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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 北 崛 起 绿 色 发 展 新 高 地
仲 夏 时 节 ，来 到 位 于 天

津市宁河区的七里海湿地，

万鸟翔集、麋鹿奔腾、苇海涤

荡。作为全球三大古海岸湿

地之一、中国唯一的国家级

古海岸自然保护区，七里海

湿地被誉为“京津绿肺”。近

年来，宁河区通过苇海修复、

生 物 链 恢 复 与 构 建 等“ 十 大 工

程”，重塑生物多样性，推动“农文体

商旅”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

高质量发展之路。

宁河区委书记白凤祥说，七里海湿地是

重要的生态资源、文化资源和发展资源，是

立区之本，也是宁河抓发展、惠民生的重要

保障。要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让

生态价值更多地变成经济价值，这是宁河生

态与产业“双向奔赴”的发展方向。

绘就生态富农新画卷

走进宁河区岳龙镇红瑶甘薯种植基地，

连片的薯田一望无际。“这种甘薯甜度高，富

含黄酮类物质，有着独特的营养价值和保健

功效。”岳龙镇党委书记薄立江说。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岳龙镇年

产优质红瑶甘薯 9000 万斤，产值突破 1.9 亿

元，全镇农业总产值达到 3.91 亿元，21 个村

中有 14 个村经营收入逾 100 万元。今年出

口红瑶甘薯 78 吨，实现从“卖原料”到“塑品

牌”的跨越式发展。

红瑶甘薯的品牌化发展是宁河区“生

态+农业+商业”融合发展的缩影。近年来，

宁河区依托七里海湿地“金字招牌”探索联

合国“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赋能农业生产

模式，发展稻蟹混养、林下养殖等业态，创新

推出“津沽七里海”系列品牌，统一标准、统

一认证、统一标识，让农产品从“论斤卖”向

“论个卖”转变，打造了一批市场认可度高、

竞争力强的产品。

在七里海河蟹家系选育基地的稻田里，

只见几只青背白肚的河蟹在稻丛间穿行。

宁河区农业农村委主任任绍辉说：“生态种

养是宁河区走生态路、吃生态饭的标志。我

们以‘生态+科技’赋能七里海河蟹产业发

展，在 2024 中国品牌价值评价榜单中，七里

海河蟹品牌价值从去年的 3.32 亿元增加至

今年的 5.18 亿元。”

