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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韩雨晨 近日，农业农村
部公示了2023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名单。其中，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
白滩寺村、宝坻区八门城镇欢喜庄
村、宁河区七里海镇任凤庄村、蓟州
区下营镇团山子村共计4个村入选。

白滩寺村地处“京津冀”1小时都
市圈，是西青区运河文化带的重要组
成部分，距离杨柳青镇人民政府2.5
公里，天津市区25公里。子牙河、中
亭河、卫河三河交汇于白滩寺村，村
内水系发达，河滩、林木、绿植等生态
资源丰富，村域范围内有杨柳青园艺
科技博览园、高尔夫球场、杨柳青造
船厂等休闲旅游资源。村庄秉承北
方民俗文化特色，民风淳朴、生态宜
居，是天津市西青区创建的5个乡村
振兴示范村之一，也是杨柳青镇唯一
入选村庄。

近年来，白滩寺村始终把打造特
色休闲文旅产业作为支撑，强化创新
引领，聚集资源要素，纵向拓展农业
增值增效空间，横向拓展农业功能价
值，形成以“传统研学+农事体验+农
家乐”为重点的村庄文旅产业体系。
村内建有天津市中学生传统文化研
学基地，同时，依托杨柳青园艺科技
博览园内的种植园，白滩寺村以设施
葡萄、猕猴桃、樱桃、食用菌为主要栽
培品种，与天津市农业科学院进行研
发试验试种合作，开发亲子娱乐、科
普教育等项目，打造将生产、采摘、科
普、培训等功能融为一体的都市型现
代农业项目。此外，白滩寺村还利用

原村内小学校旧址，通过提升改造
用于开展餐饮接待，品农家饭、忆乡
土情，为游客提供特色农家生活体
验服务。

欢喜庄村位于宝坻东部，距离宝
坻城区35千米，九园公路东3千米；
欢喜公路贯穿全村，欢喜庄村距离塘
承高速温泉城出口不足1千米，交通
便利。2015年经宝坻区旅游局批准，
欢喜庄村成立欢喜庄旅游村。

欢喜庄村各户外墙风格统一，采
用徽派建筑风格。青灰色和白色相
间的外墙，搭配上利落整洁的道路，
村里完全不见杂物堆放和卫生死角；
村内亭台和走廊相称，配合自然河道
和人工池塘，营造了浓郁的江南水乡
氛围；村庄绿化成效显著，在达到绿
化标准的基础上，不同树种的搭配，
增添了不少的乡村美感。

欢喜庄村作为重点打造的提升
改造示范村，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经
过3年的帮扶提升，有了较为显著的
变化：全村实现了燃气入户，村民做
饭不再使用燃煤；村子供暖也不再燃
烧秸秆，而是升级为电力供暖，实现
全村供暖入户全覆盖；村落基本实现
“六化六有”，尤其是绿化和美化，在
欢喜庄村得到了较好诠释。

任凤庄村属宁河区七里海镇，位
于七里海大道北侧，西邻七里海生态
湿地核心区，北与河北省唐山市芦台
农场隔河相望，青龙湾故道沿村而
过。周边滨保高速、塘承高速穿村而
过，交通便捷。近年来，任凤庄村先

后获得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
村镇、“五个一”创建活动先进村、红
旗党组织、先进基层党组织、“五个
好”村民委员会、十佳文明和谐村、村
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村、五星村、民
主法治示范村、2020年市级乡村治理
示范村等荣誉称号。2021年被评为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任凤庄村立足“北国江南、湿地
水乡”发展定位，结合区位、资源、交
通等优势，制定了“一街一带二区”的
发展规划，即以特色饮食文化街为中
轴，串联水上旅游体验带、精品民宿
区、农耕文化体验区，打造集休闲垂
钓、农业观光、果蔬采摘、生态食宿等
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推进农旅、文
旅融合发展，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壮
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致富增收。

团山子村以梨树而闻名，位于
蓟州区下营镇郭家沟村的旁边，紧
邻马营公路，交通位置十分优越。
2018年蓟州区政府开始升级改造村
子，村子面貌得到了大幅提升，村子
对面原来的梨园被改造成为了“吉
姆冒险世界”。

团山子村是梨花节的起源地，
2023年，吉姆冒险世界作为赏花的核
心区，充分利用2000多棵梨树作为大
背景，开展亲子活动，同时，还安排了
旗袍秀、非洲歌舞、戏曲演唱、民乐演
奏等，充分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据了解，下营镇团山子村梨树有1
万余棵，树龄最长的梨树有800多年，
其他梨树也平均有二三百年的历史。

本报讯 王月芳 近日，由河北省
农业农村厅主办，张家口市农业农
村局承办的河北净菜进京“六进”活
动——走进北京海归创业社区暨“大
好河山?张家口”坝上蔬菜产销对接
会在北京成功举办。本次活动设有
河北品牌农产品推介会、农产品展览
展示对接会和营销培训解读会等多
个环节，来自河北省各地市的40余家
企业，200余款展品参会，并最终签订
了6000余万元的供销合同订单。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市场与信息
化处、张家口市农业农村局、河北省
品牌建设中心、北京市顺义区农业农
村局主要负责人，河北省农林科学院
原院长、省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王慧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
研究所原党委书记王长江，农业农村
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王
晓红，中科院农产品精深加工资深专
家、北京中科前方生物技术研究所所
长、中国中试城首席专家蒋佃水，中
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果
蔬食品制造与营养健康创新团队首
席科学家毕金峰等业界专家学者和
京冀两地渠道供应商出席本次活动。

