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清）日前，在第十七个
国际档案日来临之际，东丽区民营企业档
案工作现场交流会暨东丽区民营企业档案
工作协作组会议在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召开。据悉，这是东丽区在今年国际档案
日开展系列活动的一部分。
企业档案具有重要价值，做好档案工

作是企业内生发展的需要。活动中，各企
业档案工作人员分别介绍了企业基本情
况和档案工作开展情况，畅谈对档案工作
的认识和工作中的成就感、获得感，提出
目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惑。市、区档
案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互动式”“点题式”
逐一解答了企业提出的问题。
据悉，在系列活动期间，东丽区档

案局、档案馆还将开展“兰台风采”宣传
展示、档案普法进社区、档案知识线上
答题、校园“主题班会”、集体经济组织
档案现场学习交流等一系列活动，充分
展示档案“存史、资政、育人”的独特价
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档案工作的浓
厚氛围。

欢坨有好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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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香甜的玉米，这里有萌萌的羊驼……
武清区陈咀镇拓宽产业振兴之路绘就致富新图景

■ 本报记者 张清

乡村速递

■ 本报记者 张立平

通讯员 宋皓 郑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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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丽区开展

国际档案日系列活动

乡村走读

“健身便利店”便捷又暖心

第五届欢坨西红柿节活动现场热闹非凡。 照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蓟州区黄崖关长城风景区

打造国际影视研学基地

照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初夏的武清区陈咀镇到处洋溢着勃勃生
机，种植户顶着烈日正在给灌浆期的鲜食玉米
浇水，中宠（国际）羊驼养殖基地里远道而来的
客人们正在与憨态可掬的羊驼互动，在蕙牧奶
牛养殖场现代化的挤奶大厅，奶牛们正沿着特
定通道排队步入挤奶台……一幅乡村振兴的秀
美画卷正在这里徐徐展开。
走出京津城际武清站，向南直行就到了位

于武清区西南部的陈咀镇。陈咀镇下辖14个
行政村、1个社区，镇域面积61.3平方公里，耕
地面积6.3万亩，是传统农业大镇。镇党委坚持
把乡村产业振兴作为落实天津市“乡村振兴全
面推进行动”的重要抓手，积极抢抓武清区“乡
村振兴示范带”建设机遇，深入挖掘镇域优质资
源禀赋，找准产业发展路径，着力打造特色农业
产业名片，推动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做深“土特产”文章
推动鲜食玉米产业转型升级

陈咀镇种植鲜食玉米有30余年的历史，是
国内较早种植鲜食玉米的地区之一，素有“鲜食
玉米之乡”的美称。近年来，陈咀镇持续加快产
业提质升级步伐，拓宽优质种源引进渠道，目前
已发展至三大系列30多个品种。
播种的是香甜，收获的是财富。3月初，农

户们陆续开始种植鲜食玉米。那些天，农户张
大宝一早就驾驶着农机，为土壤覆盖地膜。从
早7点到晚7点，持续半个月全部完成了播种。
目前，全镇鲜食玉米均已实现了机械化种植，张
大宝的小型农机每3分钟就能完成一垄地的施
肥、覆膜、压土等全部种植环节。
眼下，鲜食玉米即将上市，天津佳鑫蔬果种

植专业合作社的成员忙得不亦乐乎，合作社负
责人王全友望着眼前的玉米地，按奈不住内心
的喜悦：“这个品种是富甜702，属高产型甜玉
米，比以往品种增产15%，预计每亩多增加效益
600元；这个品种属于早熟型甜玉米，比普通品
种早上市4天，别小看这几天，能卖出个好价
钱，提前享受市场红利。”
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机遇，近年来，

