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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并蒂”谋发展 乡村“蝶变”满目新
北辰区双口镇全面打造乡村振兴共同体

■ 本报记者 耿堃 通讯员 郑鑫

乡村速递

■ 本报记者 王音 通讯员 刘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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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丽区新立街道

老旧小区“焕新”

乡村走读

北辰区小淀镇

组织社工开展交流互访

蓟州区农技专家

指导雨后田间管理

踏进9000平方米的水上造浪池，坐着悬索
彩虹滑道体验船型综合挑战塔特色项目，畅玩
几十种亲子无动力游乐设施……这个暑期，北
辰区双口镇双河村的吉姆国际冒险世界开园迎
客，成为夏日里的欢乐海洋。
该项目是双口镇通过盘活利用乡村闲置资

产，推进农文体旅融合发展的成功案例之一。
从签约落地到开门纳客，仅用半年多时间。吉
姆国际冒险世界的如期落地，为双口镇打造全
季、全时、全龄的乡村农文体旅示范项目注入了
强劲动能。
近年来，双口镇立足区位、产业等资源优

势，坚持总体布局、规划先行，全面统筹镇域、村
庄发展方向，推动构建“一城两带五片区”空间
规划布局，各片区或红或绿或金或青或橙“五色
并蒂”发展，实现了板块分明、定位清晰、组团并
进，推动乡村发展多彩“蝶变”。

红绿共舞
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不久前，位于双口镇中河头村的北辰革命
斗争史馆正式开放，为中河头村再添一处闪亮
的红色印记。红色是中河头村乡村振兴的鲜明
底色和厚重的文化底蕴，这里的土地浸染着革
命先烈的热血与豪情，珍藏着动人心魄的革命
故事，孕育出推动双口镇振兴发展的特殊文化
资源。
以创建“红色河头、绿色双口”乡村振兴

示范区为契机，双口镇持续用好、用活中河头
红色文化资源，通过提升改造安幸生烈士故
居、复原天津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旧址、建成红
色文化产业园等8个重点项目，形成了“串珠
成链、横向融通”的全域红色文化景区和全龄
红色教育体系，为红色文化传承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撑。
红色品牌是红色资源转化为红色文化的

结晶。双口镇深化打造“红声耀河头”文化品
牌，以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为主线，以讲好红
色故事为核心，以用红色精神激发党员群众
内生动力为目标，通过总结凝练安幸生等本
土革命烈士精神内核、打造沉浸式红色剧本
杀体验、开展“英雄故里 红色‘新’声”宣讲活
动、壮大做强“红小宣”宣讲队、探索将地方红
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设计精品红色旅
游线路、用好用活“互联网+红色文化”等7种
形式，切实做到让红色文化深入人心、浸润人
心、凝聚人心，为双口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
断的“红色动能”。
擦亮红、着眼绿。为充分利用区位优

势、持续激活发展动力，双口镇在挖掘城郊
的“红”基础上融入大都市农业的“绿”，探
索出一条具有天津特色的大都市近郊“红
绿”融合发展之路，实现红为绿搭台、绿为
红赋值。
坐落在后堡村的双碳科普教育展馆，是双

口镇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
推进美丽乡村“蝶变”的真切体现，发挥着引导
文明形态和生活方式转变的载体作用，成为一
张乡村文旅绿色科普“新名片”。
近年来，双口镇通过打造双碳科普馆、

污水处理科普基地等“绿色”教育阵地，依
托一批“红绿研学”项目，实现了“红绿”互
补互通，形成了以红为魂、以绿为本的发展
理论体系。
同时，作为“红色河头、绿色双口”项目的

“生态引擎”，“小五堡”片区“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各村坚持同向同力，持续擦亮生态底色，释
放组团发展叠加效应。
“小五堡”田园康养、火龙果种植示范基

地、梨园示范基地、高端果蔬种植示范基地、林
下采摘示范基地、亲子教育实践示范基地等一
批重点产业项目相继落地；依托百亩梨园、徽
派街道等乡村景观，“梨花节”、农民丰收节等
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定期举办，全面推进休闲农
业、乡村旅游、康养基地、林下经济等绿色生态
产业融合发展。

叠翠流金
科技赋能 富民强农

高标准农田里，喷灌机、无人机代替人工
作业，现代化农机轰鸣、纵横驰骋；种业研发
基地里，作物新品种加速育成、绽绿吐翠；设

施农业生产基地中，各类有机果蔬清香扑鼻、长
势喜人……
在双口镇，科技与农业“携手”的画面已是随

处可见，在“科技活水”的灌溉下，这片土地正焕发
着现代农业蓬勃发展的盎然生机。
近年来，双口镇立足镇域资源禀赋和产业基

础，聚焦保粮产、推技术、抓项目，明确“种业小镇”发
展目标，规划打造丁平三现代农业片区，着力构建
“连村成片、集群成链”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拓宽发
展渠道、激活产业优势，扎实推动形成科技智慧、绿
色生态、高质高效、农民增收的“金色”农业发展区。
为充分发挥各片区资源优势，壮大发展动能，

