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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畔，肥牛哞哞木耳鲜嫩……
武清区推动农业产业多元化发展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 本报记者 张清

通讯员 王名扬 田丁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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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津冀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协同发展论坛成功举办

乡村走读

双口镇打造蔬菜研发中心

社区食堂打通

便民生活“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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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大碱厂镇
南辛庄村的大运河（武

清）山珍文化产业园内，

智能大棚中一排排菌棒

整齐悬挂，黑木耳破袋

而出、长势喜人。

▼在位于王庆坨镇
尤张堡村的天津万晟牧

业有限公司内，膘肥体

壮的牛儿们正在乘凉、

休息。

照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产业振兴有特色，群众致富有奔头。多年
来，武清区积极整合资源力量，以项目带动、品
牌建设、科技创新为引领，大力推进乡村产业多
元化发展，推动传统农业加速向现代农业转变，
唱响了乡村振兴“富民曲”。

项目带动
铸就农业发展“硬支撑”

盛夏的大运河武清段，林水相依，景色秀
美。循着大运河走进大碱厂镇南辛庄村，大运
河（武清）山珍文化产业园十分显眼。园区内大
棚林立，棚内一排排菌棒上黑黝黝、胖嘟嘟的鲜
嫩木耳长势喜人。
大运河（武清）山珍文化产业园由天津山珍

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旨在打造黑木耳全产
业链样板工程，开创鲜活山珍都市农业新模式，
引领京津休闲新风向、满足京津高端消费新要
求、打造资源高效利用新典范、树立降碳减排模
式新标杆、集成全产业链服务新平台。
在这里，得益于多功能立体栽培智能系统

“加持”，黑木耳不再受限于传统的阴暗、潮湿环
境，而是在阳光和新鲜空气的滋养下茁壮成
长。通过这种栽培方式，黑木耳年亩产量是大
棚栽培的2倍、土地栽培的7.6倍；年用水量是
大棚栽培的13.3%、土地栽培的7.1%；产1万斤
鲜耳用地是大棚栽培的 50%、土地栽培的
13%。一年可生产四个周期，一平方米可产400
斤至500斤鲜耳，可创造大田10亩的收益，节
能、高产、高收益。
经权威机构检测，这种技术产出的黑木耳，

经467项检测，重金属均未检出，铁、磷、钙、锌、
锶、硒等多种营养成分大大提高。“我们生产的
黑木耳，其易致敏物质早已在生长过程中分解，
同时受长时间的阳光照射，黑木耳的口感也更
加鲜美，肉质更加肥厚。”大运河（武清）山珍文
化产业园技术负责人田喜军介绍。
据了解，大运河（武清）山珍文化产业园采

取“公司+集体+农户”模式，由公司承租村集体
土地，农户以土地使用权入股，同时公司雇用农
户来此打工，农户拿租金、分股金、挣薪金，实现
多渠道增收。“我现在负责培育菌棒，在这里打
工一个月有将近4000元的收入，到了年底还会
有租金和股金分红，一年的收入可比去外地打
工高多了。”村民朱广海高兴地说。
下一步，天津山珍科技有限公司还将利用

新技术打造研、育、产三大主线，建设菌包生产
场地、新型栽培系统、科研中心、黑木耳深加工
工厂、山珍观赏区、山珍美食城、山珍文化园等
诸多板块，在大运河畔武清段搭建山珍培育、科
研、餐饮、教育、休闲度假、医疗养生、产品深加
工等多个子产业的全域产业链体系，让游客从
品尝最天然、最新鲜的山珍开始，逐步体会不同
形态的山珍带来的不同乐趣，开辟“农业+山
珍+旅游”新产业运营模式，促进农业、工业、科
技文旅服务业协同发展。
天津山珍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许文昕

说：“目前，山珍文化产业园一期项目正在抓紧
建设中，整体占地108亩，主要包括立体栽培系
统、木段设施及木段设施棚。我们将通过联农
带农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方式，为区域
乡村振兴作出更大贡献。”
大运河（武清）山珍文化产业园只是武清区

众多农业示范项目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武清

区围绕着力建设大运河文化生态发展带，加快
打造“福运武清都市农业公园”，以大运河为
“线”，推动南蔡村、大良、下伍旗、河北屯、崔黄
口、大碱厂六个农文旅融合示范区建设，将现代
农业与公共休闲功能融合，形成大运河文化保
护带、生态旅游发展带、乡村振兴示范带，努力
打造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振兴区域样板。截至
目前，武清区已举办2场项目集中签约仪式，累
计签约36个项目、总投资超50亿元。