为延伸产业链条，七里海河蟹与天津农

学院、天津科技大学食品学院开展深度技术

合作，围绕七里海河蟹研发出熟醉蟹、蟹黄

酱、河蟹面等一系列特色产品，迅速打开市

场，七里海河蟹品牌化发展不断提速。

“生态+农业”的立体模式颠覆了传统

农业生产，2024 年，宁河区粮食总产量达到

35.5 万吨，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

排名天津市第一位，岳龙红瑶甘薯喜获中国

国际农产品交易会“最受欢迎产品奖”，“津

沽七里海”品牌销售收入突破 2.5 亿元，全区

农业总产值超 80 亿元。

宁河米仓，美食天堂，这是生态的馈赠，

更是“生态+农业”绘就的绿富同兴图景。

擦亮文旅融合新名片

田园赏花、民宿休闲、农耕研学⋯⋯眼

下，乡村旅游备受青睐。今年以来，宁河区

打造了一批景区景点，形成集生态观光、文

化体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文旅产业集群。

作为全国首例室内外 MR（混合现实技

术）大空间沉浸式生态科普研学教育基地，

今年 5 月开放的七里海生态教育中心已经

成为宁河文旅的新地标。这里将 MR 技术

巧妙地与科普教育相融合，让游客身临其境

感受古海岸的沧桑变迁，成为亲子游、研学

游的热门目的地。

“七里海数字博物馆提供了‘可触、可

感、可交互’的沉浸式观览博物馆体验，也为

生 态 研 学 教 育 注 入 了 新 活 力 。

同时，中心还推出了游船、垂钓、

餐饮等项目，将打造成为集生态

研学、科技体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

文旅地标。”天津宁投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运营部经理刘天宇说。

“来咯，新出锅的肉焖米饭！”走进历史

悠久的芦台大集，众多游客聚集在锅阵旁，

排队等候宁河美食出锅。今年以来，宁河区

将百姓大舞台、非遗文创市集等搬上大集，

划出非遗展示、特色小吃、民生服务等功能

区，满足游客购物、观演、逛吃、打卡等需求，

每逢开集日均吸引游客 8 万余人次。芦台

大集夜市结合各种文艺演出，延长消费链

条，成为农文商旅有机联动的缩影。这座曾

见证宁河商贸往来的传统集市，如今通过场

景再造、业态创新和文化赋能，实现了从“商

贸据点”到“文化磁场”的转型。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暮色降

临，七里海镇正信捌零年代民宿里传来阵阵

怀旧旋律。该民宿利用闲置农房改造而成，

四处“淘”来的 20 世纪 80 年代“老物件”随处

可见，从复古的家具到充满年代感的装饰，

每逢节假日“一房难求”。

“过去，村里只有零散农家乐，如今，特

色民宿能留住游客住下来体验各种宁河美

食。今年以来，宁河区推进建设‘七里海乡

村旅游重点片区’，乡村文旅的吸引力不断

增强。”宁河区文旅局局长张雪海说。

目前，宁河区已建成开放 30 余处农文

旅点位，打造了“春江花月宴”“仲夏夜之恋”

“稻香话丰年”“奇妙冰雪缘”四季旅游场景，

2024 年全年累计接待游客 300 万人次，比上

年翻了一番，相关综合收入突破 1 亿元，“生

态立区”的路径越走越宽。

“发展文旅产业应以文化为基底，下一

步，我们要在高端化、品质化上发力，按照

‘潮白新河红色游’‘老城乡非遗游’‘七里海

湿地生态游’‘低空经济研学游’的布局，串

点成线、连线成面，让百姓从文旅融合中获

益。”张雪海说。

闯出消费升级新赛道

宁河不仅是生态宜居的家园，更是“体

育之乡”“冠军摇篮”。近年来，宁河区充分

发挥体育资源优势，在七里海湿地周边举办

了一系列国际级、国家级赛事活动，将体育

与生态、文旅深度融合，实现了赛事“流量”

