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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产融合促发展  三产融合促发展
休闲园里话振兴休闲园里话振兴

主持人：云岗街道辖区

航天科研院所众多，在深化

央地共建、合作发展方面取

得了哪些成效？

付 国 锎 ：近 年 来，云

岗街道不断加强与地区单

位共建，落实“全面对接、

资 源 共 享、深 度 合 作、共

建云岗”的要求，持续深化

“六共”机制，合作发展取

得成效。

比如，在党 建 工作方

面，创新 开展央 企党组织

和在职党员“双报到”，动

员退休党员组成“五老”顾

问组，在党员教育、志愿服

务、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

在推动地区 发展方面，依

托各 链 长单位优势，做 大

做强航天高精尖产业，促

进 氢液化等 项目落地。共

同推 进街区 规 划编制，以

地铁一号线支线等重大项

目为契 机，与航天三院共

同推进云岗站城一体化规

划建设。在环境治理方面，

整 合辖区空间资源，打造

北区体育场周边等多处公共绿色休闲空间，实

施“金角银边”工程，建设航天特色文化街区，

提升辖区环境品质。

主持人：云岗街道提出建设“产城融合、宜

居宜业生态航天城”的计划，您能向我们具体介

绍一下吗？

付国锎：云岗是因为航天事业而形成的街

道。建设生态航天城是以服务保障航天事业

发展为核心，立足丰台河西生态科技城功能定

位，落实“倍增追赶、合作发展”要求，充分发

挥地区科技、生态、文化等资源优势，携手地区

单位，提升地区综合承载能力，推动产城融合，

彰显航天特色，践行生态文明，共建宜居宜业

的美好家园。

云岗生态航天城，强化规划引领，完善街

区功能，全力打造“两区、一带、双中心”的城

市空间布局，构建实施“1+2+3”产业体系。力争

到2035年，将云岗地区建设成为彰显新发展

理念的生态航天城，成为有影响力的航天产

业集中承载地、航天人才发展聚集地、航天文

化弘扬传承地、生态文明示范代表地。

主持人：刚提到，云岗街道结合街区规划编

制，提出“两区、一带、双中心”的城市空间布局，

您可以具体和我们说一说吗？

付国锎：提出“两区、一带、双中心”的城

市空间优化布局，旨在以空间优化实现功能优

化，以城市更新带动产业焕新。

“两区”指的是高质量更新云岗主街区，

高标准建设云岗新区。云岗主街区是2021年行

政区划调整之前的老云岗地区，是航天院所

集中聚集区、航天产业关键承载区、航天职工

家属主要生活区。云岗新区是新划入的地区，

目前正以棚改实施全力推进新区开发建设，建

设高品质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为壮大航天航

空产业、补足公共服务短板提供了新空间、新

动能和新机遇。

“一带”指的是“两区”中间集中连片规

划的生态休闲活力带，整合利用公园、绿地、

林地、耕地等生态资源，为群众提供一个集生

态、休闲、科普和文旅于一体的好去处。

“双中心”指的是以地铁一号线支线建

设为契机，打造云岗站和后吕村站两个地区交

通枢纽中心和活力中心。

主 持人：云岗街道聚焦服务 航天院所发

展，构建和实施“1+2+3”产业发展体系，推动地

区高质量发展，具体包括哪些内容？

付国锎：围绕区里“2+4+6”产业体系，我

们提出“1+2+3”产业规划，“1”是指全力保障地

区航天院所发展，做大做强“航天航空”主导

产业，拓展“航天+”产业链。“2”是指发展壮大

“智能制造、数字经济”2个特色产业。依托航

天院所在无人装备、增材制造、智能机器人等

领域的发展优势，在智能制造、数字经济两个

特色产业上强链建圈。“3”是指培育布局“综合

能源管理、新材料、都市智慧农业”3个新兴产

业。通过“1+2+3”产业构建，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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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增追赶、合作发展”·一把手访谈

（上接01版）

编者按：近年来，丰台区持续围绕农村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完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村地区管、农村集体经

济发展、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农民增收等体制机制。推动了我区乡村振兴事业蓬勃发展，持续增加农民幸福感、获得感。我区

农村地区也不断通过自身努力，积极探索找出了符合本地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新方向。

2023年为进一步发挥典型引领作用，丰台区农业农村局梳理选取一系列丰台区农村地区发展改革典型案例，让广大农村

干部群众学习借鉴他们的好经验、好做法，营造关注农村改革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推进乡村振兴的良好氛围，下面向大家分

享王佐镇怪村典型案例—《三产融合促发展  休闲园里话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 许杨 陈亮）丰台区的怪村风

景优美，依山傍水，原名怪草村，传说因村里生长着

奇怪的海草而得名。位于王佐镇西南部，东靠牤牛

河，西邻崇青水库，面积5.5平方公里，近年来怪村积

极整合土地资源，发展休闲农业和特色种植业，实

现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特色改

革发展道路，翻开了怪村乡村振兴发展的新篇章。

整合土地资源 打造都市农业体验园

2001年经丰台区政府批准，怪村、刘太庄、张

各庄三个自然村合并为怪村中心村，人口、土地

资源实现了初步整合，为怪村的快速发展奠定了

基础。2004年为扩大经营规模，实现统一高效发

展，村集体和具有承包地的农民，本着自愿原则，

将承包地流转到村集体进行统一经营管理，农民

按照协议确定相关收益。这一举措不仅提高了农

用地收益，还解决了农村土地细碎化、无人耕种

等多种问题。每亩农用地对外租金提高了26倍，

极大地推进了怪村农业发展迈向规模化、现代

化，增加了农民收入，同时也有了进一步发展的

机遇。

近年来，怪村打造农耕文化助力乡村休闲旅

游创业项目，涵盖特色产品种植、农事体验活动、

农产品营销活动，依托本村基本农田进行特色种

植，大力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2016年，北京

丰台区首个家庭式农场怪村都市农业体验园开

园，陆续建设了农事体验区、花海观赏区和小动

物园区三部分。并依照季节对200亩地进行功能

打造，利用冬春地闲种植油菜花，夏季种植向日

葵、玉米，不仅能营造特色景观，还可以把成熟

结籽的油菜花植株直接埋在土壤里，作为土地的

天然优质肥料，向日葵籽榨油送给村民，让村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园区自开业以来，30

