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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山核桃、麻酱鸡蛋、一品烧饼、
各种绿叶蔬菜……周末清晨，社区广场
上已搭起蓟州农产品展台，百余种蓟州
特色农产品吸引市民纷纷驻足品尝。今
年以来，这一幕时常于周末早晨，出现在
北京市不同的社区里。

这是蓟州区今年重点实施“农品进
京入津”工程的其中一项活动，也是蓟州
区加快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格局的重
要举措之一。

除全力打造蓟州粮食、鲜果、蘑菇、
西瓜、富硒等“十大品牌”，建成京东最大
绿色食品供应基地之外，蓟州区还在积
极打通“早上在田里，晚上到餐桌”的农
产品进京渠道，目前，已与北京物美、新
发地等商超、批发市场以及京津机关企
事业单位建立合作关系，将拓展北京各
类直销点170个以上。

眼下，河北生产、天津加工、北京销
售的三地联动案例越来越多。在西龙
虎峪镇的燕都甘栗食品有限公司，一颗
颗小小的甘栗，经过清洗、挑选、烘干、
包装等一系列流水线操作，转眼变成包
装精美的甘栗仁零食。“在天津市农委
的帮助下，我们与河北省的板栗种植合
作社对接，不仅帮农户打通了销路，还
解决了我们原材料短缺问题。”燕都甘
栗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栾玉东说，近
两年，企业通过电商平台，进一步拓宽
了北京市场，成为一批知名连锁零售商
的专供品牌。

将优质农产品供给北京，将北京的
游客吸引到蓟州来。今年，蓟州实施
“引客入蓟”工程，在北京举办“山水蓟
州?京津花园”文旅专题宣介会，举办黄
崖关长城国际马拉松、全国和美乡村篮
球大赛等经典赛事。上半年以来。蓟
州区旅游接待量1020万人次，旅游直接
收入22.1亿元，比2019年增长61%，其中
北京客源占比达27%左右。

此外，蓟州区还在引入大项目上做
足文章。日前，蓟州区经济开发区园内
总投资18亿元，联丰京津预制菜示范产
业园和丰树中央厨房供应链项目正加
紧建设中。

未来，蓟州区的特色农产品品类将
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销路更加广
阔，乘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东风，蓟州区
乡村振兴的脚步更加坚实有力。

7月是当地农民一年一度播种小麦
的时节，在蓟州区西南部的东二营镇，几
场雨下过，稚嫩的小麦在肥沃土地里破
土萌芽，迎接来年春天的收获。望着这
片土地，东二营镇都赛营北村村民王中
鹤充满了期待。

这可不是普通的田地，它是富硒
地。2022年，王中鹤在200亩富硒地里
种了小麦和红薯，小麦亩产1000斤左右，
红薯收成600多斤。种植方式、产量与普
通土地基本相同，但因为富含硒元素，农
产品售价高出约20%。

收益也得益于东二营镇正在打造的
“富硒小镇”。天然富硒土地这块“金字
招牌”，给东二营镇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
级提供了方向——打造“京津冀地区最
具影响力的生态富硒特色镇”。在成立
示范基地对富硒农作物种植进行试验的
同时，东二营镇也着手构建了一套完整
的运营模式。镇里注册成立天津市“硒
乡有礼”农业专业合作社，创立“硒乡有
礼”区域公共品牌，成立全镇富硒产业行
业协会。

“好农品要想打出好名声，就要统一
品牌、统一品质、统一形象。”东二营镇党
委书记尤雪杉表示，建立行业协会，所有
农户种植的富硒农作物必须经过行业协
会的鉴定，保证产品的质量。

在调整农产品结构的基础上，2023
年，东二营镇也正着手在第二产业上延
伸。目前，镇上一家食品加工厂已投产，
富硒面食、富硒水饺已投放市场并获得
认可。今年，镇政府将继续招引一批农
特产品龙头企业，建设富硒农副产品加
工厂、保鲜库、富硒饮用水厂等，富硒小
镇的鱼菜共生循环种养项目也于今年4
月开工建设。

