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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乡 融 合 该 怎 么“ 融 ”
——天津市西青区推进乡村振兴调查

本报记者 商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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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住 乡 村 的 根 与 魂
在乡村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因地制宜，打

造各具特色的乡村风貌，保护和传承好地域文

化、乡土文化，留住乡村的根与魂，避免千村一

面现象。

如今，在村容建设、乡村发展等诸多方面

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千村一面现象。如有的村

镇在缺乏前期调研和系统规划情况下“跟风”

建设，导致村容呈现设计同质化、片面“景观

化”倾向；有的村镇在乡村发展模式确定前，缺

乏实地考察和科学测算，盲目上“农家乐+采

摘+土特产”等“常见产品”；还有的村镇在乡

村文明治理上从众心态较重，忽视本土文化风

俗的扬弃与传承，将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内涵冲

淡，移植来的“文化新苗”也没栽活长好。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我国各具特

色的资源禀赋与风土人情是千金难买的宝贵

财富。乡村发展要根据乡村特点、立足自身特

色，实现产业、文化和生态的全面振兴。

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方面，乡村要认清自身

优势，科学把握差异性，注重本地自然禀赋的挖

掘与保护。比如，入选第 11 批全国“一村一品”

（中药材）示范村镇的云南省双柏县爱尼山乡，

即是深入挖掘当地资源禀赋建设

而成，昔日的“深山旮旯”

成功变身特色鲜明的花果山和药材山。

在保护地方文化资源基础上建设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更能烘托出地方专属的独特韵味。不

少乡村有着特色鲜明的文化传承，充分挖掘地

域积淀的多元文化资源并加以保护利用，才能

构筑地区特色这一核心竞争力，增强旅游等产

业的吸引力，进而实现乡村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不仅要“绿”，更要注重保住乡村

个性，保留村庄的风貌、肌理。例如，山西的湘峪

古堡不是“平地起高楼”，而是经过大规模系统

修缮加固，让当地中空的古城墙、“双插花院”等

古建筑重焕新生，保护宝贵遗产的同时做足了

乡村特色，成功跻身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宜居宜业，方能和美。乡村振兴，实现路

径千条万条，既可以是“小桥、流水、人家”的乡

村旅游画卷，也可以是广袤无垠的高标准农田

建设，更可以有乡土气息浓郁的文创艺术。期

待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各村各镇姹紫嫣红、

百花齐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得到更好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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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一年，也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起步之年。
推动城郊农村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增强城乡经济联系正当其时。该如何推进农业现代
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发展，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地处京津冀腹地的天津市
西青区依托区位优势，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给出了自己的解法。

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困扰

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老问题。如何破解难题、如

何将短板变成机遇，是全国城郊农村实现乡村振

兴面临的新课题。地处“京津冀”1 小时都市圈

的天津市西青区，区位优势独特，城乡融合具有

广阔发展空间。近年来，西青区因地制宜聚焦重

点领域、集聚资源要素、动员社会力量，串点连

线、以线带面推进乡村振兴。在 2022 年国家乡

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上，西青区成为天津市唯

一入选区县。

立足区位优势

紧邻中心城区，高铁连接京津冀，地铁零距

离接驳，被誉为“百年枣乡”的西青区张家窝镇

就处在这样一个交会点。每天清晨，往来于城区

间的上班族步履匆匆进入地铁，开启一天的生

活。在他们眼中，张家窝交通便捷、生活成本低，

工作生活都是不错的选择。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大量资

金、项目、人才涌向张家窝。近 5 年来，当地新引

进各类项目 93 个；2022 年，张家窝镇户籍人口仅

5.1 万，但常住人口已超过 13 万，外来人口数量不

断增长。

从区位上说，近郊区县是城市发展的延伸，

是城市发展“神经末梢”，它拥有大量土地资源、

农村富余劳动力与低廉生产成本，成为项目、产

业、资本、人才聚集之地。从职能上看，近郊区县

拥有与城市相仿的管理服务体系，如医疗卫生资

源、街道社区化管理、教育资源等。与广大乡村

相比，这里优势满满，吸引了周边乡村居民前来

落户。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丛屹认为，“交通体系的

不断完善促进了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缩小了城

乡间、地区间差异，这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但张家窝与我国众多小镇一样，正处

于城镇化转型进程中，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

在与外来人口竞争中，本地村民缺乏劳动技能、

缺少资本，面临着生活水平低、就业难等诸多压

力。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未来如何让村民们享

受到协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红利？这是一个时代

命题”。

解锁发展难题，城乡融合是一把好用的钥

匙。可该怎么“融”？被确定为全国乡村治理示

范村的张家窝镇西闫庄村，为了深入推进乡村治

理工作，专程赴河北省正定县塔元庄村学习调

研。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西闫庄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理事长、党总支书记杨长庚告诉记者，“在塔

