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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资源丰富

“三关锁钥，冀中机枢，序春秋乃肇五代，轮
日月而越千年”——霸州历史悠久，始建于五代
时期，名取“雄霸天下”之意。

屏拱京都，翼张津卫。霸州北距首都北京 80
公里，东临海港城市天津70公里，京九铁路、津霸
铁路、津保高铁、津保高速、大广高速、廊沧高速
及国道112线、106线贯穿全境，是华北地区重要
的交通枢纽。

久远的人文历史，使得多种文化在这里交融
衍生，造就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全市拥有茗汤温
泉度假村、胜芳古镇、华夏民间收藏馆、李少春纪
念馆4家国家3A级以上旅游景区。

龙泉禅寺、大悲禅寺、中华戏曲大观园、牤牛
河历史文化公园、生态公园、范家坊工笔画院、荣
高棠陈列展⋯⋯除了 A 级景区，十几处旅游景点
也各具特色。

“泡温泉、看大戏、赏丹青、品收藏”“游古镇、
逛花灯、购家具、享美食”——着力打造霸州旅游
品牌，霸州推出了“养生温泉游”“休闲采摘游”“古
镇文化游”等一批深受游客青睐的精品线路，在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拥有较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每逢周末，都有大批游客涌入霸州茗汤温泉
度假村，在温润的泉水中享受休闲时光。茗汤温
泉为国家 4A 级景区，现有 108 个分体温泉池，包
括 6000 平方米的室内椰树热带风情温泉区及
30000 平方米的室外露天温泉区，洋溢着浓郁的
热带风情。温泉井出水口温度约 60℃，属碳酸氢
钠泉，素有“神仙水”“天然美人汤”之称。

霸州地热资源丰富，地热面积达 500 多平方
公里，热水储量 220 亿立方米，水质呈弱碱型、清
澈无味，经检验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成
分，如锌、碘、砩、偏硅酸、偏硼酸等，以茗汤温泉
度假村及国际温泉公园为代表的温泉旅游业不
断发展壮大，已成为环渤海、环京津著名的温泉
旅游区。2007 年，霸州被中国矿业联合会正式命
名为全国第8个“中国温泉之乡”。

建筑面积 38887 平方米的华夏民间收藏馆，
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是全国最大的县级博物
馆。其中，霸州历史博物馆以时间脉络为主轴，立
体展现霸州地区的发展史和独特的人文魅力，霸
州民俗风情馆多角度、全方位展示了霸州的风土
人情、生活习俗及改革开放以来霸州所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中国自行车博物馆收藏20个不同国
家、不同年代的自行车500余辆⋯⋯

“南有苏杭，北有胜芳”。相传乾隆皇帝曾微服
私访，在胜芳留下了“胜水荷香，万世流芳”的名
句。胜芳古镇现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2015年11
月入选河北省省级乡村旅游示范点，其非物质文

化遗产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胜芳建筑有“三宗
宝”：“戏楼、牌坊、文昌阁”，另有保存完好的张家
大院、王家大院和杨家大院等清代住宅。

依托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霸州还着力打
造形象鲜明、风貌独特、吸引力大、竞争力强的乡
村旅游产业。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多个具有一
定规模，集采摘、餐饮、体验、娱乐于一体的农业
旅游示范点，包括竹海仙庄、百枣生态园、紫苑生
态园等。2008 年以来，霸州各乡村旅游点累计接
待游客 40 多万人次，霸州独特的农村自然风光、
人文遗迹、民俗风情和农业生产环境成为吸引京
津都市群体及周边居民的重要因素。

文旅结合，生态助力

没有文化体验，缺少文化元素，旅游便失去
了灵魂，霸州旅游恰恰实现了两者的有机结合。

霸州文化底蕴深厚，民间拥有 78 道花会，
460 多个民间文艺社团，280 多项非物质文化遗
产，包含了戏剧、曲艺、民间艺术、传统手工技艺、
传统体育竞技、民俗等十余个类别，其中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4 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3
项，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活动。

每逢元宵佳节，胜芳古镇的男女老少都会挤
上街头，赏花会、看花灯。这保存完好的古老民俗
不仅是胜芳人的文化大餐，也吸引了京津冀及周
边大量旅客前来体验。

胜芳元宵灯会历史悠久，2008年入选第二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花灯展及花会巡
演两部分组成。