双口镇不断完善产业链条，以“德瑞特”科研育种
基地等农业科技企业为龙头，以镇域内3万亩高
标准农田为主体，以发展现代都市农业为目标，因
地制宜对现有乡村产业进行“延链”“补链”“强
链”，引进落地了一批优势项目。
双口镇立足盘活存量、培育增量、提升质量，

依托后堡村观赏鱼养殖基地，开启“线上直播+前
店后场”模式，建成水族交易市场，拓宽产业链；用
好林地资源，盘活林下经济，“宝玉”特种养殖示范
基地已成规模，打造非洲鸵鸟特色养殖品牌；隆平
高科蔬菜研发中心项目建设加速推进，着力搭建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蔬菜良种研发平台；探索农
业产业化经营新模式，引进“助农平台”项目，推动
“数商兴农”实践落地。

同时，双口镇注重在联农带农上加大推动力
度，建成强村富民公司3家、农业合作社10个，培
育农业大户32个，初步形成了以龙头企业为行业
指导、合作社为行业引领、农业大户为基础支撑、
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联合协作的农业社会化服
务组织体系，辐射带动周边农户从事特色农业产
业，共享产业发展成果。

青橙相依
探索创新 释放活力

借着全区践行“文体旅农商”融合高质量发展
的东风，双口镇积极探索新路子、激活新业态。围
绕线河“橙色”综合活力区及双河“青色”古镇文旅
区，充分挖掘其独特的史迹遗存、体育文化、乡俗
风情、生态禀赋等资源优势，积极谋划建设线河理
想村、“三力体育”MVP文化公园、多元“新双河”
等创新产业板块。
同时，双口镇在周边区域打造幸福威尼庄园、

丰硕稻花香生态农场、平安庄美学示范营地等一
批农文体旅研学项目，使以民俗传统、农场采摘、
农耕体验、自然野趣等为主体的乡村游项目成为
研学教育新载体，开启休闲农业与科普研学的共
赢之路。
农文体旅产业融合发展要“流量”更要“留

量”。为让游客既“引得来”又“留得住”，双口镇在
乡村游内涵品质和设施服务水平的提升发展上下
功夫，通过盘活闲置民宅资源，建成云合苑民宿、
唤山民宿等20余套嵌入式精品民宿，推出帐篷露
营、田园采摘、非遗观览等特色乡村旅居体验，使
“过客”成为“住客”，让“打卡游”变为“沉浸游”，进
一步赓续乡俗、厚植乡韵、留住乡愁。
日前，双口镇“红色河头、绿色双口”示范项目

在2023年度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
乡村振兴项目建设情况评估中获得A等次，成为
北辰区乡村振兴领域的“新名片”，走出了一条以
城带乡、以工补农的发展之路，形成了一套有特
色、能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发展新模式。
五色着墨绘新景，镇强村兴入画来。展望未

来，双口镇党委书记李悦表示，将紧紧围绕“一城两
带五片区”的发展布局，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统
筹提升特色产业质效，深化农文体旅融合创新，持
续放大双口镇“多彩蝶变”品牌效应，全面打造乡村
振兴共同体，推动全域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王音）日前，北辰区小淀
镇公共服务办、社会工作服务站组织社区、
物业工作人员30余人赴荣获市文明社区、
市优秀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市“五爱教育”
示范阵地等称号的河西区桃园街广顺园社
区观摩学习。
活动以“学访+研讨+实践”相结合的

形式展开。研讨前，小淀镇为广顺园社区
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菊颁发聘书，聘请
其为小淀镇社会工作服务站特聘专家，学
访团现场聆听了王菊的经验分享课。学访
团先后深入广顺园社区、聚鑫园小区实地
参观，就如何进一步加强物业管理、如何发
挥社区阵地作用进行深入交流。双方表
示，将继续加强沟通交流，互学互鉴、优势
互补，共同推进基层治理服务水平再上新
台阶。

本报讯（记者 徐杨）近一段时间，蓟
州区遭遇连续强降雨，给农业生产带来
不利影响。连日来，蓟州区农业发展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到田间地头查看农作
物长势情况，提出对策，全力保障粮食
稳产。
当前，玉米生长正处于乳熟期，在

渔阳镇番美丽家庭农场的玉米大田内，
蓟州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指
导种植户如何做好雨后生产管理和病
虫害防治等工作。蓟州区农业发展中
心高级农艺师张红玲介绍，他们会指导
种植户大雨过后对有积水的地方及时
强排积水，同时加强病虫害的防治工
作，及时防治南方锈病、褐斑病以及玉米
螟、黏虫等。
蓟州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将指导农户

