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王庄镇 2022 年经济建设与民生保障

“双十”工程

为加快小王庄镇产村融合示范镇和乡村振兴样板镇建

设，抢抓乡村振兴、双碳社会发展和新区对街镇经济发展支

持的重大战略机遇，立足经济建设和民生保障精准发力，经

镇党委、政府研究，决定实施 2022 年经济建设和民生保障

“双十”工程。

一、经济建设十大工程

1、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完善提升工程。我镇

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已纳入新区乡村振兴三大园

区之一，要持续壮大种植、养殖主产业，积极拓展全产业链

关联和配套服务产业，加快示范园区完善提升。一是依托北

大港农场农业基础，构建产业化种植业示范园区，打造高端

绿色的农产品品牌。二是积极争取国家级产业园奖励资金，

推动冬枣、甜桃、黄金梨等种植园道路硬化、沟渠清淤、涵

洞新建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推动农产品冷库建设，解决农

产品存储保鲜问题。三是探索推进刘岗庄设施农业大棚转变

经营模式，推动刘岗庄净菜加工项目落地。四是以徐庄子人

居环境示范村建设为基础，推动古枣乡居民宿园区二期、攀

岩小镇项目落地。五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以北和顺古井为

亮点，引进御福龙白酒生产项目。六是充分利用新区国家级



农业食品创新产业园招商大会等契机，对接引进食品深加工

企业，延伸产业链条，提升本地特色初级农产品附加值。

2、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小王庄产业园以信息

技术、农副食品加工等为主导产业，占地面积 66.3 公顷，

建成后将成为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引擎。今年将加快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园区建设新突破。一是用好两期共

2 亿元专项债资金，初步解决园区建设启动资金问题。二是

加快推动地下管网、一期道路等施工手续办理与施工进度，

力争 12 月底前具备土地出让条件。三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引进优质项目，撬动园区滚动开发。

3、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提质工程。加快现有种植、养

殖园区提升改造，加快推进新园区建设。一是做大做强新希

望生猪养殖、北大港农场特色种植和畜牧养殖等农业项目，

实现规模化、特色化发展。二是推进刘岗庄大棚种植园、李

官庄果蔬种植基地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提高农产品品质。三

是加强与科芯（天津）公司合作，打造集农旅休闲和智慧农

业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四是开发绿色有机种植模式，

打造优质农产品品牌。整合镇域生态与红色文化资源，打造

认养、采摘、观光、休闲、露营等精品研学旅行线路，实现

现代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

4、零碳小镇建设工程。依托镇域内丰富的风光资源禀

赋，及现有良好的产业基础，按照新区对我镇的定位，加快



推进“零碳小镇”建设。一是高标准编制《滨海新区小王庄

零碳小镇发展规划》，打造社区、村、企业、农业清洁能源

替代改造试点。二是建成集清洁能源教育教学和科普体验一

体的“零碳展厅”。建设碳中和智慧能源物联网平台，加强

对重点能耗企业能碳双控指标监测与预警，发挥碳管理中政

府视角的“一屏控碳+一屏减碳”作用。三是完成“产学研

游”一体化基地和油氢混合站选址和初步设计，为打造南部

区域枢纽和产业载体奠定基础。四是推动欣园里和向阳里小

区地热项目建设，实现清洁能源取暖替代。

5、村集体经济壮大工程。推动村级资产资本化、土地

权益股份化、经济发展产业化，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一是

出台《小王庄镇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惠农

政策》，以奖促干，激励村、企、农户共促集体经济发展。

二是鼓励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大力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鼓励村集体统一经营,实现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拓宽土地股份、混合经营等多元化发展路子。三是鼓励培植

冬枣、鲜食玉米、红薯、黄金梨、甜桃等特色农产品，形成

品牌优势，提升经济效益。四是鼓励外出参观考察，学习借

鉴先进地区壮大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做法，打开脑袋上的“津

门”，为村庄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五是加大考核力度，将

村集体经济收入纳入村级年终绩效考核和评星定级考核。六

是健全完善村级经济组织章程，让带头者分得酬劳、农民分



得红利。

6、数字乡村“511”工程。搭建数字乡村建设整体框架，

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加快实施“511”工

程。“5”即与联通公司、伍创电商、荣程集团、中华保险联

手，推进数字乡村公共服务中心、数字农业中心、数字营销

中心、数字金融中心、数字乡村大数据中心五个中心建设。

“1”即打造一套品牌农业发展体系，即打造以“王小枣”

为镇域公用品牌，升级冬枣、鲜食玉米、黄金梨、甜桃、特

色果蔬等 5 个特色品牌，创建若干个企业品牌的“1+5+N”

