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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子镇位于北京市密云区东北部，下辖 18个行政村，包括新城子村、曹家路村、

吉家营村等，这些村庄分布在山区，拥有丰富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在乡村振兴战

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新城子镇通过整合生态、农业与历史文化资源，构建了“以农促旅、

以旅兴农”的融合发展模式，探索出一条产村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

野以农促旅尧以旅兴农冶的
三大实践路径

一是推动农业种植从传统

方式向规模化与现代化转型。产

村协同，需要破解“地与业”的割

裂。新城子镇将土地流转作为破

题的关键，通过整合 18个村零
散的耕地，建成规模化苹果产业

园，形成蔡家甸-东沟苹果产业
带，建成巴各庄、蔡家甸、东沟 3
个标准化生产基地，培育新城子

云岫苹果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

体。同时，采用最新管理技术，

将套袋、贴字、有机肥料培育一

体化，实现苹果单果均重 250
克左右，年产量达到 300 万公
斤；科技赋能方面，依托“12396
科技服务热线”专家团队开展

技术培训，建立从种植到采收

全流程标准化管理体系，使果

品提质增量。新城子苹果的品

牌化战略成效显著，成为北京

奥运会选定产品和世界互联网

大会专供产品；当前，全镇正推

进“观光果园建设项目”，通过建

设采摘园、苹果文化主题园等，

为游客提供独一无二的“农业垣
旅游”体验感。

二是创新旅游业态结构、构

建复合型服务体系。新城子镇依

托珍稀古树资源建成“古树文

化+生态景观”的特色休闲旅游
廊道。全镇现存 16株古树名木，
其中一级古树 6株，含北京树龄
最长的“九搂十八杈”千年古侧

柏，二级古树 10 株，涵盖侧柏、

油松、国槐、流苏等珍稀树种。以

苏家峪村古流苏树为核心打造

的“流苏花间集”文化节庆活动，

通过工美集团专业设计的流苏

主题文创产品，涵盖食品、徽章、

集印册等，实现传统文化元素的

现代转化；通过“星级评定+特
色培育”双轨模式推动民宿产业

升级，形成差异化发展格局。新

城子镇已建成 5个星级民俗村，
包括遥桥峪、曹家路、花园、巴各

庄、太古石，登记民俗户 378 家，
客房 3733 间，床位 8807 个。打
造高端民宿 60 家，含院落 110
座，其中“山今宿”“陌上花开”连

续入选北京十大网红打卡地，

“归璞南山”获评北京市 5A级民
宿并参评国家级甲级民宿；通过

产业链延伸打造沉浸式体验模

式。民宿配套开发农产品展销、

田园摄影、山地骑行等衍生服

务，并且开发农耕体验项目，构

建“有机种植-生态采摘-在地
餐饮”的农旅融合产业链，实现

游客参与度与农产品附加值的

双重提升。

三是通过数字化手段推动

农旅经济的深度融合。新城子镇

充分利用物流电商平台，对镇域

及周边乡镇的特色农产品进行

品牌推广，拓宽销渠道助力农副

产品线上销售。此外，新城子镇

在快递单价、物流人员配置、物

流速度等方面予以政策支持，借

助快递企业大数据优势，探索建

立农业信息大数据模型。村民开

启直播带货模式，打破传统销售

模式，在直播间传播了新城子特

色文化，推广了特色农产品。同

时，利用旅游业态数字化，激活

“以旅兴农”动能。村民们直接将

民宿“上链接”，游客通过直播间

就可以提前拍下自己心仪的民

宿，享受优惠的同时提升了服务

效率。新城子镇推出了“古树新

城”文旅服务小程序。小程序整

合了镇域最新旅游资讯、景区介

绍、民宿简介、特色农产推荐等

全方位信息，为游客提供了一键

导航、在线咨询、活动打卡等便

捷的旅游服务。

农旅融合下
乡村治理新成效

一是构建了从“单向管理”

到“多元共治”的治理机制。新城

子镇开辟了“政府+合作社+企
业+农户”的治理模式。新城子镇
党委政府积极融入密云区“一条

科技创新和生命健康战略发展

带、四条特色文化旅游休闲发展

带、多个特色乡镇和特色产业”

