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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正在成为“诗和远方”
——静海区农文旅融合讲好乡村振兴“新故事”

■ 本报记者 徐杨 通讯员 刘一村

乡村速递

■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张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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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津南区小站镇

稻田里举办
歌舞盛会喜迎丰收

乡村走读

公益赶大集

服务零距离

中华垂钓大赛

天津宁河选拔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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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海，襟河枕湖，林泉响韵，独特的历史遗
迹、深厚的人文底蕴与丰富的文旅资源交相辉
映，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探寻。据介绍，今年上
半年，静海区接待游客数量达151.7万人次，同
比增长15%；旅游综合收入达1.5亿元，同比增
长20%。这一组组亮眼的数据，充分彰显着静
海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之势。
在这万物并秀的时节，举目四望，静海的重

点文旅项目稳步推进，步伐坚实有力；文化品牌
亮点纷呈，令人瞩目。文旅融合更是精彩“出
圈”，绽放出独特非凡的魅力。

乡村是一座“博物馆”

静海区的乡村就好比是一座博物馆，河湖
林泉是博物馆的布景；田园牧歌是博物馆的音
乐；传统村庄是博物馆的展品；生活在这里的人
们，是博物馆最优秀的讲解员。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如何
讲好自己家乡的四季美景和地道风味，独流镇
副镇长靳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作为独流镇的文旅推介官，在他看来，乡村

是一个很好的载体，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践地、一
个开放的博物馆。让乡村活跃起来最好的办法
是就地取材，结合自身乡村机理，通过精细化运
营，将一、二、三产业带动起来。

提起独流镇，你想到的是什么？是独流木
桥、进洪闸、老式民宅，还是义和团、通背拳、独
流泥塑？抑或是独流老醋、嘎巴、曹三焖鱼、卢
记火烧？

在静海人的印象中，似乎都有独属于这个
运河边千年古镇的“专属印记”。
在打造“独流醋厂——独流给水所（独流老

酒厂）——史记泥塑——独流老木桥——十一
堡水利设施——进洪闸——春光家庭农场”这
一静海区首条国家级旅游精品线路的基础上，独
流镇又开辟出运河风光游、历史文化游、红色记忆
游、农耕水利游、非遗美食游五条特色旅游线路，
由天津十一堡村强村富民生态农业旅游有限责任
公司提供专业导游讲解与特色午餐等服务。
“开发了一站式旅游小程序、AI导游等新

颖元素，去年文旅相关经营性收入已达1600余
万元。”独流镇党委书记辛长书说，今年，独流镇
举办了冰雪民俗文化嘉年华、运河年味大集、
“古镇闹元宵”花会演出、“花开静海，鸢舞古镇”
大运河文化旅游节、“high”燃盛夏非遗美食节
夜市、第一届“义和杯”传统武术交流大会等系
列大型活动，为独流镇促进新质生产力和绿色
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独流镇拥有得天独厚的耕地及水利资源优

势。依托有利的农业发展环境，独流镇培育打
造了一批优质的农业经营主体。

53岁的张学春从小生活在独流镇，是春光
家庭农场的负责人。位于静海区独流镇十一堡
村的春光家庭农场划分为“一心八区”，还未走进
农场便可以闻到瓜果蔬菜的自然香，在采摘体验
区内种植着精品蔬菜、名特瓜果，采摘体验已经
成为游客的必选项目。体验农耕文化，漫步于田
园风光，品尝特色美食，与小动物互动游憩，还可
以和孩子们一起体验游乐项目的亲子时光。
“放假的时候，总会约上朋友带上家人和孩

子来这儿玩上一天，带孩子体验体验采摘，看看
小动物，还可以在这里露营野餐，再吃点当地美
食，每次来都有一种回归自然的感觉。”市民赵
斌说道。

在张学春的心里，春光家庭农场就是他的
梦想，看着这里的一点一滴，他笑得合不拢嘴，

“在未来，这里将以自然农耕、畜牧体验、园艺欣
赏、非遗展示、文化传承等多主题元素进行打
造。通过多主题打造，丰富游人对农业、农村、
农民的认知，培养更多人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的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特别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梦想
的实现越来越接近。回归自然、贴近自然、融合
自然是创建农场的宗旨，本着“土味、农味、原生
味”，大力发展农业休闲观光和乡村旅游，向前
来春光家庭农场的不同层面的游客，展现其独
有的魅力。