体系。“1”即畅通一条营销渠道，与伍创电商合作推进农产

品品牌销售，与荣程集团合作推进农产品经营实体销售，构

建产业数字化营销服务体系。

7、示范镇增建工程。为妥善解决示范镇历史遗留问题，

按照市政府要求，加快示范镇增建项目建设。一是积极组织

项目施工招标工作，做好施工准备。二是组织桩基施工、深

基坑开槽等地下施工，预计 9 月底完成并通过验收。三是积

极组织工程主体施工。

8、全域旅游开发工程。全力打造“全镇就是景区、村

庄就是景点、道路就是风景”的全域旅游示范镇。一是紧扣

天津市全域旅游示范镇创建要素，立足小王庄镇区位、自然

资源、绿色农业、红色文化等现有优势，加强与中铁建合作，

实现全域旅游开发，形成“激活镇、突破村、联动农场、外



扩河、辐射村”的全域旅游发展格局。二是打造品牌，提升

知名度，联合市攀协开发攀岩运动项目、乡间运动系列产品

体系，做大小王庄镇的运动养生品牌。继续深入策划“桃花

节、开镰节、采摘节”等系列文化旅游节庆活动，做强农市

节庆旅游品牌。结合冬枣、鲜食玉米、黄金梨、甜桃、特色

果蔬等农产品特色品牌，做响“美味小王庄镇”小吃及乡间

美食品牌。依托徐庄子村古枣乡居与中铁建公司、湖北商会、

优秀乡贤代表，做强古枣文化品牌。与南开大学、天津财经

大学建立联系，设立旅游专家智库。三是以改善民宿建设和

推广 N+民宿、农家院、家庭农场为重点，充分挖掘我镇采摘

大棚、李官庄农场、攀岩训练基地、一村一品等乡村特色旅

游项目的价值。

9、农产品销售体系建设工程。打破粗放式营销模式，

建立组织化、专业化、市场化营销体系。一是定期邀请农业

专家进行技术指导，规范生产环节、提升农产品质量。二是

成立镇级农产品销售合作联社，下设果蔬等分社，广泛吸纳

会员和带头人，提高我镇农产品销售的“话语权”。三是成

立农产品销售工作专班，组建营销专业队伍。四是建立农产

品网上销售体系，拓宽销售渠道，扩大农产品知名度和市场

认可度。五是继续举办油菜花节、桃花节、冬枣节、丰收节

等各类节庆展销活动，提高镇域农产品宣传效应和消费吸引

力。六是包装一批精品农产品，列入“津农精品”认证体系，



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10、招商引资工程。以我镇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园和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为载体，依托主导产业，精准招商。

一是壮大招商队伍，创新招商模式，拓展宣传渠道，组织全

员招商、上门招商、以商招商。二是争取储备符合产业发展

方向的优质项目 100 个，落地一批三产融合度高、带动作用

强的优质项目。三是全面梳理闲置资产，积极引入社会资本

加以盘活利用。四是积极推动数字、低碳和文化赋能，助推

村集体增收和产业扶贫，形成各具特色、定位互补、四时皆

宜、互利共赢的全镇域产业布局。

二、民生保障十大工程

1、稳定就业工程。强化技能人才培训，开展技能培训 5

班次 130 人。扩大就业渠道，搭建“线下+线上”招聘双渠

道，举办线上招聘 8 次，结合疫情防控形势，积极组织线下

招聘会，满足企职双方多样化招才需求。提供就业见习岗位

15 个，有效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2、困难群体保障工程。倾情倾力抓好民生保障，综合

运用社会救助政策，发放救助金 400 万元，做好助学、助困、

助老工作，持续提升社会救助水平。推动日间照料中心建设，

努力提供优质便利养老服务。用网格化管理加强社会面精准

管控和服务，兜牢民生底线。

3、妇女儿童关爱保护工程。持续用力关心关爱妇女儿



童，救助单亲困难母亲 50 人，开展“好儿媳”、“好婆婆”、

“最美家庭”评选活动，弘扬最美家风，落实义务教育“双

减”要求，加大执法检查力度。

4、文化惠民工程。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化活动，继

续谋划开展“桃花节、健步行、冬枣文化节、丰收节、开镰

节”等活动 50 场，组织精神文明实践活动 700 场。开展乐

理知识、戏曲表演、传统书法等各类培训 20 场，开展法治

宣传教育 5 次。完善文化宣传硬件设施，升级改造文化活动

场所 3 处，新增、改建体育设施 2 处。着力培育西树深和美

舞蹈队、东树深舞蹈队、刘岗庄舞蹈队、小辛庄武术队、小

苏庄剪纸队等优秀文艺团队，不断满足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

的需求。

5、市政设施提升改造工程。改善镇村基础设施，完善

服务功能，不断加强小区住宅、暖水管网、公厕、示范镇道

路、乡村公路等维修与管护，强化应急处置能力，提高管理

水平，为群众生活提供便利。

6、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加快补齐农田基础设施建

设短板，着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粮食安全和现代农业

发展，完成高标准农田改造工程，结合移民工程，修建田间

路、排水泵站，强化农田防汛排涝功能，助力农民增入。

7、疫情防控工程。慎终如始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压

实“四方责任”，强化社会面排查管控，严防疫情输入、扩



散，有序做好疫苗接种工作，提高应对突发疫情处置能力，

打好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构筑疫情防控坚固防线。

8、环境质量提升工程。始终坚持生态立镇，以更高标

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大企业污染排放监督检

查力度，确保达标排放。改造提升污水处理站，加强断面水

体水质监测，加强河长制责任落实，确保河道动态消劣，做

好面源污染治理和农田残膜回收。有序推进垃圾分类，建设

垃圾分类亭和分类垃圾厢房，投放分类垃圾桶，让垃圾分类

成为新时尚。

9、人居环境整治工程。持续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力

度，推动 3 个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建设，推动乡村振兴示范

村建设，扶持打造农家院、旅游观光等乡村振兴产业，丰富

各村经济形态，拓展农民增收空间。

10、安全生产整治工程。牢固树立“安全无小事”，强

化底线思维，加强风险防范。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重点对危化品、燃气、消防、交通等重点行业领域进行排查，

开展各类安全生产宣传 12 次，巡查 150 次。开展农村危房

排查整治，对示范镇高层小区电梯维保检测 4 次，巡查高层

小区消防安全 4 次，筑牢人民群众安全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