在推介活动现场，为了让与会人
员更加全面地了解河北品牌农产品，
尚义县农业农村局代表、张家口弘基
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肃宁
县绿苑蔬菜专业合作社等18家企业
代表纷纷上台进行农产品推介，并向

与会领导、嘉宾、和客商展示了萝卜、
番茄、有机绿叶菜等产品以及各种净
菜、预制菜产品，从区域特点到产业
特点、产品特点等全面展示了河北品
牌农产品的独特性。在农产品展示
现场，尚义萝卜、张家口蛋糕玉米以
及新鲜水灵的优质“净菜”一应俱
全。来自河北各地的多种农产品也吸
引了大家驻足参观、咨询。农产品现
场烹制、品鉴环节，从色、香、味等方面
全面展示河北优质农产品的“特色”。

与此同时，在对接会同期举办座
谈会，来自农业领域的多位知名专家
和学者共同就“河北净菜进京“六进”
活动——推进河北品牌农产品高质
量发展专题论坛”论题，围绕农产品
精深加工、推食向农、食品安全、蔬菜
精深加工等多个角度为推进河北品

牌农产品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来自
北京、河北两地的精准渠道商再次与
企业面对面、深度座谈交流、探讨并
就河北农产品特点、北京市场农产品
需求等进行了深度交流，为后期合作
建立了深度基础；同时，与会专家还
针对行业趋势以及品牌营销知识解
析，开展了新媒体营销讲座，从宏观
到微观为企业开阔视野、学习品牌运
作知识、在新媒体时代运作品牌提供
了新思路和新途径。

据河北省农业品牌建设中心主
任王旭东介绍，河北品牌农产品北京
“六进行动”包括进市场、进食堂、进
超市、进饭店、进社区、进餐桌六项，
活动旨在拓宽河北省农产品的销售
渠道，搭建起河北品牌农产品与北京
市民之间的桥梁。

活动现场，多家北京企业与河北品牌农产品企业达成了合作协议，并进
行了现场签约。

“大好河山?张家口”坝上蔬菜产销对接活动举办

本报讯 为助力乡村振兴成果转化，打造全方
位、立体化的“三农”宣传矩阵，天津市农业农村
委员会联合津云新媒体共同创建的“十项行动
——天津市乡村振兴全面推进行动在线”（以下
简称“在线”）正式启用，持续释放“三农”好声音，
呈现津沽大地生动实践，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

探索宣传新路径。“在线”通过政策引领、数
据赋能、技术加持、资源整合，聚焦促进农业生产
增效、农民生活增收、农村生态增值的典型举措，
按照“新闻+服务”“在线+活动”的运营思路，深入
天津各涉农区，体验场景，分享经验，为宣传乡村
振兴探索新路径。

挖掘特色典型案例。“在线”开设“党建引领”
“振兴地图”“幸福家园”“乡村物语”“图说振兴”
“外语乡愁”等栏目，重点围绕天津市乡村振兴全
面推进行动“五个方面十八项工程”，特别是100
个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创建进程，以及在创建中形
成的经验做法、打造的特色亮点、挖掘的典型人
物，进行在线宣传推广。

赋能示范村发展。“在线”为乡村振兴示范
村量身打造专属页面，突出“一村一景，一村一
品，一村一韵”，通过网红主播带货、文旅达人探
访、非遗名家推介等多种形式，着力做好“土特
产品”文章，推广“津农精品”品牌，推动农业“接
二连三”融合发展，展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现代版“富春
山居图”。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唐山打造智慧农业
助推产业提质增效
本报讯 刘桃熊 在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古河

乡数字循环农业智慧园区指挥室，工作人员魏明
朝轻点鼠标，河塘水泵便开始抽水，给稻田补水。

24岁的魏明朝曾是唐山市某智慧园区的一
名工作人员，看到家乡农业产业越来越智能化，
今年4月，他辞职返回家乡成为一名“新农人”。
他每天通过指挥室的大屏幕就可观测1500亩水
稻的长势，还能清晰掌握水温、虫情、氮磷钾含量
等数据。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蓬勃发展，唐山市不断
将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农
业产业深度融合。大力推进农业大数据平台建
设，万亩良田被掌控在方寸屏幕上，“面朝黄土背
朝天”的传统耕作方式逐步被智慧农业所取代。

据介绍，唐山市全面推进农业机械智能化升
级，实现了农机具卫星定位、无线通信、作业轨迹
记录、作业质量监测等智能化管理。其中，植保
无人机更是发展迅速，全市保有量已达600多架，
其可以自动规划飞行路线，自动躲避障碍物，工
作效率比人工提升40至60倍。

在丰润区新军屯镇欢喜庄乡嘉立荷唐山牧
业有限公司，笔者看到两名工人借助转盘式自动
挤奶机，同时为80头奶牛挤奶。感应喷淋器、粪
污综合处理等自动化设备一应俱全，牧场运用智
能生物耳标、物联网等技术，实现了精准饲喂、科
学管理、智能环控。

唐山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全市建成智
慧牧场152个，80%以上的奶牛养殖场实现了奶牛
发情自动提示、挤奶自动计量、饲喂自动监控、环
境自动监测等功能。

“唐山市不断加快推进物联网、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推动
种植、畜牧、渔业等领域智慧化发展，实现农业集
约化、生产智能化、产业生态化、管理高效化，走
出一条科技赋能农业现代化的智慧之路。”唐山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董印玲说。

天津打造全方位、立体化
乡村振兴宣传矩阵天津4地入选2023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