“人手一灯，万人万灯”。胜芳花灯始于明中
叶，鼎盛于清末民初，拥有 100 多种花灯。胜芳花
会出现于宋末元初，兴盛时有“七十二道会”之
说，现存花会 40 余档，涉及武术、音乐、戏曲、舞

蹈、杂技等多种艺术形式，是胜芳独特民俗的珍
贵历史遗存。

从2006年起，霸州举办“月月唱大戏”这一品
牌文化活动，每月28日都在李少春大剧院举办一
场高水准的戏曲演出，吸引了京津冀及全国众多
一线戏曲院团和一流戏曲名家来霸州登台献艺。
此外，周末小剧场、农民文艺汇演、彩色周末、书画
艺术展卖等诸多文化活动也有声有色、好评如潮。

李少春纪念馆是国家 3A 级景区，是集“名人
纪念、艺术研究、旅游休闲”等为一体的文化旅游
景区。展厅通过一大批珍贵的图片、音像资料和实
物，展现了李少春一生的主要艺术成就和社会活
动；古典小戏楼用花梨木实木雕刻、沥粉贴金，拥
有国内一流的音响和灯光设施，是戏曲研究、演出
实践以及休闲娱乐的绝佳场所。截至目前，李少春
大剧院共举办大戏演出 150 余场，到场观看演出
人数达16.5万人次，数十家知名院团到此演出。

2018年以来，霸州按照“转型升级是基础，生
态修复是关键，文化再造是归宿”的工作思路，大
力发展生态旅游，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建成与雄
安零梯度对接、无差异连贯的万亩秀林，“田园牧
歌”“陌樱园”“荷香林韵”“古韵叠翠”等一批有层
次、有色彩、有厚度的“千年秀林”，串联起一条数
十公里的生态旅游景观带。

此次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共分三个阶段
开展，前期预热阶段共有霸州第二届乡村旅游创
客大赛、河北省直老年书画作品巡展暨瓷板画收
藏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天赋
国香书画展等 11 项预热活动。会中还推出 7 个观
摩项目，包括牤牛河历史文化公园、霸州规划馆、
海润俱乐部、霸州都市食品展示馆、云谷科技电
子有限公司、华夏民间收藏馆和李少春纪念馆，
各具特色、业态互补、特色鲜明，代表了霸州全域
旅游发展的新格局。 （徐巍）

大 美 霸 州 八 月 绽 放
首届霸州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即将启帷

“ 游 禅 寺 ， 浴 汤
泉，休闲雅尚；赋诗
词，调弦管，野趣新
风⋯⋯”

水乡古韵，大美霸
州。地处冀中平原东部
的 霸 州 市 ， 位 于 京 、
津、雄安新区“黄金三
角”中心，素有“京津
后花园”的美誉。

在这里，传统文化
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
经济长足发展，社会不
断进步，活力四射、机
遇叠加。尤其近年来，
霸州市旅游业呈现出较
快的增长态势，2018
年，全市累计接待游客
463.08 万人次，同比
增长 32%；旅游总收
入 32.84 亿 元 ， 同 比
增长26%。

8 月 27 日 至 28
日，由霸州市委、霸州
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首届
霸州市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大会即将启帷。大会
以“生态·文化·创
新·共享”为主题，充
分体现了霸州以发展全
域旅游为方向，以文化
旅游资源为载体，着力
推动霸州旅游实现创新
发展、绿色发展、高质
量发展的办会宗旨。

大美霸州，八月倾
情绽放。

霸州牤牛河历史文化公园霸州牤牛河历史文化公园。。

胜芳古镇胜芳古镇。。

游客体验素有游客体验素有““天然美人汤天然美人汤””之称的霸州温泉之称的霸州温泉。。古镇胜芳元宵节传统花会表演古镇胜芳元宵节传统花会表演。。 胜芳端午文化节胜芳端午文化节““龙舟赛龙舟赛”。”。