引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一街一圈一带”，加
紧建设农文旅示范片区、乡村振兴等示范项目
引导优质农产品做优品牌，积极申报绿色食品、
津农精品，“文旅+”产业成为独流镇经济发展
的新增长极。
“今后，独流镇将继续争取资源、推陈出新，

坚持‘农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路子，积极打造
独流镇特色文化名片。”辛长书说。

一湖澄澈浸润文旅“底色”

河水清澈、水鸟掠波，步道环绕、风景宜
人……走进团泊镇这个充满生态魅力和文旅
活力的小镇，只见游客们围着团泊湖畔运动骑

行，面积达60平方公里的团泊湖水光潋滟，鸥鹭
齐飞，美若仙境。

沿着团泊湖东岸行走不久，来到团泊镇孟家
房子村，便能看到一片迎风摇曳的稻田，史建林精
心呵护的团泊稻便铺展开来，农户在掌握了成熟
的养殖技术基础上，采取“稻蟹混养”这种高效生
态的农业模式，逐步提高农副产品附加值。“一地
两用，一水两养，一季双收。螃蟹在稻田里可以疏
松土壤，以稻田里的浮游生物、杂草、稻花等为食，
利用水稻与螃蟹之间的生态关系，让两者互利共
生。”农户史建林说道。

搭建一个大灶台，架起一口大锅，约上三五
好友，团泊稻基地除了种养之外，更做起了农家
乐的生意，鲜活的蟹和鱼儿，也让游客体验到垂钓
的独享乐趣。
家住在津南区的齐红是这里垂钓的常客，“每

次开车到这里都很方便，放假的时候，总喜欢带着
家人来这里玩，孩子们还特别喜欢吃这里的大锅
炖，每次来钓钓鱼，吃吃饭，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
觉，特别惬意。”

在团泊镇的北部，坐落着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光合谷旅游度假区，少了夏日的闷热，此时的游玩更
加令人舒适。走进园区，湿地公园与现代娱乐设施
融为一体，显现出一方宁静又生生不息的别样滋味。
陈宇经常带着一家人来到园区的动物乐园游

玩，熊猫、梅花鹿、袋鼠等30多种动物与来此的游
客亲密互动。游客们不仅能感受到游玩乐趣，更
能体验亲子时光。动物科学王国、卡丁车赛场等
项目持续火爆。大熊猫“巧巧”和“星美”，以及小
狮子“果篦儿”的加入，使团泊镇更具吸引力。

乘坐导览车在园区内兜风，一排排整整齐齐
的温室大棚让人印象深刻。
“20个干净整洁的暖棚内是专为采摘设计的

砖垄结构，方便游客采摘和游玩体验。”光合谷旅
游度假区负责人张超介绍说，光合农园项目占地
450亩，是团泊镇最大的蔬菜种植大棚，也是实现
农旅融合的典型项目之一。
在光合谷旅游度假区不远处便是火烈鸟港湾

酒店和北方地区最大的国际青少年交流中心。“用
生态旅游激活发展潜能，有效带动团泊地区经济和
发展。”张超说，“我们利用当地丰富的地热资源打
造温泉酒店，放大亲子度假效应打造光合谷旅游度
假区，成为天津市旅游服务业的一张亮丽名片。”

团泊镇与德云社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德云社新项目有望落户团泊，每年2至3场的德云
社公益演出将为团泊镇引人流、聚人气、造声势，聚
焦环团泊湖文旅开发板块，与德云社携手打造北京
老天桥场景，展现茶馆酒肆、曲艺杂技、落地儿演
出、说书唱戏等繁荣景象，借助德云社IP效应，把传
统文化融入团泊文旅，形成团泊旅游的新特色。
据介绍，本着保护和利用协调统一的原则，团