陈咀镇与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河北省
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党组织开展党建共
建，建立组织共建、人才共育、活动共办、资源共
享、合作共赢“五项机制”，通过党建引领，助力
产业发展。2023年，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
所与陈咀镇签署鲜食玉米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
协议，并在该镇建设鲜食玉米新品种试验示范
基地。今年，陈咀镇与各大院所合作建设200
亩良种试验田、50亩高端品种示范田，引进优
品率高、适口性好的新品种，有效提升鲜食玉米
的综合品质和市场竞争力。
除此之外，陈咀镇还探索实施品牌强农工

程，镇村协调联动，注册成立了陈兴农丰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在镇党委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建
立了‘支部+公司+合作社+农户’联动发展模
式，引导合作社与农户通过订单生产、托养托
管、产品代销等多种方式，建立联农带农利益联
结机制，持续带动村集体增收和农民致富。”陈
咀镇陈咀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肖西印说，
通过打造特色品牌、加强品牌宣传、实施强农工
程等方式，推动鲜食玉米特色产品变为优质商
品，2023年全镇鲜食玉米销售收入达到了8000
余万元，品牌影响力和附加值不断提升。
“鲜食玉米种植业是我镇的特色农业产业，

我们将全力以赴推动乡村振兴，积极引导农
户扩种，加快推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助推鲜
食玉米规模经营和绿色发展，努力拓展新的
销售渠道，擦亮陈咀鲜食玉米的金字招牌，进
一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陈咀镇党委书

记王岚表示。

培育“地标性”特色养殖业
建设国内最大羊驼基地

柔软的毛发、乌溜溜的大眼睛、细长的脖
颈……在陈咀镇中宠（国际）羊驼养殖基地，这
种“漂洋过海”而来的呆萌动物，不仅靠“卖萌”
成为网红，还发展了“萌宠经济”，拓宽了乡村的
致富路，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
记者走入羊驼灰白相间的专属房舍，原

本慢悠悠散步的羊驼们反应迅速，撒腿跑去
另一侧，瞪着警觉的大眼睛打量着我们这些
不速之客。
羊驼养殖在我国属于新兴特种养殖产业，

宠物羊驼深受人们的喜爱。中宠（国际）羊驼养
殖基地位于陈咀镇小王村，于2022年 10月建
成，总投资约1亿元，一期占地80亩。建成至
今，累计引进羊驼4000余头，远销北京、山东、
河北，还出口东南亚地区，2023 年实现产值
7500万元。目前存栏羊驼400余头。带动周边
村民就业40人，人均年增收4.8万元左右。

“羊驼性情温和，伶俐而通人性，这些宠物
羊驼全部是从智利进口的。”羊驼养殖基地负责
人李勇介绍，“今年6月份，我们又从智利新引
进1100头羊驼，已经到达天津，目前正在集中
隔离，这一批羊驼颜值更高，体型更漂亮，进一
步丰富了我们基地羊驼的品类。”据了解，经过
几年的努力，基地已成功打通羊驼引进渠道，并
发展成国内最大的羊驼养殖基地。
呆萌可爱的羊驼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慕名

而来，每一次走出去参加活动，也总能成为人们
关注的焦点。今年5月份，在国家会展中心（天
津）举行的第二届趣宠会暨2024天津国际宠物
产业博览会上，“天生丽质”的羊驼刚出场就俘
获了一众女生的芳心，收获超高人气。
“羊驼全身都是宝，特别是驼绒柔软、保暖

性好，被称为‘软黄金’。目前，我们正吸引驼绒
加工企业入驻，希望为养殖户带来更多收益。”
李勇说，“驼绒每年修剪一次，每只羊驼可以出
10斤左右的绒毛，这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萌宠经济”驱动新消费，为了在天津搭建

起羊驼养殖产业链，基地推出“公司+农户”
的养殖模式，农户以 2.6 万元价格从基地购
买一头怀孕的羊驼，一年后，基地以3万元的
价格回收。

今年以来，该基地借助区“新商圈”流量资源，
与“佛罗伦萨小镇”合作开发“西西里萌宠乐园”项
目，同时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
物技术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合作开展羊驼血液研
究，不断延伸产业链条。
基地从审批“最先一步”到投用“最后一公