向经济“增量”的转化。

第三届七里海半程马拉松无疑是今年

宁河体育赛事的一张名片。4 月 20 日，这场

由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 A1 类赛事吸引了来

自 10 个国家和地区的 1.5 万名跑者。选手

们沿着串联七里海湿地、永定新河等生态地

标的赛道奔跑，沿途不仅能欣赏湿地风光，

还能感受空竹、腰鼓、飞镲等民俗表演带来

的文化氛围。

赛事配套活动同样精彩，为期 3 天的马

拉松博览会首次与百年芦台大集联动，吸引

近 5 万名跑者及亲友团参与，比赛现场消费

额逾 45 万元，更通过“赛事+住宿+景区”联

票模式带动形成文旅消费热潮，让生态流量

转化为经济增量。

除了马拉松赛事，宁河还举办了第 15

届全运会群众轮滑比赛、绿跑中国全民健康

大赛等赛事。今年，宁河持续拓展“生态+

赛事”路径，自 5 月中旬起，陆续承办了 2025

“足球小将”精英邀请赛、足球嘉年华系列活

动。围绕发展格斗搏击业态，宁河区引进总

投资 20 亿元的战觉城综合体育产业园，致

力于打造北方格斗赛事高地。

“这些赛事是体育竞技的舞台，更是展

示‘水香宁河’的重要平台。我们要加速推

进‘场、赛、训、产’全要素融合，走出‘市场化、

社会化、品牌化、持久化、融合化’的体育产

业发展之路。”宁河区体育局局长王学彬说。

“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参加各种体育赛

事，周末还能带孩子体验生态科普研学。我

们开起了民宿，生活越过越有滋味。”宁河区

七里海镇居民王艳的生活变化，折射出“农

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给百姓带来的实惠。

如今的宁河，“农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

格局已初步形成，生态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发

展势能。站在新的起点，宁河区不断探索融

合发展的新模式，建立“农文体商旅”融合发

展机制，发布相关政策措施，通过产业链的交

叉、渗透、延伸、重组，建设特色鲜明的文化旅

游消费目的地，提速乡村全面振兴步伐。

七里烟波浩渺处，生态明珠正以璀璨光

芒 ，照 亮 宁 河 区“ 农 文 体 商 旅 ”融 合 发 展

之路。

创新文旅体验破解审美疲劳

徐莹波

暑期到来，各地文旅市场热度

节节攀升，文旅企业力争在激烈的

流量争夺战中脱颖而出。但部分

旅游目的地和企业在产品开发上

创新乏力，商业开发过度，陷入盲

目跟风、复制的怪圈，同质化问题

越 发 严 重 地 制 约 着 行 业 健 康 发

展。古镇景区千篇一律的白墙黛

瓦、雷同的商铺业态，主题公园缺

乏文化内涵和新颖项目，不仅让游

客产生审美疲劳，更使得文旅市场

难以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阻碍了

行业高质量发展。

文旅产业是拉动消费的重点

产业，只有推动地方文旅市场“长

红”，才能促进消费持续增长。其

核心在于精准满足游客的多元化

需求。以桂林为例，自 2021 年起，

桂林以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为契

机，通过实施“文化润景”“景区焕

新”等工程，推动业态升级。当地

深化文旅与百业融合，在部分景区

打造数字化沉浸式体验项目，举办

桂林艺术节及各类美食节、户外运

动节等，让“跟着演出去旅行”“跟

着赛事去旅行”“寻味美食去旅行”

成为旅游新潮流。

要提升游客体验感，旅游产业

必须加快创新步伐，推出个性化产

品，构建传统与现代交融、短期与

长期互补、大众与小众并存的全新

旅游市场格局。在传统景区转型

升级方面，应积极融入科技与文化

元素，增设互动性、体验性项目，发

展工业旅游、研学旅游、体育旅游

等新兴业态，拓展旅游产业边界。

如 深 圳 欢 乐 谷 以“ 动 感 、时 尚 、欢

乐、梦幻”的品牌形象，推出众多刺

激好玩的游乐设施，让游客体验风

驰电掣的快感；湖北襄阳古隆中景

区以“遇见诸葛亮”为主题，通过实

景演艺、互动游戏和文创美食，让三国文化焕发新生。

同时，越来越多的景区推出“一票游多日”等创新举措，如庐

山景区凭核心景区门票七日内可游览多个景区，水乡周庄推出

一次购票终身免费入园，为游客提供更灵活的游玩选择。“一票

游多日”让游客不仅可以沉浸式体验，也带动了周边区域餐饮、

住宿、文创产品等二次消费。

旅游服务质量也是广大游客关注的“痛点”问题。各地要持

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优化交通网络，完善景区餐饮、住宿、

购物等配套设施；强化旅游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借助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服务质量；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宰

客、虚假宣传等不良行为，营造安全、放心的旅游消费环境。

从北国冰雪到南疆椰风，从西部大漠到江南水乡，我国各地

旅游资源各具特色。各地需深入挖掘本土自然与文化资源，在

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开发，打造具有国际辨识度的旅游品牌，书写

“诗和远方”的新篇章，让中国文旅业绽放更加夺目的光彩。

广东中山抢抓“大桥经济”机遇
本报记者 郑 杨

从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新区远眺深中通道，繁

忙的跨海交通大动脉上车流如织，如长虹般飞架

珠江口东西两岸。最新数据显示，深中通道通车

一周年，总车流量达 3155 万辆次，日均 8.64 万辆

次，约占珠江口日过江总车流量的五分之一。这

个连通深圳前海合作区、中山翠亨新区、广州南沙

新区的“超级工程”，开启了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

展新篇章。

30 分钟，深中通。目前，深中公交累计发送旅

客超 300 万人次，形成深中“无感跨市”通勤圈；货

物运输时长减少约 1 个小时，每单运输成本降低

20%；在翠亨新区马鞍岛海边，“深中通道日出观赏

点”成为网红打卡点⋯⋯

借助持续释放的“大桥经济”效应，中山市近

年来重塑发展优势，打造投资兴业沃土。6 月 30

日举办的 2025 中山招商推介大会，吸引了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 多名客商参会，198 个项目