泊镇在维护好团泊湖及其周边良好生态环境的基
础上，进一步加大环团泊湖文旅康养产业融合发
展力度，擦亮“市级全域旅游示范镇”亮丽名片，持
续提升服务品质，进一步提高团泊镇的知名度和
吸引力。

“文旅+”擦亮近郊游目的地品牌

走进团泊健康城，“串珠成链”的体育圈
层，串联起团泊健康城乐动港、天津团泊足球
场、萨马兰奇纪念馆、团泊天津训练基地、天津
国际网球中心、团泊湖温泉中心、光合谷旅游
度假区等11个文旅体点位，优美的自然风光、
跃动的竞技魅力，组成大健康产业发展的绚丽
底色。

发挥团泊健康城在生态、医养、体育、文化等
方面优势，加快推动一系列特色项目开发建设。
启动环团泊湖湿地公园项目，打造集露营、亲子、
水上运动、特色农业、文化创意、低空应用为一体
的生态旅游项目。启动湖区科普研学项目，利用
团泊湖良好的自然生态和动植物多样性，让游客
亲近自然、认识自然、了解自然。

光合谷旅游度假区、火烈鸟港湾酒店等高端
资源与崇泰农庄、春光家庭农场等近郊最佳露营
目的地相映成趣。23座国内一流的专业体育场
馆与环团泊湖半程马拉松等国内外重大赛事活动
交互赋能。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接
下来，静海区将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
城、以文兴业，推进文旅资源“串珠成链、连线成
片”，培育发展文旅新质生产力，做活文旅深度融
合这篇大文章。

湖畔风清鸟鸣、田野次第花开、美食喷香出
锅……接下来的静海，“团泊洼的秋天”湖畔文旅
季即将开启，文化、文旅、赛事、商贸4大系列，30
多场文艺演出、主题活动、精品赛事掀起热潮。

静海区“古韵田园”乡村旅游示范片区，持续
放大近郊游特色优势。“运河风光游”“环团泊湖体
育休闲游”等更多“城市漫游”精品线路，吸引更多
人踏足静海，感受静海的活力与盎然。
据介绍，静海区将以丰富的旅游资源，持续擦

亮“休闲来静海 让心静下来 身体动起来”的特色
文旅品牌。

本报讯（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王

倩 袁鸿飞）为进一步弘扬团结互助、爱
老扶弱的良好风尚，传承尊老助困的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日前，由宝坻区新
开口镇党委、政府和善行公益志愿服
务社共同主办的“凡人善举 服务乡
梓 美满古渡”善行公益赶大集活动在
新开口镇百姓大舞台举行。

活动设置了义剪、义卖、义诊等摊
位，不仅有专业的医疗志愿者为村民
提供免费体检、疾病咨询服务，也有专
业的理发师志愿者提供免费理发服
务。义卖中，由善行公益志愿服务社
志愿者捐赠的图书、手工艺品各式各
样，义卖收益也将全部用于公益服务，
群众对志愿活动纷纷点赞。

据了解，目前新开口镇共有26支
志愿者服务队，各志愿者服务队围绕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心工作、用情
服务，不断擦亮“京津乡韵·古渡寻美”
的大美新开口品牌。

本报讯（记者 耿堃）2024年中华垂
钓大赛“芦台春杯”天津宁河选拔
赛，近日在天津市宁河区北淮淀镇举
办，来自全国的 104 名钓鱼高手同台
竞技。

本次比赛为4.5米手竿钓混合鱼重
量积分赛，采用分区积分赛制，共设四场
比赛，每场比赛60分钟，以称重“倒计分
制”进行积分，最终按选手四场比赛的总
积分排定名次，总成绩前30名选手可获
得中国钓鱼运动协会认定的相应运动员
技术等级积分。

本届赛事是宁河区借助丰沛、优
质水系资源及渔业发展优势，举办的
首场国家级钓鱼比赛。接下来，宁河
区将结合区内农业、文化、旅游、商
业、生态等资源，积极谋划各类体育赛
事，逐步打造独具宁河特色的体育新
品牌。

本报讯（记者 徐丽）眼下，津南区
小站镇会馆村的小站稻核心种植区
丰收在即，为喜迎丰收，日前，一场
传统的稻田演出在会馆村核心种植
区拉开帷幕，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
观光。
演出现场，惊险刺激的杂技表演，让