“富硒小镇”是蓟州区打造“特色小
镇”促进农业产业提质升级，走高质量发
展路子的一个缩影。围绕农旅、文旅、商
旅融合，蓟州区积极发展现代都市型农
业，加快鲜花小镇、蓝莓小镇、蘑菇小镇、
蜂蜜小镇、富硒小镇、山楂小镇等系列特
色小镇建设，同时扩大“津农精品”品牌
规模，高品质打造“蓟州农品”区域公用
品牌。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蓟州区农业农村委主任金福鹏表
示，今年，蓟州区全年谋划、建设项目总
投资预计12.42亿元，将着力做好第二批
生猪产业集群、下营镇山楂产业强镇、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推动杨津庄、上仓、
出头岭、桑梓等一批乡镇开展乡村振兴
项目建设。

天朗气清、微风徐徐，沿着蜿蜒的
公路来到蓟州区著名的“石头村”西
井峪村，一幢幢错落有致的民宿映入
眼帘。走进民宿“璞峪云璟”，古朴的
石头外墙、时尚的天台咖啡、优雅的乡
村餐厅和村子里的田园风光相映成
趣。民宿经营者孙剑涛介绍，这样的
民宿在西井峪村还有60余家，一到旺
季，一房难求。

蓟州区的乡村旅游为何如此“出
圈”？西井峪村党支部书记周维东回忆，
西井峪村刚兴起农家旅游时，村民陆陆续
续经营起农家院，但是受过去开山采石影
响，村居环境不好，农家院都以低价、走流
量为主，村民收入并不理想。

像西井峪一样面临转型的旅游村
在蓟州区并不少见。蓟州区从整治人
居环境入手，治理废弃矿山，整治“散
乱污”企业，硬化道路、厕所革命……
生态环境越来越好，生态饭也越吃越
香。山水资源优势、古朴村落特色、紧

邻大城市，蓟州区吸引不少外来投资
者建设民宿。

眼看民宿产业越来越红火，蓟州区
抓住集体土地入市改革试点、农民宅基
地改革试点的机遇，鼓励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和农民依法使用建设用地和自有宅
基地自办或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
方式开发文旅项目，大力发展民宿产
业。蓟州乡村旅游发展步入快车道，蓟
州的年轻人陆续返乡，将村里的老房子
改造成特色民宿。

2022年，90后蓟州小伙儿李文通放
弃了天津市区的高薪工作，来到蓟州区
大兴峪村租下一处院落，利用专业知识，
将这里打造成民宿并取名“织雀星伴小
栈”，目前在当地已小有名气。“进入旺

季，每天游客都不少，乡村民宿市场大有
可为。”李文通说。

作为蓟州区新兴业态，如何保障民
宿行业有序、高质量发展？蓟州区委、
区政府牵头成立的文旅融合专班针对
制约蓟州区乡村旅游发展的难点、痛
点，研究破题思路，编制了《蓟州区乡村
休闲旅游规划》《蓟州区民宿三年发展
规划》，分区分片引导乡村旅游和精品
民宿高质量发展。

市场驱动、社会注资、政府引导，蓟
州区的高端民宿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
起。目前，蓟州区高端民宿达到280家，
预计年底总量将超300家。

民宿经济也为土特产带来新销路。
“咱这里生态好，农产品质量也高，许多
外地客人专程为此前来。”下营镇晨曦5
号民宿主理人高小双介绍，面对游客的
需求，她正与周边农业基地开展合作，面
向民宿游客推出甄选农产品。

（陈建强 刘茜 曾子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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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近年来，天津市蓟州区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提出的“三
个着力”重要要求，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
理念，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生态筑底，产业夯基，推动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同时着力促进人
居环境和自然生态融合发展，深化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在留住乡风乡韵乡
愁的同时，加快发展文旅休闲产业。

“特色小镇”产业兴旺

天津蓟州区生态筑底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蓟州州河国家湿地公园和环秀湖国家湿地公园两大国家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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