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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全时 瓜果飘香
蓟州区马伸桥镇以果为“媒”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张家窝镇:小蜜蜂住进“智慧家”
■ 本报记者 王音

■ 本报记者 徐杨 通讯员 么伟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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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走读

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安国龙在西红柿大棚查看西红柿结果情况。

赵海秋正在自家草莓大棚录制短视频。

马国争展示自己研究培育的“基质苗”。

刘树成和妻子采摘自家果园的猕猴桃。

本文照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近年来，蓟州区认真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
略，扎实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科技为
支撑、以生态农业为发展方向，坚持绿色兴农、
品牌强农、农旅融合，全区农业现代化进程不断
加快，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迈上新台阶，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显著增高，书写了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新篇章。

初冬时节，蓟州区马伸桥镇到处弥漫着水
果的芳香。“从1月到12月，我们镇月月都有水
果成熟上市，可以说是四季全时、瓜果飘香。”
马伸桥镇工作人员温馨介绍。

位于蓟州区东部的马伸桥镇距城区约20
公里，北部为燕山余脉，中部为平原耕地，南部
紧邻我市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于桥水库，
生态资源丰富，盛产蓝莓、草莓、中华寿桃、苹果
等多种水果。据了解，该镇现有水果种植面积
6179.3亩，年产水果超5425.4吨，年综合产值近
18495.9万元。

科技赋能
让草莓抢先“上市”

随着冬季来临，又到了一年草莓尝鲜时。
位于马伸桥镇肖辛庄村的天津泰肥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积极探索市场需求引进新技术，大
部分暖棚草莓刚刚进入坐果期阶段，该公司的
草莓已抢“鲜”上市填补市场空当期。
走进园区，众多游客正挎着篮子，与家人一

起穿梭在园里采摘。“这里的草莓个头真大，味
道特别甜，而且这么早就能吃上，太好了！”通过
抖音直播被吸引到这采摘的游客王宇彤女士开
心地说。

按理说，草莓应该在12月中旬成熟上市，
为什么这里的草莓可以提前一个月呢？这一切
都归功于该公司负责人赵海秋，她现在是蓟州
区有名的“草莓西施”。

赵海秋今年刚29岁，2022年因得知家中草
莓大棚连续亏本，她毅然辞去了银行的稳定工
作，返乡投身草莓种植事业。

起初她对种植一窍不通，但凭借自身的拼
劲儿，在实践中不断摸索，逐步掌握了草莓种植
技术。而且，她毅然到丹东学习先进种植经验，
引进冷冻苗，使自家草莓能够提前一个月上市，
填补了市场空当期。每斤草莓可以多卖20元，
单棚收入提高了约17%。
“我们采用了冷冻苗种植技术，主要是为了

促进花芽分化，拉开昼夜温差，让所有的营养聚
集在根系。冷冻苗种植技术还有一个好处，就
是在冷冻的过程当中，草莓苗里所有的细菌都
已经被冻死了，种植到大棚里之后长得健硕，基
本上不使用农药，纯绿色种植。”正在大棚里梳
果的赵海秋说。

她还充分发挥自己计算机专业优势，更新
大棚设施设备，园区智能控温、自动放风、水肥
一体化等设备覆盖率达到了100%。
“现在我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智能手机等

终端对大棚进行监测控制，不仅用工成本下降
了，管理效率也显著提高了。”赵海秋高兴地一
边介绍一边演示。
草莓种得好，还要卖得好。
头脑灵活的赵海秋除了将草莓运到市场上

卖，还把手机变成“新农具”，通过社交网络、短
视频、直播等方式进行线上宣传、销售，与顾客
“点对点”对接服务，让草莓鲜果实现“早上在田
里，晚上到餐桌”。

随着“草莓西施”的名字越叫越响，大量客

人慕名而来，客流量翻了一番，果品品质得到了
市场的一致认可，农场观光采摘、农耕体验等活
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

在她的努力钻研下，不仅成功让自家草莓
大棚扭亏为盈，还带动了周边20余名村民实现
家门口就业，走出了一条联农带农的致富路。
现如今，她正在准备注册商标，做生态有机

认证，把草莓卖到更多地方。
无独有偶，同镇太平庄村李红霞家庭农场

的草莓也提前上市了。
与赵海秋不同的是，李红霞的丈夫马国争

是通过自己研究“基质苗”技术，缩短种苗培育
周期的方式实现提前上市。

使用基质土培育草莓苗，不仅可以缩短培
育周期，还可以有效减少秧苗运输过程中的损
伤率，从而降低种植成本，而且具有口感好、抗
病性强等特点。

马国争说：“因为提前上市，价格会比普通
草莓上浮3成左右，一个草莓棚的产量大约有
8000斤，现在已经供不应求了，销售情况十分
喜人。”

