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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津 蓟 州 特 色 民 宿 引 客 来
背靠京津位置好，风光秀丽生态美，历

史文化底蕴深厚，这是天津蓟州文旅的三大

优势。多年来，蓟州区围绕“两山”转化闯新

路，发挥生态资源优势，赋能产业发展，走出

了一条生态富农、乡村振兴新路。

蓟州区委书记贺亦农表示，有着历史文

化名城称号的蓟州，将成为文化传承发展重

要节点和特色集聚区。通过文化赋能旅游、

艺术体育点亮乡村，将突出品质提升、文化

赋能，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幸福产

业、民生产业。

民宿升级

蓟州区西井峪村被游客称为“石头村”。

北京游客耿浩喜欢这里的落日，“夕阳余晖

下，喝着奶茶眺望绵延的群山，很安静很美”。

在游客眼中，“石头村”很特别。西井峪

村民宿风格迥异，由页岩、白云岩等石头垒

砌或装饰，民宿院落私密、风格不同、步步皆

景。这里还有咖啡、酒吧、理疗馆等特色小

店超 20 家，配套设施齐全。

西井峪村委会主任周维东说：“传统农家

院虽然价格便宜，但设施差、服务能力有限，

更没有文化赋能，难以吸引游客。因此，我们

村瞄准精品打造民宿，目前村年旅游收入达

3500万元，年接待游客50万人次。”

西井峪村的经验得到快速推广。蓟州

区在实施乡村旅游提升改造新三年行动中，

提出“高端精品化、中端舒适化、低端规范

化”目标，2024 年新建精品民宿 100 多户，总

量已超 400 户。

蓟州区文旅局党委委员、二级调研员李

淑伶说，为夯实旅游服务质量，蓟州区重新修

订了农家院、民宿管理办法和等级评定标准，

重点完善行业从业规范。2024 年，累计举办

旅游大讲堂5期，培训人员达2000多人次。

在蓟州区下营镇东部的郭家沟村，依山

傍水、古香古色的民宿和景区建筑透出历史

的美感。近些年，随着村里民宿规模不断扩

大，郭家沟景区开始着手进行全方位升级。

目标是以山谷田园综合体为核心，打造成京

津冀城市旅游微度假样板。天津郭家沟旅游

开发集团总经理陶建说：“中国农业银行天津

蓟州支行经过多渠道沟通，为郭家沟秘境风

谷光影乐园项目发放购置与更新改造贴息涉

农贷款2000万元，正是有了这笔资金，我们才

敢放开手脚发展郭家沟乡村旅游产业。”