现场观众惊叹不已；热闹的舞狮表演为
现场增添了无限乐趣；色彩斑斓的高跷
巡游，引得观众纷纷驻足观看；形式多
样的秧歌舞表演，舞出了小站人民积极
向上的精神风貌。

此次活动将稻田与文艺活动紧密
结合，为小站镇推进乡村文化、构建农
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进行了有益探
索，激发了小站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初秋的蓟州，艳阳高照，惠风和畅。盘山脚
下，春山里生态教育国际生活示范片区溪水潺
潺、绿草留香、游人不断。
经过日前的一番提升改造，春山里的场景、业

态更加丰富，假日经济在这里焕发出蓬勃活力。
追溯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同样的位置却

有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矿石资源无序开采、
矿山创面随处可见。
为修复矿山创口、改善生态环境，近年来蓟

州区积极引进社会资本参与修复，推动废弃矿
坑生态价值转化，春山里正是蓟州引进的矿山
治理修复项目。
削方减载、边坡防护、修建挡墙、实施绿

化……2016年，蓟州区对涉及该项目的东后
子峪矿区进行治理，治理面积约110公顷。2021
年年底，东后子峪矿区矿山治理工程竣工，矿坑回
填约168万立方米，绿化栽植苗木约1万株。

曾经的矿区“创伤”逐渐愈合，生态环保的
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

今年 6 月，春山里联合相关企业以“生
态——变革——扎根泥土的力量”为主题举办
中国绿色艺术论坛及展览，邀请各界知名专家
从艺术、建筑设计、绿色低碳产业等多个角度讲
述艺术与生态的紧密联系以及绿色低碳产业的
发展趋势，并展出由混凝土等环保材料加工而

成的艺术品。
如今，春山里在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创新消

费场景，打造集自然博物馆、度假酒店、民宿集
群等为一体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1号地的草坪上，三只史宾格犬正在驯犬
师指导下练习穿越障碍，一旁游客与一只边牧
亲密合影。“我们有专业的驯犬团队和设备来对

犬只进行训练，目前主要服务分为工作犬训练和
家养犬不良习惯纠正两个板块，还可以对犬只进
行寄养。”酷爪特工学院负责人张晋楠介绍。曾在
警犬基地、搜救犬队工作过的他，已有十余年的驯
犬经验。

自今年4月起，春山里致力于将1号地升级为
“宠物友好”户外空间“春FUN户外社”，打造酷爪

特工学院、“W GARDEN”花园餐厅、春山烤坊、
春山牧场4个板块，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春山牧场里，生机盎然的芳香类植物、竹子与

茅草搭建的鸡舍，波光粼粼的天鹅湖以及闲庭信
步的各类家禽共同构成了一幅如诗般田园画卷。
“在这里可以体验亲近动物、植物的研学课

程，也可以认养家禽；后续随着引入水火箭实验等
科普课程，可以让孩子们进一步开阔眼界。”春山
牧场负责人欧文说。
春播夏耕，秋收冬藏。
沿着春山里东侧步道拾阶而上，具有蓟州特

色的绿色种植映入眼帘，这里是“永续农场”，也是
一座开展自然教育的户外教室。

在这里，春山里的业主可以有专属区域体验
亲手种植的乐趣和收获果实的满足；游客则可以
参与一系列与自然、生态营造有关的课程，在玩水
赏绿的同时，学习农作、园艺知识。
不负绿水青山，蓟州区抚平生态“伤口”，点绿

成金。春山里的成功“出圈”是蓟州区积极探索
“生态修复+产业导入”的一个典型案例，在矿山
修复的同时，还造福当地村民，为当地农民解决了
部分就业问题，带动周边数十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走上致富道路，为蓟州区其他矿区矿山修复开辟
了新思路，提供了宝贵经验。

蓟州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分局的相关负责人
表示，蓟州区将继续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严格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以生态修
复为导向，以消除地质灾害隐患和改善区域生态
环境质量为核心，积极引入产业，利用市场化方
式推进矿山生态修复，达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
共赢。

春光家庭农场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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