
地说。

本报讯（记者 耿堃）日前，由宁河区发
展改革委、商务局、农业农村委、科技局、企
业家代表组成的调研组一行赴甘肃榆中县
开展东西部协作考察调研工作。
调研组先后走访贡井镇、上花岔乡、小

康营乡、马坡乡、新营镇、高崖镇、清水驿
乡、夏官营镇，对本年度产业发展、乡村振
兴示范村建设、科技帮扶重点项目进行调
研考察。
宁河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一级调研

员于文杰表示，“下一步，双方将继续推动
两地深化交流合作、拓宽协作领域，立足
榆中产业发展定位，聚各方之力做大做
强高原夏菜、百合等特色产业，进一步延
伸产业链、增加附加值，着力建立联农带
农机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让发展成果
惠及更多群众。”

本报讯（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陈振

许宇生）日前，宝坻区委人才办联合区科技
局、团区委、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管委会在京
津中关村科技城举行首批“科技副总”签约
仪式，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
合，激活新质生产力。
签约仪式上，来自5所高校的“科技副

总”分别与天津新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天
泽电力（天津）有限公司等科技城企业签署
了《合作协议书》，在一年的聘用期里，他们
将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
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开展务实合
作，共同推动重大项目建设。
据介绍，宝坻区委人才办还将持续推

动“科技副总”项目扩面增量、提质升级，健
全柔性引才机制，选聘更多京津高校高层
次人才到企业担任“科技副总”，加速构建
“政府搭台、企业出题、高校揭榜、引才促
产”的人才发展新模式，为宝坻区高质量发
展提供更多人才和智力支持。

本报讯（记者 张立平）全国农民教育
培训教师说课大赛北部大区赛日前在我
市举行。此次大赛由中央农业广播电视
学校和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主办，天
津市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和天津
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承办。来自北京、
天津、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和辽宁
大连的62名优秀教师齐聚一堂，在两天
的激烈比赛中角逐出18名晋级选手参加
全国总决赛。
据悉，本次大赛按照10分钟说课+5

分钟讲课形式开展，分为农广校组和院校
组两大赛道进行比赛，各赛道下设乡村发
展—技术、乡村发展—经营管理、乡村建设
和治理、综合素养四类课程。选手们通过
生动的教学案例、创新的教学方法和深入
浅出的讲解，展示了农民教育培训的最新
成果和育人成效。评委们对选手的表现给
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们不仅教学经验丰
富、教学技巧娴熟，更能够准确把握乡村振
兴的核心要义，为农民提供实用、有效的教
育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