里”，对于整个流程，陈咀镇始终关心关注，解难
题、送服务，重点扶持，小王村村民也全力支持。
李勇介绍，目前基地二期项目正在筹建中，项目占
地216亩，计划建设成为综合性萌宠系列动物特
种养殖基地，并开发集宠物乐园、研学观光、亲子
体验为一体的综合性农文旅项目，努力打造农文
旅融合发展新业态，有效带动乡村产业振兴。

坚持“科技化”发展路子
提升奶牛养殖业发展质量

走进武清区陈咀镇，一座现代化的奶牛养殖
场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天津市蕙牧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6年，集原料生产、收购、
销售于一体，目前奶牛存栏2000余头，年产生鲜
牛乳12000吨。
奶牛场的建设布局借鉴了国内外奶牛场的

先进经验，分为生产区、办公区、粪污处理区和
饲料区4大部分，各功能区严格分离。“我们尽最
大努力确保在这儿‘安家’的奶牛健康、舒适地
成长。你看，每头奶牛都住上了单间。”场长张
杰向记者介绍。通过墙上的大屏幕，记者看到了
生产区内一头头奶牛正悠闲地散步、休憩、进
食。为打造智慧养殖模式，养殖场里还安装了自
动投食、智能清扫、隧道式通风、感应式喷淋等
设施，“只有精细化、科学化的管理，才能产出高
品质的牛奶。”张杰说。
住得好，也要吃得好。在饲料区，工人们正在

用搅拌机制作奶牛日粮。“牛奶品质好不好，奶牛
的饮食是关键，‘厨师’的水平直接关系到奶牛
日粮的品质。”张杰说，为了给奶牛提供更加科
学营养的日粮，他们引进先进的饲料搅拌机，把
粗饲料、精饲料以及微量元素，按照科学配比，
在搅拌机里进行充分搅拌混合，确保奶牛采食的
每一口日粮都是精粗比例稳定、营养全面的全价
日粮。
记者注意到，这里的每头奶牛都戴着一只“耳

环”。这有什么用？“‘耳环’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
的，上面有一串数字编号，每一串编号都是唯一
的。”张杰说，奶牛有了“身份证”后，能精准定位每
一头牛的位置，管理起来会更加规范。
在现代化挤奶厅，奶牛有序进入转盘式挤奶

栏位，与此同时，电脑控制器上显示着挤奶量变化
数据、牛奶各项指数等。这里拥有武清区唯一的
36位转盘式挤奶系统，具有自动计量、自动脱杯、
自动清洗、仿生按摩、乳房炎监测等功能。挤奶厅
配有5套6吨直冷式贮奶罐，实现快速制冷、自动
搅拌、自动清洗，监控系统全程无死点监控，确保
牛奶安全。
陈咀镇是畜牧养殖大镇，奶牛、生猪等传统养

殖规模位于全区前列。近年来，陈咀镇鼓励引导
养殖户走公司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的路子，培
育了蕙牧农业科技、百圣奶牛、元富畜牧等一批成
熟的养殖企业。天津蕙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被评
为“天津市学生专供奶基地”，公司不断强化品种
改良筛选，扩大优质种群，提高奶源质量。同时在
镇政府的支持下，公司采取“企业+农户”合作模
式，将周边村的全株玉米转化为了农民口袋中的
真金白银。公司的不断发展也为周边农民提供了
更多工作机会，公司有40多名员工来自周边村
庄，员工表示在家门口上班也是一种幸福。
谈及下一步的发展，陈咀镇党委书记王岚

说：“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着力帮助养殖企业
解决在用地、金融等方面的难点堵点问题，持续
激发养殖企业发展动力，助力本土养殖企业做大
做强，为全镇经济发展蓄能，为乡村振兴增添
‘新引擎’。”

