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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打造“民宿 +”产业

培育乡村旅游新引擎

��������乡村民宿的发展有效带动了

津郊农民的增收。 天津市蓟州区

下营镇郭家沟村通过发展乡村民

宿，实现了华丽转变，该村在 2012

年 前 人 均 收 入 不 到 1000 元 。

“2012 年以后，我们村开始推进乡

村旅游精品村建设， 从最早的开

办农家院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化民

宿群，特别是 2021 年引入专业化

的运营团队后， 更加注重环境打

造和‘民宿 +’产业的发展。”郭家

沟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胡

金领介绍。

2022 年 12 月，郭家沟景区成

为 天 津 市 首 个 乡 村 类 的 国 家

AAAA 级景区。 2023 年 8 月，该村

还承办了“村 BA”大区赛东北赛

区总决赛， 通过“民宿 + 体育 +

文化”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旅游产

业再升级。目前，郭家沟村人均年

收入已超过 10 万元，是全市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3 倍以

上，成了名副其实的富裕村。

天津民宿作为一种感受型的

旅游产品， 为游客提供的不仅是

住宿， 还拓展了更多消费场景。

“民宿 + 文创”“民宿 + 美食”“民

宿 + 体育”“民宿 + 康养” 等业态

已成为天津乡村旅游发展的新引

擎。 与此同时，为培育打造更多的

乡村旅游精品村， 推动全市乡村

旅游发展，天津市委、市政府出台

了《天津市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十四五”规划》；2023 年又印发了

《天 津 市 乡 村 旅 游 发 展 规 划

（2023-2027 年）》。 天津市的乡村

旅游发展将结合天津乡村“依山、

沿河、傍绿”的自然资源，“近城、

远郊、滨海”的区位特点，“津卫、

古韵、乐达”的人文情怀，确立“大

美津郊”形象定位，构建“两极两

廊两区” 乡村旅游空间布局。“两

极” 即北部山水乡村旅游发展极、

东南海滨乡村旅游发展极 ；“两

廊”即运河民俗文化廊道、绿色生

态屏障廊道；“两区” 即环城精品

乡村旅游发展区、远郊田园乡村旅

游发展区。

目前，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正

会同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等部门

积极谋划天津市乡村旅游示范片

区打造工作， 计划利用 3 年左右

时间，在 10 个涉农区打造一批主

题突出、特色鲜明 、配套完善 、功

能齐备、品牌知名、示范性强的乡

村旅游示范片区。 同时，以示范片

为基础，面向京津大都市，推出一

批乡村旅游精品线，以线带面，促

进乡村旅游全链条升级。

（林单丹）

作为乡村旅游产业中一个小而美的业态，天津的乡村民宿凭借独特的北方水乡自然

风光、津味文化风情和慢生活体验，持续走热。

黑龙江省讷河市：

数智赋能建设美好现代乡村

近年来，黑龙江省讷河市以数智赋能，以科技

助力，加快数字乡村建设，加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大力建设新型美好现代乡村。

讷河市依托国家数字农业试点县项目， 制定

“数智农业、数智赋能”计划，搭建起数字农业平台，

对农业种植、畜牧养殖、江河水位等重要农业数据

设点监控，实现涉农数据及时采集，形成数据应用

展示和分析功能， 推动重要领域数据资源建设，提

升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数字化水平。 2022 年成

功获批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和国家农业现代

化示范区，大豆入围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2023

年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获得批复，实施国家制

种大县项目。

数智赋能的同时，讷河市切实落实农业科技成

果转化奖励政策， 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

化。 2023 年，讷河市鑫天佑循环农牧有限公司引进

转化落地科技成果三项，除“一种规模化养猪场粪

污处理循环装置”成果外，还与黑龙江科技学院计

算与控制研究所签订了辅助烘干加热软件系统的

技术开发合同，与黑龙江信息技术职业学院自动控

制工程系签订了生物质燃料加工装置辅助软件的

技术开发合同。 此外，讷河市还重点推进百万吨酒

精生产企业鸿展集团技改升级等项目，通过深耕科

技成果转化，赋能区域经济发展。

数智赋能与科技助力相结合，讷河市正在实现

现代新型美好乡村的华美蝶变。

（门婷婷）

重庆市黔江区：

庭院经济带农增收

重庆市黔江区积极引导农村群众发展庭院经

济，打造“庭院 + 产业”发展新模式，把庭院方寸地

打造成村民增收致富园。

在黔江区黄溪集镇， 一栋民房底层经过简单改

造后， 变成了占地约 80 平方米的庭院工艺品加工

坊，20 余台电子设备整齐排列， 工人们正有条不紊

地生产假发，现场一派忙碌景象。 黔江区黄溪镇黄

桥社区居民杨秀容说：“我有时间就来这里做点手

工活，一个月能挣 1000 块钱左右。 ”