品 牌 源 自 水 清 土 沃
——绿色发展让滦南县柏各庄大米走向高端

柏各庄镇地处唐山市滦南县南部沿海，与曹妃甸区接壤，面积 80 平方公里，人口 4.7 万，是著

名的三米之乡。以绿色食品著称的柏各庄大米久享盛名，声耀四方，被誉为餐桌上的精美食品。

柏各庄大米以颗粒匀净、富有粘性、

糯软香喷、适口性强、营养丰富为人们普

遍喜食，堪与天津小站大米所媲美。生产

的大米蒸煮时饭香四溢，饭粒结构紧密、

富有粘性、油量；入口后滑爽、糯软香

喷、口感细腻、软硬适中，有自然稻香之

味，产品销往京津冀鲁闽等地，深受消费

者青睐。

柏各庄大米“香飘四海”，得益于独

一无二的气候与环境。柏各庄地区属东部

季风区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大陆性季风特

征显著，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热同

季，年均气温 11℃，年平均降水量 636

毫米，全年无霜期平均188天，适宜种植

水稻，此为“天时”；特殊的退海地理环

境，使得柏各庄一带土质黏重，土壤矿化

物质含量高，加之天然的滦河水灌溉，可

以说水清土沃，此为“地利”。天时地利

之下，柏各庄生产出的大米具有独特优

势，口感品相上佳，其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含量也较高，含有人体所需的氨基酸、脂

肪酸及矿物质。

作为北方稻米名镇，柏各庄规模化种

植水稻始于上世纪 50 年代。1950 年，华

北行政委员会开始着手引用滦河水垦殖荒

滩的准备工作。1955 年底，经国家计

委、建委批准，河北省政府决定在滦县南

部沿海地区建立国营“柏各庄农场”。自

此，柏各庄也启动了水稻规模化种植的进

程，经历了从小到大、从缺乏经验到影响

区域种植技术普及的过程。多年的种植史

使得柏各庄大米形成了独特的品质和口

感，是著名的冀东“三米”之一。

柏各庄大米物美质优，颇受消费者欢
迎。但随着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柏各
庄大米的品质曾经有所下降。还原柏各庄
大米的原生态、老味道，成为镇党委、镇
政府一直以来的孜孜追求。顺应绿色发
展、生态环保的大势，柏各庄镇坚决贯彻
滦南县委、县政府“生态立县”发展战

略，按照培育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
农业、品牌农业的要求，多措并举开展绿
色种植，不断提升大米产品品质。一是改
良土壤。积极探索蚯蚓肥改良土壤，使域
内土壤质地更加适合于水稻种植。二是清
洁水源。引天然、清澈、温度适宜的滦河
水作为水稻种植的基本水源，杜绝了死

水、污水、井水种植等不清洁、不适宜水
源种植方式。三是共生种植。大面积推广
水稻与鱼、鸭、蟹、虾共生种植，这种生
态栽培模式在水田构成了共生系统。在共
生种植的环境内，鱼、鸭、蟹、虾能清除
田中的杂草，吃掉害虫，排泄物可以肥
田，促进水稻生长；而水稻又为鱼、鸭、

蟹、虾的生长提供丰富的天然饵料和良好
的栖息条件，互惠互利，形成良性的生态
循环。四是优化肥料。利用滦南是全国农
业大县和奶牛、生猪养殖大县的优势，把
没有农药残留的牛粪、猪粪、秸秆等制成
有机肥，有效规避了大量使用化肥的现
象。五是减少农药。尝试无人机喷洒、人
工放生青蛙捕虫、使用杀虫灯等方式降低
农药的使用，实现生态防治、控制虫害。
绿色种植模式不仅还原了柏各庄大米的传
统味道，也有效改变了区域生态环境，实
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互惠共进。

域内自成体系，整体良性循环，追求
高端品质，持续健康发展，是柏各庄大米
久盛不衰的体制机制保障。

增容扩量推进了柏各庄大米生产规模
化。柏各庄大米地域保护范围包括柏各庄
镇 45 个村，东到南解庄子、南到张崔各
庄、西到小双坨、北到王沟府，保护面积
11.94 万亩，常年种植水稻面积 8 万亩，年
产稻米 5.6 万吨。再加上周边与之土壤气候
条件相近的胡各庄镇、南堡镇、东黄坨镇
以及唐山市曹妃甸区、丰南区、乐亭县，
柏各庄大米种植区域大、范围广，目前冀
东地区水稻种植面积在 60 万亩左右，成为
柏各庄大米稳定的供应源。相对集中的规
模化种植，赢得国家财力与政策的大力支
持，并受到国内外客商的长期青睐。

