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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启动老城门建设修复工程——

唤醒城市记忆 提升老城魅力
本报记者 李红光 通讯员 石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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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生态涵养区包括门头沟、平

谷、怀柔、密云、延庆5区全域以及房山、昌

平 2 区的山区，占市域面积的 68%。6 月 5

日，《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

发展条例》正式施行，标志着北京市生态

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工作走向法

治化、规范化、长期化。

生态涵养区将怎样改变百姓生活？

未来生态涵养区如何发展适宜产业？记

者近日走进北京市密云区溪翁庄镇金叵

罗村一探究竟。

濒临密云水库的金叵罗村，是密云区

溪翁庄镇下属行政村。因村庄周围低丘

围绕，形似笸箩，盛产小米，故名金叵罗。

初夏时节是金叵罗村的樱桃采摘季。满

园绿色中，樱桃挂满枝头，晶莹剔透。金

叵罗村党支部书记王义江告诉记者，村里

成立了樱桃合作社，600 亩樱桃园种植了

红灯、大紫、那翁等10余种樱桃，利用天然

山水，不施农药化肥，深受市场欢迎。按

每公斤60元计算，樱桃采摘每年可带来户

均收入3万元。

金叵罗村果农李立芹告诉记者，近几

年，村里发展民俗旅游产业，打造了休闲、

观光、采摘一体式的休闲式农庄，鼓励村

民发展民俗旅游、精品民宿，吸引了大量

游客，村民收入逐渐提高。

振兴乡村产业，需促进乡村经济多元

化发展。近年来，金叵罗村通过田园综合

体建设，打造了金叵罗小米种植园、农耕

体验区、原生态儿童乐园等以田园资源为

底色的休闲场所，多次举办开镰节、丰收

节等特色主题活动，走出了一条“农旅融

合、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发展道路。

位于金叵罗村的飞鸟与鸣虫农场是

由4名“海归”与当地农民携手创建的。一

进农场大门，便能感受到浓浓的设计感。

从入口有两种方式走下去：滑梯和坡道。

顺着坡道走下去，园子里种下的芝麻菜已

开出乳白色小花，餐厅前的格桑花和萱草

也开始争奇斗艳。

“在这里，蔬菜和樱桃是副产品，在农

场度过的时光才是主产品。”飞鸟与鸣虫

农场创始人李一方说，“在农场，挖沙坑、

插篱笆、建羊圈、铺小径等都是由客人体

验完成的；就连农场里的小鸡、小马，也大

多是客人从城里带来寄养的。”李一方希

望把农场变成共建共享的社区，而非一个

靠流量赚钱的旅游景点。

“我们把村里的土壤和灌溉水送谱尼

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几乎达到国家自然保

护区标准；有了生态这个根，农场就能在

发展中创造无限可能。”李一方说。

为打造休闲宜居乡村旅游环境，2015

年，金叵罗村成立了农宅合作社，推动 28

户闲置农宅与合作社签订租赁协议，打造

出一批精品民宿，带动其他农户从事旅游

接待，全年接待游客15万人次。

其中，老友季花园民宿由两座百年老

屋改造而成，民宿的两个院子加起来有

200 多种植物。时值 6 月，院子里的花草

开始繁茂起来，置身其中就像进入花园

一样。

“想过田园生活，得先有田园。”在民

宿经营与管理中，老友季花园民宿创始人

梁晴主张将民宿深度融入乡村，彼此滋

养。老友季花园民宿依托金叵罗村，秉承

自然永续的种植理念，民宿食材大多来自

农场，从菜地到餐桌只有 5 分钟路程，“连

露水都可以溯源”。

“生态涵养区的最大优势是生态优势

和空间优势。”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实施百万亩造林绿化、京津风沙源

治理等重大生态建设工程，绿色生态空间

不断扩大，2020年生态涵养区森林覆盖率

达 62%，高于全市 17.6 个百分点；空气质

量始终保持全市前列，2020年生态涵养区

PM2.5平均浓度 31 微克/立方米，达到国家

二级标准，首都城市的“后花园”“大氧吧”

作用凸显。

借助转型提升，高精尖产业体系加快

构建。2016 年至 2019 年，北京市生态涵

养区全域 5 区第二产业占比下降 18 个百

分点，第三产业占比上升 20 个百分点，产

业结构不断优化。

据介绍，随着《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生

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条例》的施行，下一步，

北京市将聚焦产业准入、规划用地、投融

资服务、营商环境等方面，统筹制定生态

涵养区适宜产业发展政策，明晰产业发展

的模糊地带，解决产业发展的堵点问题，

进一步明确“支持做什么、怎么做”，大

力推动特色农林业、生态旅游、精品民

宿、森林康养、数字经济、科创智能等

业态发展，构建形成“1+N”的生态涵

养区适宜产业发展政策体系，推动生态

涵养区走出一条特色化、品牌化、差异

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近日，记者在“中国荔枝第一镇”——广

东省高州市根子镇的乡村看到，一簇簇饱满

的白糖罂荔枝挂满枝头。“80后”新农人、高州

市强牌果品有限公司（下称“强牌果品”）创始

人何以锋说：“荔枝园生产情况良好，荔枝冷

链运输、物流配送进展顺利，销售红火。”