的全域发展格局，依托镇域特色

资源，持续推进“古树名镇”建

设，打造了“五兴乡村”样板。政

府积极施行种苗繁育基地项目、

果园废弃物处理项目、老北京水

果品牌建设项目、有机定额奖励

补助项目、绿色认证等政策性补

贴项目，提升了农产品发展质

量；新城子农业合作社以“经济

共富+治理共融”双核引擎，重塑
乡村治理生态，合作社采用现代

化管理模式，形成了“生产-加
工-销售”全链条，为果农们集中

了资源，减少了中间环节的一系

列纠纷，在合作社即可完成产品

销售的全部环节，减轻果农们负

担的同时，也将矛盾和问题化解

在合作社范围内；新城子镇党委

和快递企业建立常态化合作联

络机制，计划定期开展党建联建

共建活动，因地制宜制定相关优

惠政策，探索打通快递进村的新

渠道，既完善了农产品产业链，

又加强了乡村物流基础设施建

设；农户通过“合作社议事平台”

直接参与土地流转方案制定，为

农产品销售建言献策，入股旅游

项目，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了

由“被管理者”到“治理主体”的

转变，

二是创造了从“个体分散”

到“共享红利”的经济效益。新城

子镇通过构建“政府引导—村社

统筹—农户参与”的利益联结机

制，突破“单户经营”路径依赖，

推动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转型。

新城子镇创新利益联结机制，整

合土地、民宅、劳动力等碎片化

资源，形成“保底收益+按股分
红+劳务报酬”三重分配体系。例
如，塔沟村“蜜塔小镇”田园综合

体通过村集体、企业与农户共同

持股，2024年实现营收 35 万元，
村民们均从中受益；农民收入结

构呈现多元化特征，包括农业经

营、旅游服务和资产分红等。在

资产性收入方面，村民将闲置农

宅改造为差异化民宿产品，如古

堡观星房、流苏主题院，通过合

作社统一运营，共享当地自然与

文化景观所带来的民宿红利。在

经营性收入方面，发展“庭院经

济”，建设田园餐厅、观光车租赁

等小微业态，便利了游客的同时

也富了自己的口袋。在工资性收

入方面，在“峪见流苏·花间集”

活动中创造导游、保洁、非遗展

演等岗位，带动临时就业拉动村

民收入。

三是催生了从“文化灌输”到

“价值共鸣”的认同凝聚体系。新

城子镇在农旅融合实践中，突破

传统“自上而下”的文化宣教模

式，通过文化符号的活化、参与式

传承与共同体意识培育，构建起

“村民主导、情感联结、价值共生”

的文化认同机制。新城子镇挖掘

本土历史故事，通过活化长城戍

边文化、农耕非遗等符号资源，推

动村民从“被动接受者”转向“主

动叙事者”，形成参与式文化传承

机制，如古堡剧本游、村民口述

史；同时，将生态伦理、诚信经营

等价值观嵌入村规民约与“文化

信用积分”制度，实现文化认同从

行政动员到情感联结的转向。例

如，新城子镇以“门前三包”责任

制为抓手，持续开展环境治理日

常巡查工作，在这一制度的引导

下，村民形成了共同维护环境的

集体意识。此外，新城子镇借势农

旅融合浪潮，以“产业聚才+文化
凝心”双轮驱动，构建青年返乡创

业生态圈，凝聚了青年人对所在

镇域的共同体意识。

新城子镇的农旅融合实践，

以“产村协同”为核心逻辑，为“两

山理论”的实践转化提供了可操

作的行动范式。其核心启示在于：

其一，通过农旅产业嵌入，将自然

景观、文化遗产等公共品转化为

可交易的经济资产，实现生态保

护与经济发展的内生兼容。其二，

依托“政府—市场—村社”多元共

治架构，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的分配机制，破解了集体行动困

境。其三，通过文化价值共识重构

乡土认同、激活文化自觉、强化社

区凝聚力，最终在现代化进程中

构建“产业增值于村、治理赋权于

民、生态回馈于土”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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