品牌建设
打造富民增收“金招牌”

土豆喜丰收，“薯”光无限好。在石各庄镇
石西村，伴随着土豆收割机的轰鸣声，一个个外
观饱满、色泽鲜亮、个头匀称的“金蛋蛋”，不断
从田地里翻滚而出，铺满了垄畦地头，绘就了一
幅田间好“丰”景。
村民们按照大小和品质，熟练地将土豆分

拣、装袋、打包，忙碌而有序……一筐筐、一袋
袋、一车车鲜嫩的土豆映衬着他们开心的笑容，
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这是‘小鼠刨刨’品牌出土的黄心土豆，外

表光滑，皮薄如纸，轻轻一撕即可食用，我们没
有使用任何农药，保证产品的纯净和健康。”石
西村“一肩挑”常河介绍道。
“小鼠刨刨”是武清雍硒农作物种植专业合

作社推出的兴农惠民品牌，是“武清果蔬”区域

公用品牌之一。其种植基地位于石各庄镇石西
村，目前总种植面积500亩，主要产品包括蜜
薯、土豆和花生。这次喜获丰收的黄心大土豆
就是“小鼠刨刨”“健康三宝”的其中一宝。
今年，石西村的土豆新品种种植面积为20

亩，亩产达3000斤，真正实现了“小土豆、大钱
景”。如今，“小鼠刨刨”品牌已成为石西村一张
亮丽名片，该村也逐步实现了“农户生产、村内
企业加工、村办企业助力销售”的全产业链发展
模式。“我们的土豆皮薄肉黄、口感醇厚，深受消
费者的喜爱。不少外地客商纷纷提前抢订，线
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村民苏占勇高兴地说。
农业生产蒸蒸日上，产品品质持续攀升。

石西村正在全面盘活土地资源，增加亩均收益，
带动群众增收，展现出蓬勃的发展生机。“今后，
我们将继续深耕特色农业，探索新的种植技术
和加工方式，满足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需求。
同时，借助各大农产品展销会和电商平台，进一
步将‘小鼠刨刨’品牌产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常河说。
近年来，武清区依托良好的农业发展基础，

打造形成“小兔拔拔”水果萝卜、“小熊掰掰”鲜食
玉米、“小鹊登枝”口感番茄、“小猴摘摘”精品鲜
桃、“小鼠刨刨”系列产品、“小龙翠翠”精品芹菜等
“萌宠”系列“武清果蔬”区域公用品牌，以及笑笑
开心黄蟠桃、雍贝金果梨等35个“津农精品”品
牌，成为当地兴村富民、助农增收的“金名片”。
同时，武清区着力挖掘培育“国字号”品牌，

天津市东宇顺油业有限公司获得“中国好粮油”

称号，一芳田童趣园获得“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称号，华明乳业被认定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
龙头企业。

科技赋能
“慧”就现代农业新图景

在位于王庆坨镇尤张堡村的天津万晟牧业
有限公司内，一头头毛色光亮、膘肥体壮的肉牛
正悠然地嚼食着草料，不时发出欢快的“哞哞
哞”声。
“我们的饲料营养好，它们都爱吃！”公司负

责人曹志介绍说，“这个是由天津农学院的专家
根据肉牛特点专门调配的精饲料，保障不同阶
段、不同体况的肉牛获得相应的营养需要。”近
年来，曹志通过肉牛养殖带领村民成功走出了
一条致富路，这里也成功获批“中国农村专业技
术协会科技小院”。
作为一家自主进口、自主隔离的专业进境

种牛运营公司，万晟牧业与澳大利亚、新西兰、
乌拉圭等国家大型农畜技术公司开展合作，为
国内客户提供优质进口种牛以及奶牛、肉牛品
种改良和农场管理等方面的技术咨询。公司独
立运营自建的进口种牛隔离检疫场单次可容纳
18000头牛，同时场内配套建设有雨水排水系
统、污水排水系统和完备的视频监控设施。曹
志说：“我们这里环境好，有水渠，绿植多，牛棚
遮阳效果好，棚外还有供牛活动的场地。同时，
我们注重细节管理，科学喂养。这里的牛精神
状态很好，很少生病。”
多年来，万晟牧业始终与天津农学院保持