“务工人员上班时间是机动的，有事随时走，没

事随时来，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工资就是计件，每

个月按时结工资。 ”黔江区黄溪镇庭院经济示范点

负责人李方长介绍，“1 个月的产值在 40 万元左右，

工人每月总工资就要发 8 万多元， 有 50-60 位附近

村民在此长期工作。 ”

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推进乡村振

兴，黔江区坚持因户施策，积极引导农村群众发展

手工编织、非遗产品制作、服装加工等 10 余种类型

的庭院经济，带动了黔江 20 余个街道（乡镇）的上

千名群众实现就近务工增收。

（白伟 杨磊）

随着春节的临近 ，

在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

灵山街道花卉大棚里，

种植户忙着管理和销售

多个品种的花卉。 近年

来， 灵山街道大力发展

蝴蝶兰、 仙客来等多个

品种的特色花卉种植，

并结合市场需求推行线

上 和 线 下 相 结 合 的 模

式， 将产品销往全国各

地，带动农民增收。

张进刚 摄

青岛市即墨区：“花卉经济”助农增收

广东省广州市派潭镇

“小活动” 激活乡村“大价值”

��������最近，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

“村晚” 系列文化活动火速“出圈”，自

2023 年 8 月中旬举办以来，线上线下浏

览量超 2000 万人次。

派潭镇“村晚”为啥能火？ 笔者在走

访中发现，根源在于群众参与。 派潭镇

“村晚”坚持政府搭台、群众唱戏，把村

民作为活动的主角，发挥群众的首创精

神，以农民作为表达主体，以农村作为

文艺阵地 ，以生活作为创作灵感，群众

参与热情高涨。

“村晚”演啥，群众说了算。 派潭镇

发挥人大联络站（点）、乡村讲习所 、微

信公众号等平台作用，架起政府和群众

的“连心桥”，广泛听取意见建议。 群众

围绕乡村故事、民俗文化等内容建言献

策，积极提供乡村文化线索 ，至今共收

到留言评论 18505 条。 应群众要求 ，派

潭镇最近决定，公开接受社会演艺人才

报名参与“村晚”。

派潭镇“村晚” 精彩纷呈的背后是

当地镇村社党员干部“敢担当 、 善作

为”。 派潭镇党委牵头制定了 《派潭镇

“我要上村晚” 文艺活动总体方案》，组

织镇干部、 村书记等代表分别到贵州、

浙江等地学习“村超”“村 BA”“文旅 +”

的经验做法。 38 个村（社区）党组织紧紧

围绕“村晚”活动总体方案，因地制宜制

定专场工作方案 ，设立节目筹备 、现场

氛围组织等工作小组，村社党员干部全

面参与，凝聚起万众一心 、干事创业的

强大合力。

派潭镇各村（社区） 党组织书记既

是“村晚”活动的组织者，又是场上载歌

载舞的表演者。 上九陂村党总支书记潘

振辉根据本村发生的真实故事，自编自

导自演了小品《外来媳妇北山郎》，讴歌

新时代乡村巨变。“党员干部的身影在

‘村晚’台前幕后随处可见，不仅为群众

办了实事 ， 而且进一步提升了工作能

力。 ”潘振辉告诉笔者。

派潭镇“村晚 ”将“送文化下乡”变

为“育文化在乡”， 以文化为支点撬动

乡村振兴“大杠杆 ”，以“小活动”激活

乡村“大价值”，成为农文旅融合的“流

量入口”。

借助“村晚”， 派潭镇调动乡村资

源，多元赋能产业发展。 佳松岭村的特

色盆景、鹅兜村的餐饮产业均因“村晚”

受到关注并得到发展，密石村大红柿子

过去价格仅每斤 3 元，利用“村晚”大力

推广，价格升至每斤 8 元。

目前，派潭镇“村晚”呈现出前所未

有的活跃态势， 周边产品和各类 IP 不

断涌现。派潭镇政府通过发布短视频以

及网红拍摄“村晚 ”亮点等方式 ，为打

造派潭文旅品牌造势， 促进乡村振兴、

赋能文旅融合。

派潭镇“村晚 ”让当地群众“动”起

来、文化资源“活”起来、旅游消费“热”

起来，正从现实中“乡村一隅”走向“社

会全域”，从区域“小欢喜”走向全域“大

联欢”。

（吴砾星 李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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