中国农业银行天津蓟州支行副行长杨

帆表示，该行依托“农家乐”特色贷款产品，

为急需资金的农户提供信贷支持，实现由单

一的食宿提供到多元化、个性化、贴心化精

品民宿服务的转变。截至 2024 年 12 月，该

行实现累计支持农家院贷款客户近 600 户，

投放金额超过 6 亿元，有效促进农民增收，

带动蓟州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产业联动

2024 年，蓟州区官庄镇西大佛塔村迎

来丰收年，70 万斤西大佛油桃销售一空，销

售收入约 300 万元。这样的好销路，都要从

村里建起民宿度假区——溪云渡说起。

2014 年，作为蓟州区招商引资项目，北

京迈弗森文化传播公司在官庄镇开始打造

溪云渡度假区。2024 年，27 所特色民宿陆

续建成运营，接待游客超 2 万人次。每到周

末，来自京津的汽车就会停满停车场，游客

们纷纷拎着行李走进期盼已久的小院。

“溪云渡民宿主打温馨私密、交通便利，

并配套了酒吧、私汤温泉、室外烧烤等娱乐

设施，很受京津两地游客喜欢。”云渡（天津）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海兴说。

引入民宿企业是变量，产业融合则释放

致富增量。55 岁的西大佛塔村村民周学军

结束了外出打工，回到度假区上班。“我家宅

基地流转给公司，每年租金收入 2 万元。我

还在度假区打工，每月工资 5000 多元，现在

年收入约 8 万元了。”目前，度假区已吸纳约

10 名村民就业，都是与公司签订宅基地流

转协议的农户。

兴建民宿，油桃种植户们更欢迎。“油桃

是村里主要农产品，全村 80%的农户都在种

油桃。民宿建成以后，京津两地游客特别

多，最喜欢村里种的油桃。现在，种植户不

用出村就能卖完油桃，而且价格还能达到三

四元一斤，收入比以前增加不少。”西大佛塔

村村委刘建民说，度假区还与村委会签订协

议，将每年利润的 10%分红给村委会，支持

村集体经济发展。

乡村振兴要助农增收，让农民过上好日

子。蓟州区在发展民宿产业的同时，也在推

动产业融合，实现乡村旅游全链条发展。数

据显示，蓟州区乡村旅游直接从业人员已超

1.2 万人，带动农民就业 6 万人，受益人口 18

万人，实现直接收入达到 11 亿元。

引客入蓟

在蓟州区东后子峪村，崭新的春山里社

区犹如山谷小镇，不仅建有成片的民宿住宅

和完备的商业化设施，而且还有夹染坊、陶

器车间等非遗体验项目镶嵌其中。然而，谁

又能想到，春山里社区是在一座开山炸石、

无序采矿的矿坑中建设而成的。

李淑伶说，为修复矿山创口、改善生态

环境，蓟州区引进社会资本参与修复，推动

废弃矿坑生态价值转化，春山里项目正是蓟

州区引进的矿山治理修复项目。2021 年年

底，东后子峪矿区矿山治理工程竣工，完成

山体危岩体削方约 170 万立方米，矿坑回填

约 168 万立方米，绿化栽植苗木约 1 万株。

蓟州区推动环境建设与乡村旅游一体

发展、互促共进，先后创建中国美丽田园、最

美休闲乡村 12 个。比如，位于天台山车神

架风景区内的峡谷就实现了“脱胎换骨”。

自 2023 年起，该景区开始开发峡谷漂流，是

天津市唯一的峡谷自然景观漂流项目。中

国农业银行天津蓟州支行机构部经理梁旭

说，该行在得知天台山车神架风景区漂流项

目开发时间短、存在着资金周转难题时，主

动联系项目负责人，为企业发放短期流动资

金贷款 290 万元用于日常业务经营。目前，

该景区已经成功运营 1 年多，为当地农文旅

融合发展和拉动就业带来不错的示范效应。

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市分行乡村振兴部

副总经理徐晖表示，将继续主动融入天津

市乡村全面振兴推进行动，全力服务统筹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为天津市农

文旅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注入更多“金

融活水”。

此外，蓟州区还挖掘冰雪资源，激发冬

季旅游消费活力。蓟州区副区长朱静奇表

示，发挥冰雪资源优势，蓟州区推出 4 大板

块，打造 9 大场景，举办 20 余项活动。蓟洲

国际、盘山、玉龙三大滑雪场增加了新赛道

和新设备，围绕冰雪赛事等内容，推出雪上

运动会、滑雪冬令营等系列活动。

李淑伶说，北京客源市场不断攀升，外

省市客源占比达到 52.7%。蓟州区将继续

面向北京市场做好服务，实现“引客入蓟”。

蓟州将在北京开展京津冀文旅蓟州专场活

动、举办“畅游京津冀 共赴山水情”京津冀

房车巡游、“平蓟三兴”和美乡村篮球赛等

活动。

□ 本报记者 商 瑞

内蒙古牙克石探索冰雪经济新业态
本报记者 吴 浩

玉树琼枝，银装素裹，纯净辽远⋯⋯近年来，

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依托冰雪资源优势，开启

“冷资源”转化为“热产业”的生动实践。2024 年，

牙克石市共接待国内外旅游者 286.62 万人次，同

比增长 39.66%；旅游业总收入 35.57 亿元，同比增

长 22.66%。

牙克石市位于呼伦贝尔市中部、大兴安岭腹地，

有着“岭上林都”的美誉。牙克石市挖掘冰雪资源优

势，升级完善基础设施，开展冰雪赛事、冰雪旅游、汽

车测试等活动，不断做强冰雪经济、做大冰雪产业，

推动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历经近 20年的发展，牙克石市成功举办呼伦贝

尔冰雪日系列活动和国际滑雪邀请赛、反季节滑雪

赛、全国越野滑雪冠军赛、全国冬季两项锦标赛等

国际国内大型赛事 40余次，打造了一系列独具特色

的冰雪旅游产品和线路，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体

验。冰雪旅游+运动、冰雪旅游+研学、冰雪旅游+

亲子、冰雪旅游+美食、冰雪旅游+试乘试驾等新业

态，释放出强大的带动效应，有力带动住宿业、服务

业、餐饮业等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如今，冰雪产业

正成为牙克石市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富民强市的

支柱产业。

去年年底开始的牙克石市 2024—2025 年度寒

地汽车测试季，引发广泛关注。牙克石市特殊的地

理位置和冬季的严寒气候，为汽车测试提供了天然

的理想场地。牙克石市依托“国家高寒机动车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不断完善冬季汽车测试标准体系，