着良好合作关系。2023年，万晟牧业与天津农
学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从农业科技创新、
加强人才团队建设、培育科技创新平台等方面
共建产学研实践基地，在动物疫病调查、动物诊
疗、培训宣传、科学规划、技术创新等方面开展
深入合作，进一步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目前，
双方正在积极合作开展牛的生物育种相关研
究。如今，这里拥有行业专家6名，获得专利授
权7件。
紧紧抓住“牛”鼻子，大力发展“牛”经济。

目前，尤张堡村的60多名村民在万晟牧业工
作，人均月工资5000余元，同时带动全村200多
户增收，累计促进增收350余万元。“我们的科
技小院模式有助于培养‘知农、懂农、爱农’的专
业人才。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发挥教学科研优
势，将科技小院建成肉牛养殖新技术、新模式和
新方法的示范与培训中心，推动肉牛产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曹志说。
作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三位

一体的创新模式，科技小院通过搭建创新科技
服务平台，充分调动和支持广大农业高校师生
和农科院所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为广大农民和
基层农技协提供“够用、及时、全面”的产业技术
服务，助力实现建设农业强国要求的“增产、提
质、节本”目标。
据了解，除万晟牧业外，武清区大力支持更

多具有武清地方特色的科技小院落地，探索构
建“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将科技小
院打造成汇聚农业发展资源的平台、链接高校
专家人才的枢纽、助力乡村振兴的典型示范。
一直以来，武清区立足资源禀赋打造特色

农业，持续探索农业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新路
径，不断让更多现代产业发展成果惠及广大群
众，一幅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的乡村锦绣画
卷正在雍阳大地上徐徐展开。

本报讯（记者 王音）近日，位于北辰区双
口镇平安庄村的德瑞特蔬菜研发中心项目启
动建设。该项目是双口镇打造“金色种业”丁
平三片区的重点项目，着力搭建高水平的蔬菜
良种研发平台。
项目占地1850平方米，包括4层研发楼及

配套附属设施，建成后将作为种业科研办公、种
质资源保存及研发品种测试使用，有力提升蔬
菜良种生产加工检测水平，增加种子附加值。
今年以来，双口镇依据各片区优势资源和

特色产业，构建乡村振兴组团发展模式。双口
镇以农业科技企业为龙头，进一步引导扶持涉
农企业与林业大学、农学院、农科院等科研院所
加强产学研合作，建立健全良种推广和技术服
务体系，高质量推动双口“种业”基地建设。

本报讯（记者 张清 通讯员 孙天枢）日前，
位于东丽区华新街道华三路天欣颐园公建楼一
楼底商的华新社区食堂正式开业，这是华新街
道内首家“老人家食堂”。
为了让社区食堂顺利落地，华新街道党工委

主要负责同志多次到社区走访调研，面对辖区内
生活配套不全、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通过
问卷、实地入户等形式收集群众所思所盼所想，
有针对性地与医疗、餐饮、就业培训等机构对
接，真正把居民需求迫切的服务搬到“家门口”。
天欣花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原址为临街商

户，位置优越，前期因党群服务中心面积不足，
每年还需向产权单位支付租金近7万元。如
今，党群服务中心腾挪到街道闲置功能室，通过
提升改造与招商引进相结合的方式，顺利引入
商户承接社区食堂项目，每年还能实现租金收
入4万余元。
以辖区既有资源为居民置换优质服务的方

式，不仅打通了便民生活的“最后一公里”，还为
街道带来每年10万余元的收入。为了让老年人
享受到更多优惠，街道党工委积极链接市民政局
资源，我市户籍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我市户籍
70周岁及以上孤寡、独居等七类特殊困难老年人
等可享受一周5次就餐优惠补贴。“在家门口就能
吃上热乎可口的饭菜，太高兴了。”天欣花园社区
的李奶奶伸出大拇指为街道工作人员点赞。

本报讯（记者 张立平）京津冀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协同发展论坛日前在我市蓟州区郭家
沟村举行。来自京津冀三地政府、协会、高校、
企业等100多位代表到场参加了论坛。此次论
坛以“农文旅融合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为主
题，采取观摩研学、专家分享、圆桌论坛相结合
的形式进行。
本次论坛举办了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