元庄，我们第一次接触‘半城郊’型经济。简单说，

城市需要啥，咱们就种啥；城市需要什么，咱们就

干什么；城市的需求变了，我们也就跟着变”。

因地制宜、因时而变，探索城乡融合、三产协

调发展，开启了西闫庄村乡村振兴的新探索。西

闫庄村成立的西闫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承担了

村集体经济发展职能。近年来，当地一直求新求

变，围绕城市需求做文章。

今年“五一”期间，张家窝镇山水兰韵生态庄

园正式营业。青青湖岸边，亲水平台上，一顶顶

帐篷星罗棋布。一家人围坐在帐篷下，一边看着

湖景林色，一边钓鱼、烧烤、采摘。这一帐篷露营

项目一经推出深受欢迎，“五一”期间，接待游客

1000 人次，营业收入 9 万元。“城市居民向往走出

城市亲近自然，露营成为市民休闲旅游的心仪之

选，也成为我们村的发展首选。”杨长庚说，他们

投资近百万元，将村里的废弃鱼塘改造成了新式

帐篷营地，实现了从传统种植、养殖业向文旅休

闲为一体的产业转变。

为围绕乡村资源实现多元化发展，村里还

专门成立了天津睿博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重点承接绿化工程、苗木花卉种植销售、城市