引领寒地汽车测试产业健康发展，成为试车首选之

地。同时，推进全民试乘试驾项目，打造“冰雪文

旅+寒地测试”新业态，延展冰雪产业链条。目前，

牙克石市已承办 6 届 CCPC 中国量产车性能大赛

（高寒站），成为全国汽车冬季试乘试驾目的地。

牙克石市不断拓展冬季汽车测试品牌影响力，

相继引入德国博世集团、瑞典埃特姆公司、天津中

汽研中心、冰峰汽车营地等龙头企业，涉及燃油车、

电动车、商务车、卡车、智能网联车等十几种类别的

测试业务，累计测试车辆超过 2.5 万台次，接待客户

27 万余人，接待车企 1200 余家，实现收入近 10 亿

元。近年来，牙克石市冬季汽车测试产业迅猛发

展，全国市场占有率从不到 10%增长到近 40%。

牙克石市文体旅游广电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将加强与周边资源联动，推陈出新探索特色项目，

打造“冰雪文旅+寒地测试”等新业态，让每一位游

客都能享受到冬季旅游的美好体验，使牙克石冬

季旅游“热起来”“火起来”。

本版编辑 周颖一 美 编 高 妍

运营下乡开发农村多元价值

付

伟

在乡村振兴的新阶段，随着数

字经济、乡村文创等新业态兴起，

对产业运营提出了新的要求。越

来越多的专业运营团队来到乡村，

充分利用开发各类资源，推动乡村

业态不断繁荣，乡村多元价值得以

展现。

传统的乡村产业主要靠农民就

地取材、因地制宜发展各类种植养

殖业、加工业，创业者和就业者大多

以本地农民为主。乡村新业态对从

业者的运营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经营方式。以乡

村文旅产业为例，需要专业运营人

才对乡村自然、文化和历史资源进

行创造性转化和开发，运营团队要

具备私域流量和专业策划能力。

运营下乡是由大量的运营人才

和运营团队进入乡村推动的。他们

长期从事某一个细分领域，依托他

们的专业能力，乡村兴起了如咖啡

茶饮、各类研学、服装设计、艺术节、

民宿、数字文旅等新业态。运营下

乡是外来人才和本地资源互相促进

融合的过程，大多业态均与乡村的

自然风物或民俗文化相关，实现了

对这些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此外，运营下乡也发挥了对

周边村民的带动作用，尤其是很多

返乡青年纷纷加入直播、电商、文创

等相关产业。

很多地方开始探索专业团队与

乡村合作共赢的路径，探索出乡村

整体运营的模式。河南光山县通过

引入文产特派员深入挖掘乡村亮

点，以文化创意为引擎，推动乡村整

体性创新发展。文产特派员模式的

核心在于“文化赋能”，即通过文化

的力量来激发乡村的内在潜力，并将其转化为可市场化的文化

产品。浙江海宁以 18 万元年薪面向全国公开招聘 4 名农村职业

经理人，以实现对农村集体资产、资源、资金进行盘活、开发和利

用，通过项目运营管理，发展村级现代服务业、乡村旅游、休闲观

光、餐饮民宿、文化体验、健康养生等新型特色产业。海宁市花

漾村组建了农文旅抱团公司，吸引大量实操经验丰富的建设、运

营人才陪伴品牌成长，明晰了村集体、农户、相关部门等各自在

品牌打造中的主体责任，形成了权责、收益清晰划分的合作

模式。

运营下乡推动城乡关系进入新阶段。在广泛关注的资本下

乡过程中，大量的工商企业下乡，解决了乡村产业缺乏资金、技

术等问题，也实现了产业与市场的紧密对接。运营下乡更是将

乡村产业与城市的现代理念进行深度融合。无论是农产品电商

还是乡村文旅，都要求乡村运营深度理解都市的消费观念和生

活方式，推动了运营理念和产业发展不断现代化。当然，这种城

乡关系也不是单向的，因为乡村产业发展的过程，也是让城市消

费者能够深度感受乡村文化和价值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

运营下乡不仅仅是资本、技术、产业等外在要素的结合，更是城

乡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态的融合。

在传统产业发展过程中，乡村主要提供土地、劳动力或者初

级原材料，但运营下乡为乡村多元价值的开发提供了可能，尤其

是乡村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得到充分彰显。运营下

乡实现了更为综合的社会效应，尤其是在很多整村运营的模式

中，通过运营人才的专业打造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通过运营过