及时疏通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同时加强
田间管理，恢复生长和指导农户进行追施
肥料，及时追肥对植株恢复生长和增加产
量十分有利。

本报讯（记者 张清 通讯员 田丁铭）
东丽区新立街道跃进东里小区始建于上世
纪90年代初，共有5栋居民楼，日前被列入
2024年天津市老旧小区改造名单。
据悉，此次跃进东里老旧小区改造面

积为26916平方米，主要包括更换楼道内
公共照明和感应开关138套，粉刷建筑立
面 1942 平方米，处理阳台渗水 316 平方
米，修缮屋面防水6160平方米等，同时将
在小区内安装自行车车棚、电动自行车车
棚两座。拆除并新建围墙，改造大门及道
闸，增加室外照明 40 套，更换雨水管
1335.9米、污水井盖133个，疏通及修复雨
污水管网1600米，整修路面9920平方米
等。此次改造工作将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
烈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确保改造项目
改到居民“心坎上”。

为进一步落实“河长制”工作要求，宁河区
大北涧沽镇辛庄子村不断强化河长履职尽责，
切实守护村内水环境，以“水清、岸绿、景美”为
工作目标提升百姓幸福指数。
进入七八月份，阴雨天就多了起来，雨季是

护河员最忙碌的时候。在大北涧沽镇辛庄子村
有一条环形河，长约1.5公里，是这个村的主要
排水渠道之一。
为了不让杂草蔓延，73岁的护河员李胡友

正冒着绵绵细雨在岸边翻土除草。“下完雨，这
些草、苇子长得特别快，几天就能起来，现在翻
翻土能管点用，等雨停了我们再打点药。”李胡
友说着，李洪武、李宝仁两位老人就骑着电三轮
带着工具来帮忙。
三位年龄73岁的老人，是这个村的卫生保

洁员也是民间护河员，他们当中负责这项工作
最长时间已经有十年了。
李宝仁回忆：“十年前村里刚挖了这条沟，

水还比较清澈。后来三四年时间就变成了垃圾
沟。那段时间我每天来到这里都发愁，这个季

节苍蝇蚊子都往脸上撞。”
时间来到2017年，当时村里为了改变沟渠

的现状，对沟渠进行了加宽并铺设污水管，建设
污水处理厂。建成后，为了不让旧貌重现，李洪
武、李胡友两位老人也加入了护河员队伍。
谈起几年护河的初心，三名老人异口同声：

“村里好不容易把这条沟治理好，我们作为村民
就有保护的义务和责任。”

每天一遍几乎雷打不动，三人踏遍了村内
1500多米沟渠的旮旮角角。哪段沟深、哪里容易
积累垃圾、什么季节该做什么，老人们都“门儿清”。
辛庄子村开展了“清河、护岸、净水、保水”

四项水环境整治行动，由河长带头，护河员和志
愿者共同参与。清理河岸垃圾、整改河岸种植，
以及检查河道入河排污口等行动，当场对发现
的问题立即整改。

在这次行动中，村民们的参与率非常高，在家
的、身体利索的，不论老人小孩都积极参加。
村民付玉权说：“我在这个村生活了60多年，

最佩服的就是这老三位。刮风下雨我们在屋里，
他们得出去干活。这沟和公园是我们老百姓茶余
饭后必去的地方，我们也有责任去守护。”
在三位老人的带动下，村民们保护环境的意

识有了极大提高，全村护河的氛围也越来越浓。
郭星宇是辛庄子村新上任的“一肩挑”。今年5

月，他来到这个村，看到这条河的第一印象就是“底子
真好”。后来，他才从村干部口中得知，村里有这样三
名尽职尽责的老护河员。“我在其他村工作了四年时
间，也下水捡垃圾。那时候大家的意识不够，基本每
个礼拜下水都能捞上来不少垃圾。我深知几位老人
这些年坚持下来不容易。”
郭星宇时常会向老人们取经，了解村内的沟

渠情况，便于更好地落实河长责任。进入汛期，他
会利用日常在村的时间，开展各种宣传教育活动，
让村民们了解保护水环境的重要性，积极引导民
间力量，参与水资源保护工作，助力形成“人人都
是护河员”的良好氛围。
郭星宇说：“我打算在河段投放鲢鳙、鲤鱼等

保护水质的鱼种改善水质，让三位老人带头成立
志愿队，加强日常巡护，发现问题后立刻上报及时
处理。未来进一步提升沟渠以及周边环境设施，
打造适合村内的休闲产业，让环境价值向经济价
值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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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口镇现代农业蓬勃发展。

后堡村观赏鱼养殖基地开启“线上直播+前店后场”模式。

小五堡村风景如画。 照片由双口镇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