走进东丽区金钟街道欢坨村西红柿种植基
地，个大饱满的西红柿挂满藤蔓，欢坨村西红柿
喜获丰收，种植户们穿梭其中，忙着采摘、分拣、
装箱，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欢坨有好柿，为了宣传欢坨西红柿品牌，回

馈新老客户，日前，一年一度的欢坨西红柿节在
众人的期盼中热闹开场。
为了赶赴这场西红柿盛会，欢坨村种植户

张林刚起了个大早，他刚把新鲜采摘的果实摆
上摊位，就收到了现场市民的订单。
“沙瓤、老味儿，咬一口就知道是小时候的

味道，满满的儿时回忆。”张林刚一语道出欢坨
西红柿备受青睐的原因。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开幕式上，精彩的国潮

文艺表演和趣味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的目光，
让市民感受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的完美结
合。同时，现场还设置了产品展销区，展示了

欢坨西红柿等特色农产品，吸引了不少市民品
尝、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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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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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西红柿种植是欢坨村的主导产业，全村西红柿
种植面积约1680亩，共有大棚1276个，种植户485
户，约1160人从事西红柿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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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欢坨
西红柿总产值突破了亿元大关。
更让欢坨人高兴的是，欢坨西红柿巨大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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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里的种植户带来了近千
万元的收益。
今年，欢坨西红柿节已成功举办了五届，已成

了目前欢坨村人最期待的节日。“通过文化节的开
展，进一步提升欢坨西红柿的品牌价值和市场认
知度，不断拓展欢坨西红柿在全市的影响力，同
时也不断开拓我们欢坨西红柿基地的采摘业务，
拓展特色农耕文化、休闲文化等活动，不断向集
种植、观光、休闲以及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农文旅
融合项目发展。”东丽区农业农村委主任张乃军
如是说。

本报讯（记者 王音）日前，北辰区双环
邨街道“动吧群众健身便利店”正式投入
运营，社区居民有了“家门口”的便民健身
场馆。
据了解，“动吧群众健身便利店”位于

新佳园东里社区，面积100平方米，设有跑
步机、椭圆机、动感单车、胸肌背肌训练器
等健身设施。单次5元即可健身4小时。
低价公益的健身场馆满足了群众“家门口”
健身需求。
场馆创新引入三方联动的运营模

式，由北辰区文化和旅游局、第三方运
营团队联合共建，发掘“合伙人”资源满
足社区居民群众文化活动需求，打造
“15分钟便民生活圈”。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蓟州区获悉，
《家有儿女》黄崖关长城国际影视研学基
地日前在黄崖关长城风景区揭牌。很多
带孩子参加揭牌仪式的家长表示，《家有
儿女》电视剧陪着自己长大，希望孩子能
在这里通过参与研学等活动，拥有一个快
乐的童年。
黄崖关长城因其雄伟壮观的自然风

光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了无数中
外游客前来观光游览。近年来，蓟州区坚
持文旅融合，充分发挥黄崖关长城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青少年教育基
地、尊老敬老教育基地等多项教育功能，开
发了红色研学、文化研学、地质研学、科普
研学等多项研学产品，接待研学团队呈逐
年稳步增长态势。国际影视研学基地就是
蓟州区立足长城文化内涵、依托《家有儿
女》知名IP，打造的“影视+文旅”研学新
场景。
“国际影视研学基地将充分发挥《家有

儿女》IP效应，推出系列影视文化研学产
品，不仅在国内传承好、弘扬好中华传统文
化，还要以长城为窗口向世界讲好蓟州故
事、天津故事、中国故事。”蓟州区副区长徐
向广表示。

▲陈咀镇鲜食玉米丰收了
（资料片）。

�中宠（国际）羊驼养殖
基地里的羊驼在悠闲地

散步。

▼天津市蕙牧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现代化的挤奶

大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