从春到夏，从祖国大陆最南端的广东省

徐闻县一路向北，岭南四大佳果中的菠萝、荔

枝等渐次成熟。徐闻的菠萝、高州的荔枝、新

会的陈皮、梅县的金柚……这些区域特色显

著的农产品生产与品牌提升，得益于近年来

广 东 省 大 力 推 动 的 现 代 农 业 产 业 园 建 设

工程。

“百园强县、千亿兴农”是 2018 年广东现

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启动之初的宏大愿景。一

个产业园，就是一个地方农业特色产业的缩

影。通过挖潜力、补短板，现代农业产业园已

成为广东省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

乡村产业兴旺的龙头。

高州是广东最大的荔枝规模化种植基

地，被誉为“中国荔乡”。目前，高州荔枝种植

面积达 55万亩，2020年产量达 20万吨。高州

正加快打造荔枝“生产+加工+科技+品牌+

文旅+营销”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并以荔枝

现代农业产业园为核心，为当地荔枝从业企

业、农户带来商机。

“百园强县、千亿兴农”也是一张广东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的美好蓝图，绘

制这张蓝图的正是来自全省的强大合力：各级政府、金融机构、涉农企业、农

户等共同参与。产业兴旺尤其离不开资金保障，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等

金融机构为乡村产业发展、全省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构筑了重要基底支撑。

广东农行把支持现代农业产业园发展作为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主抓

手，与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签订支持产业园建设合作协议，安排信贷资金 500

亿元。该行紧扣广东“一县一园、一镇一业、一村一品”发展规划，按照“一县

一产业园一服务方案”的思路，为每个省级产业园“量身定制”差异化金融服

务方案，实行“一园一团队”对接。

回想起创业过程，何以锋说，荔枝上市时间集中、保鲜期短、季节性强，

伴随电商销量、生产规模的扩大，强牌果品的资金需求愈发强烈。然而，无

法提供有效抵押和担保，让他无法在荔枝收获前通过贷款的方式备足所需

资金。2018年，农行广东分行茂名高州支行为当地种植户、企业制定快速、

简便、优惠的信贷方案，广东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则推出“荔枝担”

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服务，两者共同联手，让强牌果品于2018年3月获得98

万元的信贷支持。仅在数月后，强牌果品又申请获得期限为 3年的 100万元

贷款。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农行广东分行已向高州荔枝产业园 332户

荔枝农企、农户提供金融服务，贷款余额达1.53亿元。

高州荔枝是金融“活水”育出岭南“佳果”的一个缩影。截至 5 月末，农

行广东分行县域贷款、涉农贷款余额双双突破 3000 亿元，县域贷款增量在

全省金融同业保持第一。

广东把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牛鼻子”，做大

做强区域特色农产品。截至目前，全省已创建 14个国家级、161个省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主要农业县实现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全覆盖，形成国家级、省

级、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梯次发展“百园争色”的格局。

6 月 22 日，江西省黎川县的江西丽影毛毯有限公司员工正在赶制

订单产品。今年以来，黎川县聚焦企业招工难、物流成本高等问题，利

用各种惠企资金，深入推进“降成本、优环境”专项行动，让辖区企业“轻

装上阵”，实现产销两旺。 王武辉摄（中经视觉）

助企“轻装上阵”

朔 州 老 城 始 建 于 秦

汉，扩建于北齐，重修于

元 明 ， 是 山 西 省 现 存 较

早、残垣保存较完整的古

城 之 一 。 为 保 护 老 城 原

貌 ， 擦 亮 老 城 文 旅 名 片 ，

更好地展现和提升老城历

史、人文和商业价值，朔

州市朔城区今年正式启动

文德门、镇塞门、武定门的建设修复工程。

朔州老城棚户区位于老城东北角，是城门修复拆

迁工程的一部分。近日在拆迁现场，记者看到大型机

械正在有序地清运垃圾，为下一步老城环城马道建设

以及三大城门修复做准备。老城棚户区总占地面积 2.2

万平方米，于今年 2月开始改造升级，主要涉及 128户

居民、67 处居民院落，其中就有陈和一家。陈和告诉

记者，虽然在这里已经住了很多年，但听到拆迁改造

的消息后，还是主动带头拆迁。陈和说：“城市的改

造和环境的美化，对我们居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情。等城墙建起来，城门修好了，会有更多人来我们

的老城游玩。”