延伸链条推进了柏各庄大米产业化。
柏各庄镇以建设高标准农业科技示范园区
为载体，以农业合作社建设为依托，不断
拉长产业链条，注重在产品深加工上做文
章，走出了一条集约化、产业化发展道
路，提升了柏各庄大米的附加值和美誉
度。全镇水稻种植面积被规划为粮食生产
功能区，协会内华圃、滦柏、五赢、中

天、柏祥、森合等多家水稻种植专业合作
社采取“地标产品+合作社+种植户”的经
营模式，实现了统一优良品种、统一时间
播种、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技术指导、
统一肥水管理“五个统一”管理模式。如
今，柏各庄镇已成立种植面积超过 2 万亩，
集育苗、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为一
体的现代化有机农业科技公司。具有代表
性的河北尚墨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从 2015 年
起全面调整结构，建立从育秧、种植、加
工到销售的全有机产业链条，并通过现代
化管理精心培育出万亩绿色良田。尚墨农
业生产的绿色大米179项指标经权威机构检
测全部符合国家标准，成为高端有机农产
品品牌。产业化的发展模式，不仅做实了
柏各庄大米生产程序的每一个节点，还把
大量劳动力吸附在产业链条上，同时也降
低了产业本身的对外依赖度。

科技创新推进了柏各庄大米高端化。
镇党委、镇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依靠
域内力量和外部力量提升自主研发能力，
不断推出具有创新活力和竞争能力的新技
术、新品种、新模式，扭转了水稻种植和
大米生产外来品种当家、自主创新乏力的

现象，有力提升了稻米市场竞争力。聘请
全国人大代表、植保专家、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研究员张玉江，河北省滨海稻作研
究所突出贡献专家、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
的研究员张启星等长期给予技术指导。镇
里还组织技术力量自繁自育种子，并请中
科院专家进行种子提纯工作，在源头保证
稻米的纯正。开启“地理标志产品+龙头企
业+农户”的产业帮扶模式，通过合作社为
农户提供生产资料、技术服务，很好地带
动农民就业增收，有效推动龙头企业与专
业合作社和农户合作建立利益联结机制，
带动区域农业生产标准化、规模化、集约
化发展，提升产业综合效益。华圃水稻种
植示范园成为镇内优质水稻种植技术的集
散地，为农民提供产供销服务。同时，优
化种植结构，大力推广普及水稻新品种、
新技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农业供
给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效益。柏各庄大
米 70 多 年 的 生 产 经 营 史 ， 经 历 了 一 个

“V”型品质变化过程，即走过粗放型生产
经营时期大米品质降低的过程之后，又回
到大米品质不断上升的通道。

提升标准推进了柏各庄大米品牌化。

立足基本镇情镇力，顺应农业发展态势，
努力实现现代农业品牌化。一是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兴建旱能供水、涝能蓄水，具
有一定吞吐能力的“海绵”式水利工程，
解决区域性供水能力不足问题，提高水利
设施内存和循环利用能力，涵养修复生态
环境，保证长期稳定供应的清洁水源。二
是加强产业标准建设。全面提升水稻生产
标准，初步形成“有标可依、按标生产、
凭标流通”的发展格局。三是加强特色品
牌建设。品牌带龙头，龙头带农户，建立
起完善的以知名农产品品牌为引领、以区
域性农产品品牌为支撑、以地方农产品品
牌为主体的品牌体系，使柏各庄大米做成
全省、全国知名的农业板块经济。目前，

“柏玉稻花香”“柏玉冀香粳 1 号”“尚墨
香念米”“康站稻”等知名品牌已闻名遐
迩。“柏玉”“滦玉”牌柏各庄大米作为滦
南特产在历届唐山市农展会和河北省农展
会上亮相，并被评为“唐山市特色农产
品”“河北省名优农产品”称号。

2014年，“柏各庄大米”通过农业部农
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成为滦南县唯一通过
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的产品，填补了滦南
县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的空白。2019 年成
功申报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项目，该
镇将以此为契机，全力把“柏各庄大米”
打造成绿色农业发展的示范样板。

（赵辉）

自然之绿——

天时地利成就了

柏各庄大米的芳名
生态之绿——绿色种植提升了柏各庄大米的品质

机制之绿——体系建设是柏各庄大米品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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