程中的社区营造、志愿活动等，重建了村庄合作网络和人际关

系。更为重要的是，运营下乡通过引入专业的运营团队和市场

化机制，将乡村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效益，实现了

“生态+经济”的双赢。

浙江新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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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山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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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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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景

春节一过，浙江省绍兴市新

昌县镜岭镇冷水村的俞军益一家

就收到了村里发的土地补贴，有

别于其他林地补贴，这份补贴里

还带着“阳光”股份。在冷水村、

殿前村的山坡上，苍翠的树木簇

拥着大片光伏板，这就是村民们

的“阳光钱袋子”。

新昌县多山林，由于山地不

方便耕种，村民也未多加管理，效

益低下。2023 年，当地政府、国

资企业子公司及供电公司三方开

展合作，以每亩 600 元的价格向

村集体租用山地并提供光伏分

红，租金部分返还给村民，部分纳

入村集体经济。

新昌县去年多晴少雨，光伏

整体收益喜人。“去年，冷水村光

伏项目共发电 944 万千瓦时，实

现营收 404 万余元。”新昌县工业

区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梁智义说。

每当阳光普照，光伏板就将

阳光转化为电能，源源不断为村

民们创造财富。以前无人问津的

荒山，如今变成了“聚宝盆”。对

于这一变化，村民们感慨万千。

近年来，光伏发电量不断增

加，自投运以来，仅冷水村、殿前

村的光伏发电量就已累计超过

1500 万 千 瓦 时 。 然 而 ，新 昌 县

“八山半水半分田”的地理属性

让这些清洁能源零散分布在各个乡村，乡

村的发用电量相较于城区、工业区则呈现

“供大于求”的现象。

为 了 更 灵 活 消 纳 这 些 富

余能源，国家电网绍兴供电公

司围绕新能源就地消纳最大

化原则，试点投用智能体，引

入人工智能思考决策，与电网

负荷预测、潮流推演相融合，

构建主配一体集群化智能自

治调控体系，通过自动适配电

网运行方式，实现区域电网新

能源就近消纳最大和负载均

衡最优。

“ 春 节 过 后 ，企 业 复 工 复

产 马 力 十 足 ，通 过 电 网 调 度

智能体研判光伏消纳通道方

案 ，计 算 输 出 电 网 运 行 方 式

调 整 策 略 ，该 区 域 的 光 伏 发

电量可以补充梅澄集群的企

业大规模生产用电。”国网新

昌县供电公司电力调度中心

主任陆献传说。

作为山区小县，新昌规上

工业企业达到 356 家，和美乡

村建成率达到 90%以上，虽是

工业强县却也是旅游城市，资

源合理开发利用是两者平衡

的关键。目前，新昌电网按照

地理区域、资源禀赋、用户用

电特性、电源分布和电网特点

等特征划分为七大集群，汇聚

各 集 群 内“ 源 、网 、荷 、储 ”资

源，实现区域电网资源群调群

控，打造“集群互动”全域智慧配电网，不断

提高配电网供电质量，让能源更好服务人

民的生活。

2 月 20 日 ，湖 南 省

永州市冷水滩区伊塘镇

蔬菜种植基地，村民在

采收胡萝卜。近年来，

当地积极调整农业产业

结构，大力发展玉米、胡

萝卜等特色农作物规模

化、标准化种植，提高土

地产出效益，促进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

雷中祥摄

（中经视觉）

冰雪爱好者们在天津市蓟州区蓟洲国际滑雪场体验冰雪运动。

蓟 宣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