道路干净了，设施完善了，在城市改造过程中，修复

保护文物的同时也唤醒了城市记忆，让市民感受到朔州

的文化底蕴，增强了幸福感。市民林玉梅告诉记者：“老

城改造展现了我们的历史文化，看着古老风格的街道，

感觉非常好。”目前，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院落征收拆

迁工作进展顺利。朔城区南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

记、主任王小伟表示，已经完成 24 处商铺的征拆，下一

步将全力配合，保障修复工程顺利推进。

据了解，朔州老城三大城门修复工程中，北门镇

塞门总投资 4587万元，预计明年年底完工；东门文德

门总投资 4993万元，初步设计完成批复，具备招标条

件，已申报政府债券专项资金；西门武定门总投资

4106 万元，初步设计完成批复，今年年底前办理相关

手续，计划明年开工。同时，东门、北门瓮城可行性

研究报告已批复，计划总投资 6735万元，正在编制初

步设计，预计今年7月底完成招标。

此次朔州老城的城门修复改造不仅是文物保护工

程，也是城市景观工程，有助于当地打造“一城一园

一山一泉”的旅游品牌。依托老城景区，朔城区将申

报建设 5A级崇福文化园，把崇福寺、文昌阁、鄯阳书

院、文庙等景点有机串联，延伸境内各个古迹遗存，

把美景串成线扩成面，小景成大景，做好文化挖掘、

丰富和提升文章，盘活具有塞上特色的文旅资源，为

老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北京北京推动生态涵养区走特色化推动生态涵养区走特色化、、品牌化品牌化、、差异化差异化高质量发展之路高质量发展之路——

涵养生态有奔头涵养生态有奔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韩秉志韩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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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金叵罗农场的有机菜园金叵罗农场的有机菜园、、果园等果园等，，给游客提供了新鲜的农事体验给游客提供了新鲜的农事体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韩秉志韩秉志摄摄

图图②② 金叵罗村樱桃采摘园内挂满枝头的樱桃金叵罗村樱桃采摘园内挂满枝头的樱桃。。 张张 凯凯摄摄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公布的《“十四五”文化

和旅游发展规划》，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体

系、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方面，为相关产业

发展谋篇布局。以此为契机，如何进一步深挖

城市特色、推进文旅融合、助力城市发展？一些

城市通过对胡同、巷子的治理和开发，推动其与

文旅产业发展相结合，呈现出不少亮点。

大问题的答案，往往藏在小细节中。胡同、

巷子承载了岁月里长久积淀的人文风情与历史

记忆，传递着城市民生、文化、商业等方面发展

的信号。与商业街区、名胜古迹和公共展馆不

同，这里是居民日常的生活空间，也承担着旅游

和消费场景的作用。无论是北京的胡同、上海

的弄堂，还是成都的“宽窄巷子”，推进与之相关

的文旅产业发展，既是城市治理细致入微的体

现，也有助于持续释放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和

商业价值。

如北京“胡同游”，已形成以城市古旧街巷

为主要载体，结合“京味儿”文化，向游客提供

“吃、住、行、游、购、娱”等综合文旅服务的商业

业态，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同时，针对节假日客

流易拥堵、文化特色深挖不足、居民生活屡遭侵

扰、商户商品“千巷一面”等问题，北京已推行

《胡同游服务规范》等相关规定，在加强统筹规划、提升服务品质、规范

品牌管理等方面立下规矩。

解决相关问题还需聚焦于“人”。具体而言，发展文旅产业要适应

游客需求，也要关注当地居民的感受。城市在吸引游客的同时，必须

持续提升文旅产业运营能力和服务水平，加强城市配套服务功能，使

游客能玩得更深、体验更好。此外，需在城市治理方面下功夫，让身在

胡同、巷子的居民乐享其中，既获利又获益，破除“扰民”的烦恼，兼顾

“民生温度”和“文旅热度”。

“老胡同”中见未来。在游览方式上，除了电子导游线上讲解、品

牌化规范运营的三轮车客运等体验项目，还要让“胡同游”在云端完善

线上文化游览体验、客流预约管理平台等公共服务。从文化角度看，

深挖每个胡同、巷子中不同时代的人文故事，利用中国传统美学与新

时代艺术创作体系让四合院、胡同民居与时代脉搏同频，也不可或

缺。此外，也可在商业层面打造属于每座城市胡同、巷子独有的商业

品牌和“自有 IP”，引入短视频媒介、国潮商户等吸引青年消费群体的

推广方式。种种创新模式如何在胡同、巷子落地生根，在未来开花结

果，还需相关部门、企业与当地居民携手，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

将“胡同游”等文旅项目作为面向更多海外游客、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和

时代风貌的重要窗口是大势所趋。各个城市需继续把握“文旅”与“商

业”的平衡点，找准“传承”与“创新”的突破口，由此吸引更多海外游

客，从线上线下体验“胡同游”、深入“城市游”，继而爱上“中国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