院、郭家沟村——院村合作促进乡村振兴创新
发展实践基地共建签约仪式，打造“院村共建、
合作共赢”可复制可推广的典范，还进行了韩家
墅和郭家沟“村村联合 共赢发展”合作签约仪
式，打造“村村联合、院村合作、共赢发展”可复
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协会未来还将链接更多
园区、农庄、村庄开展“合作共建”活动，强化市
场互推、客源互送、信息互享，努力在全市乃至
京津冀区域内实现资源共享、产品共建、形象共
宣和市场共拓。

最近，随着位于东丽区新立街道幸福路
北侧东新机械厂地块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挂
牌交易，这座沉寂已久的废弃机械厂焕发全
新活力，摇身一变成为“网红美食打卡地”，再
度熙熙攘攘起来。
“根据天津市开展‘散乱污’企业整治

工作和‘生产进园区’的要求，东新机械厂
已经无法再保留原有功能和属性进行出
租，只能谋求转型。新立街道依托公共资
源交易平台，广泛与企业洽谈，最终找到了
之前与街道有过良好合作基础的中亿能集
团。”新立街道经济发展中心负责人李胜伟
告诉记者。
东新机械厂的建立要追溯到1981年，东

丽区新立街道新立村出资，利用5135平方米
的集体建设用地办厂发展经济，主要承接机
器配件加工等业务。然而随着城市化步伐的
加快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曾经代表村集体经
济繁荣发展的机械厂逐渐被淘汰，于2016年
正式注销。此后，厂区便一直处于闲置状态。
“接到新立街道抛出的‘橄榄枝’后，集

团公司紧锣密鼓地开展了项目策划评估工
作，最终决定干餐饮行业。”负责酒店综合事
务的天津中亿能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李娜说。对于企业而言，该项目的优势是活

化利用原厂房，节省了建设周期，投入资金少，
租赁价格低，还有半年免租期。“主要考验是后
期经营情况，目前看比较乐观。”李娜说。
从传统产品彻底迭代成能够适应当代消费

逻辑的新形态，老厂房华丽变身，与新消费潮流
发生碰撞，不断擦出新的火花。
新立街道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副主任郑春利

告诉记者，街道各集体经济组织陆续迁出后，绝
大部分村民已搬离进入新市镇，村域内环境、道
路、设施都面临着日常管理维护的难题。可以
说，盘活闲置载体资源不仅是发展壮大村集体

经济的需要，也是改善人居环境的现实需要。
“街道制定了闲置资源盘活工作方案，陆续

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多措并举打出一系列‘组合
拳’，为资产盘活、价值提升持续创造有利条
件。”郑春利说。
和东新机械厂一样，焕发新生机的还有天

津市新兴储运公司专用线，“铁动能”为村企合
作架起“连心桥”。
走进东丽区新立街道新兴股份经济合作

社，一列载有钢材的集装箱列车缓缓驶入铁路
专用线，这是村集体企业新兴储运公司和包头

钢铁（集团）铁捷物流有限公司合作运营的物资
仓储项目，主要承接钢材销售配送、供应链贸易、
钢材深加工、仓储、物流等服务，有效盘活了铁路
专用线和仓储资产。
天津市新兴储运公司专用线始建于1989年，

主要用于从事铁路运输货物和集装箱货物发送
与到达等业务。近年，企业业务量下降，专用线
利用率不高，部分仓库处于闲置状态。
新兴股份经济合作社依托特有的铁路交通

和钢铁产业聚集优势，积极寻找合作伙伴，最终
与包头钢铁（集团）铁捷物流有限公司达成战略
合作协议，不仅能够盘活闲置的载体资产，还有
利于深挖包钢集团丰富的行业资源和产业资源，
共同推进钢铁产业领域的密切合作。
新兴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理事长刘

金水高兴地说：“引入铁捷物流公司先进的管理
模式和自有物流资源，能够扩大我们的市场规
模，助推新兴板块——物流产业园区和钢贸产业
集聚区建设。”
刘金水告诉记者，2023年，新兴储运公司年

收入达400万元，同比增长25%。按此势头发展，
预计2024年能够实现年收入500万元以上。双方
将进一步深化钢铁产业领域的密切合作，积极引
入公司华北地区的仓储业务，合力打造现代化仓
储运输基地。
“新立街道自2006年启动城市化进程，13个

行政村陆续实施整体撤村，成立股份经济合作
社。街道鼓励有优势产业条件的合作社，通过整
合资源、盘活闲置资产，进行专业化管理、市场化
运营，增强集体经济‘造血’功能，发展壮大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新立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王海涛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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