现在，马国争的目标更加清晰——要在种

植理念上加以创新，继续坚持绿色种植，对农作
物进行精细化培植管理，保证食品安全。

小草莓种出大“钱”景，这只是马伸桥镇发展
特色种植产业、不断丰富群众“果盘子”的一个生
动示例，目前该镇正在热销的水果琳琅满目。

创新探索
让西红柿变成“致富果”

找回“老味道”、开发新风味，是当前西红柿
市场竞相追逐的新赛道。
走进蓟州区国龙家庭农场的智能联动温室

大棚，映入眼帘的是一幅生机盎然的立体画卷，
一株株1米多高的藤蔓上挂满了红绿相间的
“致富果”，令人垂涎欲滴。

棚室的主人是来自马伸桥镇高桥村的安国
龙。苗期养好根、花期加营养、坐果期控肥、全
程控温湿……谈起西红柿种植管理，安国龙说
得头头是道。

但谁能想到，5年前这个小伙子对西红柿
种植还一窍不通。
“原先，我初中毕业后打工多年，然后在蓟

州城区又做了9年二手车生意。”聊起门外汉为啥
想起来种西红柿，安国龙说，“近年来村里的发展
越来越好，农业基础设施也很完善，镇政府还出台
了不少惠农政策，返乡创业正当时。”

说干就干！2019年初夏，他从镇里承包流转
两个大棚种植西红柿。
当年，两棚西红柿迎来丰收。“一年两季，收了

近3万斤，挣了7万多元。”安国龙说。
虽然尝到了种植大棚西红柿的“甜头”，但他

并没有满足现状。
当时盛行的西红柿品种是普罗旺斯，附近几

个村的村民都在种，他意识到要想提高市场竞争
力，必须创新探索研究种植新品种。

这些年，他通过拜师学艺、多次赴全国各地引
进优质的品种，学习先进的种植管理技术，从合理把
控温度、湿度，到科学浇水、施肥，再到防治病虫害、
掐枝蘸花提高产量，每一个环节都学得格外仔细。

可以说前几年是实验年，他在大棚里种植多
个品种，反复比较哪个品种的生长周期短、口感
好、产量高、价格高。

通过实验，现在所种植的“皇后、黄天霸、阿里
郎”等6个高端品种西红柿，口感、市场销售、产量

等方面都超出了预期，棚室也由2个扩大发展到
了7个。

安国龙说：“现在棚里的西红柿因为口感好、
汁多沙甜，有小时候‘老底子’的鲜味，再通过微信
群、朋友圈、快手、抖音等推广销售，特别受欢迎。
今年10月，第一茬西红柿刚上市，已经被客户预
订了不少。前几天气温低，陆陆续续来大棚采摘
的村民也不少。”
在不耽误大棚种植、照顾家庭的基础上，安国

龙和妻子实现了“夫妻双双把家还，增收致富一条
心”的好日子。

据悉，安国龙的大棚一年能种植两茬西红
柿，总计3.2万棵，可年产西红柿10万余斤，年收
入30万元左右。让大棚一年“不得闲”，不但实现
了大棚四季皆可“生金”，也变“春种秋收”为“四
季丰收”。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如今，越来越多具有现
代经营理念的“新农人”胸怀振兴梦想，选择扎根
广袤乡村“沃土”，用他们的智力、活力、创造力探
索生态农业、高效农业等新业态，描绘着乡村振兴
的美好蓝图。
像安国龙这样的“新农人”在马伸桥镇还有很

多，他们用汗水和智慧收获甜蜜与幸福推动着乡
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坚守初心
让退役军人变成“新农人”

马伸桥镇大峪村的刘树成是一名退伍老
兵，在部队时就是大家公认的好班长，他始终践
行着一句话：“人得干事，不仅要干事，还要把事
干好。”

也正是因为这种坚毅自信的精神，让他种植
猕猴桃获得大丰收。从萌生想法，到了解市场、挑
选果地，最后到投入运营，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

他积极报名参加各种种植技术培训班，还多
次前往我市及河北等地学习、钻研，自己不断突破
技术瓶颈，慢慢探索出了适合本土的种植方法，淘
汰老品种，培育新品种。目前通过嫁接等技术，研
究出新品种——糖果猕猴桃。
每当谈起他的果园，刘树成有着说不完的话。
“我们采用松针土栽培，松针土质地疏松，可

以减少虫害，而且松针含有松树中的一部分营养，
可以长期为果树提供养分，主打纯绿色健康食品，
一颗就能满足一天的营养所需，是真正的维生素
C之王。”刘树成说。
当问到他种植的猕猴桃与市面上的猕猴桃有