签约，意向投资金额超千亿元。而此前 2023 年、

2024 年举办的招商大会已连续两年签约落地项目

投资额超千亿元，2023 年招商项目动工率超 90%，

2024 年项目动工率近 70%。

全球项目何以扎堆落地中山？吸引力来自硬

联通带来的区位优势，更源于深中一体化加速推

进形成的软实力。今年 4 月，从中山走向世界的制

鞋巨头华利集团的总部项目在中山火炬高新区动

工，将带动上下游客户落户聚集。“21 年前，我怀揣

梦想从台湾来到中山火炬高新区，从一家小代工

厂起步，如今成长为行业全球标杆企业。”华利集

团董事长张聪渊说，选择中山，就是选择与大湾区

机遇同行。深中通道使中山从传统的珠三角西岸

节点城市，跃升为大湾区几何中心的关键枢纽。

中山正建设广东省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改革

创新实验区，这里有实打实的成本优势，更有重情

重义的营商文化。

为接住深中通道带来的“泼天流量”，向全球

释放“投资中山、共享机遇”的“磁力场”，中山全方

位加速接轨深圳，驱动两地迈向“同城化”。前不

久，30 名外国领事官员、商协会代表走进中山交流

洽谈、共谋合作。中山市委书记郭文海在活动中

表示，一年来，中山深入推进深中规划、营商环境、

产业、交通、创新、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六个一体

化”，在推动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上走在前、

作表率。随着新中山客运口岸通航、南中城际等

加快建设，“海陆空铁”立体交通网进一步完善。

中山近年来通过“工改”拆除整理低效工业用地近

5 万亩，加快打造国家级、省级制造业“2+8”产业平

台，做大做强制造业产业支柱。

与深圳趋同的营商环境，为中山带来“海纳百

川客自来”的投资兴业吸引力。自 2021 年以来，中

山每年至少两次高规格召开全市企业家座谈会，

寻找亟待完善的营商环境短板；出台《中山市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全面清理制约高质量发展的超 60

项政策；深化项目审批提速改革，10 亿元以上项目

得以快审快批⋯⋯目前，“深中通办”事项已增至

735 项；开设“深中办事专窗”，同城化办理深圳和中

山缴存职工购房提取等 20多项事项；“一网速达”服

务企业所需，实现在中山生活创业“无感迁移”。

“放心来、安心落”的营商口碑成为金字招牌，

中山不仅吸引了一大批优质项目落户，还打动了

许多从中山走出去的企业：以欧普照明等为代表

的从中山走向世界的企业，再次回到家乡投资建

厂；以明阳集团等为代表的本土龙头企业，不断增

资扩产。“政府服务周到，办事效率极高。”新落户

中山的深圳长微科技半导体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俊

杰表示，因看好中山的营商环境，公司加速布局半

导体产业，落地在中山火炬高新区的工厂预计一

年半即可投产。

与深圳产业共链、创新协同，更让中山得以拓

宽高端产业“朋友圈”。中山作为制造名城，拥有

38 个国家级产业基地、18 个省级科技专业镇、3 个

千亿元级产业集群以及 8 个百亿元级产业集群。

随着“深圳总部+中山基地”“深圳研发+中山转化”

“深圳链主+中山配套”等模式不断结出硕果，“深

圳大脑”不断赋能“中山制造”。“非常认可‘深圳创

新+中山制造’模式。中山正积极打造半导体产业

链集群，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随着中

山与深圳产业协同更加紧密，公司将借此东风加

速发展。”吴俊杰说。

翠亨新区作为承接深圳资源的前沿地区，一

年来不断深化与深圳的产业联动，并将产业合作

“朋友圈”向全国拓展。中关村产业研究院创始合

伙人、副院长杨洋表示，翠亨新区作为深中通道的

“桥头堡”，以科创为引领，已吸引一批行业龙头企

业以及科创新锐进驻。未来，研究院将与翠亨新

区在更多领域探索合作。

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得好，是中山抢抓“大

桥经济”机遇、面向全球招商的底气所在。今年

招商推介会签约的 198 个项目中，制造业项目占

比近八成，以低空经济、储能、光电光学等先进制

造业为主。中山市副市长周作德表示，中山将在

产业和创新、外资引进等方面打出真金白银政策

组合拳，诚邀全球各地企业家前来投资兴业、创

新创业。本版编辑 韦佳玥 美 编 倪梦婷

□ 本报记者 周 琳

近日，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朝霞辉映，气韵万千。集装箱船在泊位上进行装

卸作业，一派繁忙景象。 韩加君摄（中经视觉）

66 月月 3030 日日，，深中通道迎来了通车一周年深中通道迎来了通车一周年。。 缪晓剑缪晓剑摄摄

上图上图 20252025 天津宁河七天津宁河七

里海半程马拉松赛事现场里海半程马拉松赛事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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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右图 位于天津市宁河位于天津市宁河

区的七里海湿地区的七里海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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