多名本地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同时，举办了开

耕节、“怪村油菜花海节” 、“怪村向阳花海节”、

“怪村玉米采摘节”、“星空音乐节”等等，持续发

展景观农业、农事体验、林下经济，集观光、休闲、

旅游农业为一体。弘扬传承农耕文化，普及农耕

知识，发展特色观光农业，凸显村域特色。2021年

怪村充分利用现代自身农业优势，开展多样化的

招商引资，与企业合作高品质农业种植项目“天

恒农场”，进行有机农产品种植、销售。2023年1-3

季度怪村休闲农业收入299万元，接待6万人次。

提升村容村貌 发掘太平鼓文化

园区的建立，在带来休闲农业的基础上，也

大大提升了怪村村容村貌。通过村、镇两级合理

规 划，创建了怪村 村民 文化生活广场—太平

广场(又称太平鼓文化园），为村民的休闲娱乐开

发了新的场地，传承和发展怪村太平鼓文化。怪

村太平鼓文化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2008年

“怪村太平鼓”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2012年初步建立

太平鼓区、镇、村三级非遗传承与保护体系，共

同深入挖掘怪村太平鼓的文化历史底蕴，探讨

并实施怪村太平鼓产业化发展路径，经过探索

和实践，研发了一系列新颖可爱、以太平鼓为主

题的鼓面图案，扇子、钥匙链、冰箱贴等实用型

周边产品。为太平鼓注入了新的生命与活力，让

非遗走进千家万户，融入百姓生活。同时，开展太

平鼓培训班，2015年与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丰台实验学校启动了怪村太平鼓进校园项目，在

学校内建立太平鼓社团，从娃娃开始，传承与保

护怪村太平鼓文化，让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薪火相传。

开展研学实践 形成特色学农教育

2019年怪村推进农文融合发展，着手打造社

会实践大课堂工作，利用丰台区世界种子大会品

种展示基地成功培育了北京市农业教育科普基

地。并与北京市几十所中小学校合作，为中小学

生提供专业的科普讲解服务、自然农耕教育等全

方位课外互动体验活动，让师生体验“春种一粒

粟，秋收万颗子”农业劳作体验，发扬劳动最光荣

的精神。

未来，怪村将继续发掘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

新方法、新路径。坚持改革发展方向，走出一条属

于自己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本 报 讯（记 者  赵 智 和  张 馨 予）惊 艳 京西

南的稻田画谢幕，反季节新鲜蔬菜登台。12月18

日，记者走进位于王佐镇佃起村金岗盛兴度假

庄园，只见外面银装素裹，棚内春意盎然，仿佛

冬天和春 天同在。绿油油的黄 瓜、红彤彤的草

莓、水灵灵的萝卜、粉嘟嘟的西红柿……生机勃

勃、春色满园，在寒冷的冬天丰富了周边百姓的

餐桌。

“ 这 是 我 们 新 引 进 的 西 红 柿 品 种 叫‘千

禧’，里面的果肉是沙瓤的，像水果一样。这种西

红柿生长速度快、长势旺盛，无论口感、外观还

是营养价值都要优于普通西红柿，除了‘千禧’，

我们还有‘苹果青’，都不错。”负责暖棚管理的

边女士随手掰开 一个西红柿向记者介绍。“皮

薄、汁多、味甜，口感不错，是儿时的味道。”记

者品尝了一个感觉味道确实不错。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棚内种 植的有黄瓜、

西红柿、草莓、茄子、萝卜、紫叶生菜等十几种，

目前，黄瓜、西红柿、草莓等已经上市。“这里一

共有10个暖棚，每个棚的出菜量都在5000斤左

右，我们设置了3个销售点，市民群众也可以过

来采摘。”金岗盛兴度假庄园负责人梁立柱说。

记者来到外面，只见原先的稻田画已经不

在了，放眼望去白茫茫一片。“没想到佃起的稻

田画如此受欢 迎，2023年，来金岗盛兴度假 庄

园观赏稻田画的市民朋友在两万余人次。2024

年，我们要在这里种植二月兰和四种颜色的油

菜花，想方设法把金岗盛兴度假庄园打造成服

务村民、服务首都市民朋友们的好去处。”梁立

柱说。记者了解到，今年水稻产量8万余斤，收获

稻田鱼、稻田蟹3000多斤。

据了解，佃起村由佃起、岗洼和水牛坊三个

自然村组成。佃起村种植水稻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清代晚期，水牛坊村就是因为饲养 耕种稻田

的水牛而得名。岗洼村地势低洼，一到雨季就积

水，水资源丰富，40 多年前这里全是 成 片的稻

田，村里的老人非常怀念种水稻的那段历史，如

今，佃起村留住了乡愁，还探索出一条既能为村

民带来红利又能为市民朋友服务之路。

棚内的“生机盎然”丰富了百姓餐桌棚内的“生机盎然”丰富了百姓餐桌

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暖棚中收获的蔬菜。 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暖棚中收获的蔬菜。 赵智和 摄赵智和 摄

佃起村

怪村

游客在怪村油菜花海中游玩。游客在怪村油菜花海中游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