什么不同时，他说：“糖果猕猴桃区别于其他品种，
内芯呈金黄色，口感软糯香甜，吃在嘴里有一种混
合果汁的感觉。很多过来采摘的游客说吃出了上
世纪80年代的糖果味道，也吃出了童年回忆，这
种猕猴桃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在这小小的糖果猕猴桃背后，其实还有着一
段令人动容的浪漫故事。

刘树成的妻子患有糖尿病，医生告诉她要注
意食物摄入，大部分水果都不能吃，但可以吃猕猴
桃，虽然糖分足，但其中含有大量的特定营养成
分，这些营养可以帮助降低体内血糖。

由于当时的生活环境很难买到猕猴桃，于是
刘树成就萌生了自己种植一片猕猴桃果园的想
法，妻子也用实际行动支持着他的“果园梦”，就这
样夫妻俩一头扎进了猕猴桃种植中。

2024年他们的果园已接待3400余名游客，一
年卖出2万斤左右，北京、天津是重点销售地区。

从退役军人到乡村振兴“新农人”，刘树成不
仅将果园打理得井井有条，一步一个脚印走上了
致富的道路，还积极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在收获时
节，每天都会聘请十几位附近村民来进行采收，为
村民增加了收入来源。

谈及未来的目标时，刘树成满怀激情地说：
“打造蓟州新特产。”

马伸桥镇副镇长张建华说：“马伸桥镇正将农
业资源与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积极推进特
色农产品种植，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智慧农业、绿
色农业，形成精品四季水果采摘产业格局，打造一
大批‘蓝莓村’‘苹果村’‘草莓村’等，做到四季全
时、瓜果飘香。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大绿色食品、
有机产品认证力度，深入推进农产品品质提升行
动，加强品牌建设，做好上市前农药检测，确保消
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天冷了，“养蜂人”许继明不再像往年一样，
担心着蜂场的小家伙们如何安稳越冬。屋外冷
风萧瑟，小蜜蜂们却已经住进温度、湿度适宜的
“智慧家”。近日，随着天津智慧蜂场管理平台
上线，古枣觅蜜蜜蜂文化产业园智慧蜂场正式
亮相，这是我市首个蜜蜂养殖数字化智慧平
台。智慧蜂场利用物联网、北斗定位、移动网络
通信等信息感知技术，实现了对养蜂环境的精
准监控、蜜蜂活动的实时反馈以及蜂蜜产量的
精准预测。
走进位于西青区张家窝镇的古枣觅蜜蜜蜂

文化产业园，一栋栋色彩艳丽的“小房子”整齐
摆放在林间草地上，通过天津智慧蜂场管理平
台，可辐射全市的智能养蜂数据，为蜜蜂安稳越
冬提供保障。
小蜜蜂们的家到底有多智慧？走近看一

看，智慧蜂箱必备两大件——传感器和监控，同
时还要有蜂箱管理系统、太阳能供电系统、用户
终端等软硬件支撑，这样才能将蜂场环境、蜂箱
温湿度、蜜蜂出勤数、噪声环境参数等信息实现
数字化，并将数据上传到蜂箱管理系统云端，通
过云端算法和数据处理，准确反映蜜蜂的生活
状态和环境状况。
“参数一旦出现异常就会自动报警，我们可

以快速找到解决方案。蜂农在手机上就能观测蜜
蜂的生活环境和状态，随时查看蜂箱内外的各种数
据，不仅方便了蜂农，更减少对蜜蜂活动的干扰，提
高蜂蜜的产量和品质。”天津市蜜老头养蜂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许继明说。
张家窝镇加快推动传统农业向都市现代农业

转型升级，积极推动张家窝枣花蜂蜜、“柒仙女”葡
萄、蝴蝶兰等特色产业发展。镇内的正达蜂业创
新“蜂农+果农”授粉增产配套模式，成立了天津
市蜜老头养蜂专业合作社，联结带动村民300余
户。镇政府帮助合作社申请15万元奖补资金用
于智慧养蜂研究建设，为企业、合作社的发展壮大
保驾护航。
在养蜂产蜜的同时，古枣觅蜜蜜蜂文化产业园

积极扩大“甜蜜产业”范围，打造了蜜蜂文化科普体
验板块，开展蜜蜂文化传播、体验等劳动实践活
动。每到周末节假日或寒暑假期，园区内的科普
基地都会迎来参加活动的大人孩子。了解蜜蜂的
养殖、观看产蜜制蜜的过程，现场品尝新鲜的蜂
蜜，再跟着研学老师一起学做滋润的蜂蜜唇膏，丰
富的科普内容让游人不虚此行。如今，古枣觅蜜
蜜蜂文化产业园已形成集科研、生产、销售、观光、
科普、体验等于一体的林下“甜蜜”全产业链，实现
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村民发展林下养蜂
产业，用科技手段拓宽增收渠道，奏响了乡村振兴
的“甜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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