保洁服务等市政项目。在西青区大力支持下，

西闫庄村进一步发力，依托天津南站科技商务

区建设，出资参股北京经纬恒润科技公司项

目，将 200 多亩土地资源转化为金融资本，持

续扩大集体产业基本盘。如今，西闫庄村集体

经济收入增长到 820 万元；764 名村民人均年收

入增长到 4.5 万元。

城乡融合不但为西闫庄村带来了就业岗位，

村集体经济也在新型城镇化中找到了新空间、新

增量。城乡融合正成为村民增收、乡村发展的新

机遇。

围绕城区寻商机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发展

乡村产业，要立足特色资源、关注市场

需求，培育特色优势。城郊地

区“守着”中心城区这个大市

场，优势明显——近年来，都市农业在这里蓬勃

兴起。

在西青区辛口镇小沙窝村，都市农业已经成

为村民眼中的“香饽饽”，是农民增收致富的新

途径。

5 月份以来，小沙窝村一派忙碌，10 多名工

人在大棚里忙着开展沙窝萝卜的育种工作。“网

红”郭芝振也没闲着，每天利用直播教大家如何

育种。56 岁的郭芝振是小沙窝村村民，种植、销

售沙窝萝卜有 30 多年了，是全村最大的种植销

售户。平台数据显示，他的粉丝量从 2021 年 10

月份的 800 人，增长到如今的 10 万人。高峰时

期，郭芝振直播销售沙窝萝卜 14 小时成交 2135

单，销售额突破 10 万元。

“城市是最广阔的市场，饱含乡土气息的农

产品最受市民欢迎。但关键是要找到适合的销

售方式进入城市市场，获得消费者认可。”郭芝振

告诉记者，2000 年，市场主流消费人群还集中在

餐馆酒店，他以此为切入点，瞄准京津冀广阔市

场，开始免费赠送沙窝萝卜。脆甜可口的味道，

让三地消费者牢牢记住了沙窝萝卜品牌。依托

建立起来的品牌优势，郭芝振随后修建冷库、畅

通销售渠道，建立起销售网络，年销售额超过 30

万元。2021 年，郭芝振又将销售渠道转向了线

上，通过在线直播方式销售沙窝萝卜。

“时代在变，消费方式在变，消费者购买途径

也在变。新农人就是要跟上时代的脚步，用新方

式销售乡土产品。”郭芝振说，小沙窝村正在迈入

电商销售的新时代。村里“网红”销售人数超过

40 人，直播电商销售已成为全村最重要的销售

方式之一。如今，西青区沙窝萝卜种植面积达

6000 亩 ，年 产 量 3000 万 公 斤 ，销 售 收 入 达 1.2

亿元。

“目前，辛口镇已种植各种蔬菜达 40 余种，

面积达 6.3 万余亩，产量 28 万吨，成为津城‘菜篮

子’蔬菜保供基地之一。”辛口镇副镇长樊广宁告

诉记者，圆白菜、香菜、芹菜等近 20 种蔬菜正在

上市销售。

为提升农业产业结构，发展都市现代农业，

辛口镇以沙窝萝卜特色小镇建设为抓手，将沙窝

萝卜品牌资源及乡村休闲旅游资源系统整合，形

成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模式，并引入四季适应的

阳光棚、智能化田间管理系统等智能化种植模

式，让智慧农业走入田间地头，不断降低农业种

植成本。“通过引入规模化、智慧农业种植模式，

每亩地可节约 2 人至 3 人、年节约成本近 1.5 万

元。”郭芝振说。

辛口镇沙窝萝卜的成功，让西青区其他乡镇

看到了新市场。通过持续对现代农业、设施农业

扩面提质，西青区围绕小站稻、沙窝萝卜打造了

两条农业全产业链，并进一步部署创新链、完善

资金链，促进“三链协同”，加快全区乡村产业转

型升级。

乡镇工业区绿色转型

夏日里的王稳庄稻田，风光正好。谁能想

到，5 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污水横流的乡镇工业

区。随着城镇化建设加快，不少城乡接合部建设

了大量工厂、园区，城郊农民纷纷放

弃传统农业耕作，进入工厂打工，加剧了耕地闲

置撂荒等现象。粮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该如

何“切实稳定和提高主销区粮食自给率”，大力发

展城郊型农业？

王稳庄镇位于西青区东南部，曾以“钉子小

镇”闻名。上世纪 90 年代，当地主要从事铸造加

工、金属制品生产，鼎盛时期有制钉企业上千家，

年 产 值 超 过 50 亿 元 ，占 全 国 市 场 份 额 的 40%

以上。

王稳庄镇二侯庄村村民李之阳在 2000 年创

办了两个钉子厂。李之阳说，当时全镇 15 个村

都开办了作坊式小工厂。由于门槛低、工艺粗、

无序发展，村里的钉子厂越开越多，二侯庄村口

捉鱼捞虾的小河沟由绿变红。钉子厂排放的污

水让河道两岸挂满了铁锈，刺鼻的味道、弥漫的

粉尘在空气中飘荡。村民们看到家乡变成这样，

都很难受。

乡村要振兴，环境是底色。昔日的钉子小

镇，如今路在何方？在王稳庄镇镇长杨洋看来，

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城郊地区发展高

效农业具有优势。近郊农民更倾向到农业企业

打工，且具有一定知识，对于操作机械、接受新技

术能力较强。同时，城郊农民家庭具有一定经济

基础，更敢于参与大棚种植、智能化农业项目。

此外，通过土地流转，近郊更容易实施规模化种

植，能够实现企业与农民双赢。

行驶在王稳庄镇中盛路两侧，只见一排排稻

青苗茁壮成长。中化现代农业公司正在实验“稻

麦轮茬”种植技术，利用冬春耕限制期种植小麦，

让农民的钱袋子再鼓一鼓。在不远处的观景台

上，一批游客正眺望千亩稻田青葱景色，不时用

手机记录美好瞬间——高效农业、观光农业已成

为王稳庄镇的主导产业。

王稳庄镇用 3 年时间关停了 15 个村组成的

工业集聚区，取缔了近 800 家“散乱污”企业，完

成了“散乱污”企业治理；建立起生态养殖循环模

式，绿化造林超 3 万亩，大力提升人居环境⋯⋯

如今，2.6 万亩优质水稻种植基地和 4000 亩无人

农场小站稻种植示范项目、智能化农业应用示范

园区，陆续在王稳庄镇建成投产。当地还联合中

化农业、国家粳稻中心一起打造生态智慧农业，

重振天津小站稻。

“2018 年落户王稳庄镇时，我们是在沼泽盐

碱地上建设种植田，很多田块受到影响。我们通

过秸秆还田等措施持续改善土壤结构，解决了土

与水的问题，如今建成近 2 万亩高标准农田。”中

化农业天津中心生产部经理代仁强告诉记者。

一条中盛路见证 5 年变迁：5 年前，道路西面都是

沼泽盐碱地；5 年间，中化农业逐步建成近 2 万亩

高标准农田，水稻亩产从 800 斤逐步增长到 1100

斤。目前，中化农业还在积极造种、试种小站稻

“天隆优 619”。它以独特口感、粒形偏长而受青

睐，市场价格每斤近 6 元，种植面积已超千亩，正

销往全国各地。

“在城乡接合部，发展都市农业、休闲农业，

确实有优势。”国家粳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果

转化处副处长何广生说，该如何把优势转化为农

业的吸引力？关键还是要建立市场机制，让村民

种稻不愁卖，有保障、收益更高，这就需要产业链

的力量。

何广生所在的国家粳稻中心育繁种基地位

于王稳庄镇，拥有研发和生产基地约 3500 亩，高

标准种质资源库约 600 平方米，现代化育秧温室

30 栋。在国家粳稻中心支持下，王稳庄镇 5 年来

建立起一条从种业育秧、推广种植到加工仓储的

水稻产业链。

“试验室应用单体育秧、分子育秧技术，能

培育出更耐盐碱、抗倒伏品种，并缩短试种时

间，降低研发成本。我们研发完成的天隆 717

种 子 ， 正 在 区 域 示 范 田 试 种 。 与 天 隆 619 相

比，天隆优 717 米脂相同、产量更高，亩产增

加约百斤，预计 2025 年推广种植。”何广生告

诉记者。

如今的王稳庄镇，产业链齐全：益海嘉里负

责稻米加工销售仓储、中化农业开展智慧化种

植、国家粳稻中心推广育种，一条农业产业链清

晰可见。

从昔日钉子小镇到如今的城市粮仓，从网红

产品到新思维新市场，西青区在城郊乡村发展方

面不断探索，“围绕实施乡村振兴全面推进行动，

西青区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要明确施工

图、路线图，落实重点任务。目前，18 个方面 143

项工作任务逐步落实到位。”西青区委书记朱财

斌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