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 刊2022年7月22日 星期五

周刊主编 李寅峰
收稿邮箱：xxtravel@163.com
编辑电话：(010)88146945
本版责编 / 刘圆圆 校对/马磊 排版/陈杰

9
第612期

信 息速览信 息速览

读 图时代

行 走故事

乡 村美途

微风轻拂，阳光洒下，
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峪口镇西
营村的桃林一片静谧。只见
桃 树 间 ， 每 颗 果 实 都 身

“穿”衣服，套着纸袋。西
营村相关负责人、北京金国
丰水果产销专业合作社张海
合直接走到林间，摘下一颗
果实向友人招呼道：“来，
尝尝！”

这颗产在有机茶园的油
蟠桃“风味皇后”，色泽金
黄、果香四溢，友人馋得都
顾不上清洗，直接开咬：

“真甜！”
近日，平谷鲜桃季正式

启动。这是继4月平谷桃花
节落幕后，游客们再次前来

“桃”醉在平谷的又一个好
时节。

首都桃花源

7 月上旬，西营村正式授牌为盒马
村，该盒马村共有桃园1500余亩，年产
量300万斤，其中，种植有机桃500亩。

记者看到，这片有机桃园桃树种植井
然有序，管理更为科学规范。“与普通种
植园不同，盒马村桃树行间距4米、株间
距 1.5 米，让阳光能晒到每棵树的‘脚
跟’，吸收充足营养。”张海合笑着介绍，
大桃采摘后，按照标准统一分拣、包装直
达盒马仓，最快24小时内即可从田间地
头送到消费者餐桌。

“如果供应链快的话，桃子长到八九
成熟后再摘，口感会更好，但如果让传统
经销商收桃，六七成熟就得被迫‘下
线’。优质优价让农民收入比普通桃园增
加30-40%。”张海合说，确定性的销路
可以倒逼生产端进行升级，农民增收了才

更愿意做标准化种植，这是数字化对农业
种植带来的最大影响。

去年10月，农业农村部与北京市签
署打造中国·平谷农业中关村协议，随后
平谷在发展智慧农业、推动数字乡村治
理、实现农文旅融合发展与阿里巴巴签订
框架合作并展开实践。4月桃花节期间，
为了让游客更好地欣赏平谷桃花的盛景，
二者便联合推出了“平谷云上桃花节”系
列活动，这也是平谷桃花节品牌活动首次
在线上推出。

如今打开淘宝平台，搜索平谷桃花
节，粉色的花海依然可以映入眼帘。活动
现场，既有达人带你游平谷，又有平谷桃
花慢直播、短视频大赛等。云上桃花节系
列活动用镜头向全国各地朋友展现平谷的
春日美景和桃花文化，为大家献上一场跨
越时空的云端盛宴。

“与此同时，我们依托高德的数字化
能力，打造了平谷一键智慧游，将平谷区

内的酒店、景点、美食等出游关键要素，
整合到统一平台呈现的便民数字化产
品。”阿里巴巴驻平谷乡村特派员张楠介
绍，此外，平谷一键智慧游还对北京金海
湖风景区、丫髻山旅游风景区等区域内的
核心景区进行了数字化升级，打造具有地
方特色的云游景观。

雹伤桃的“外援”

“我被冰雹亲吻过，但我依然很甜！
请别嫌弃一颗受伤的桃子。”每位近期购
买平谷盒马村雹伤桃的消费者，打开商品
时，都会收到这样一张桃子的“告白
书”，随之附赠的，还有一封感谢信。

就在上个月，桃园曾遭遇了一场意外
伤害——6月12日晚上7点左右，平谷区
遭遇雹灾，冰雹持续约20分钟，多位农
户称，冰雹平均大小“像栗子那么大”，
最大的有乒乓球大小，很多桃树上的套袋
都被砸掉，“叫天天不应”。

张海合说：“雹灾过后，我们去桃园
检查，发现园内 80%以上的桃子被砸
伤，很难符合市面上大部分商超的收货标
准。直接经济损失达600万元。”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盒马团队多次探
查基地，为受伤的桃子“体检”，给它们
起名为雹伤桃，并且制定了一套全新的收
货标准，让这批桃子顺利上架。“为了对
消费者有保障，标准规定雹伤桃伤口不能
超过2处，每处不超过10毫米，外表干
净整洁，内部不能有溃烂等，经广泛测
算，雹伤桃甜度比未受伤桃子低1度左
右，但口感上没有明显差别。”张海合说。

“而在定价方面，上市雹伤桃的价格
是正常桃的4折。”盒马水果采购经理方
铭透露，雹伤桃的收购价为每公斤6元，
销售价为 6.99 元，这里面还包含了包
装、运费及人工成本。

“农民辛苦种一年地，日晒风吹，不
容易。”方铭说，销售“雹伤桃”，也是盒
马第一次针对恶劣天灾做出的行动，初期
以盒马村为主，之后会逐步覆盖平谷更多
桃园。当时第一批雹伤桃上架半天内，便
全部售罄。

听到这个消息时，不少村民紧锁的眉

头一下子舒展了，没想到这些“受伤”的桃
子还有机会卖出去，挽回了部分损失。

“这件事虽然不好做，但我们觉得做得
很有意义，再辛苦也值得！”张楠说。

未来的果园

“云上桃花节结束后，6月份北京疫情
反复，但实际上我们的工作一点没耽误，不
仅帮忙销售雹伤桃，而且对于正常大桃的产
销事宜，也在马不停蹄地和平谷区的文旅
局、商务局对接。现在，针对平谷桃农所做
的电商人才培训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张楠
介绍。

“平谷区的农民做‘自电商’的特别
多，每个人都会在朋友圈卖一卖货，在短视
频平台卖货的桃农做‘自电商’的基础也非
常好，我们专门针对他们做了电商直播的课
程。现在，每天晚上的线上课程都有上百人
参加。”张楠说，他们了解到，在平谷区线
上课程的平均时长是55分钟，要比全国同
类课程的平均时长多了近20分钟，可见桃
农的需求强烈，这类课程很好地满足了他们
的需求。

“我们这周开始配合大桃营销季进行引
流和运营工作，会让接受过培训的村民参与
淘宝直播的线上活动，真正让农民在直播间
里把桃卖出去。”张楠说。

“目前，针对平谷桃产业发展，我们一
直在做五件事：打造一个节，全区一键游，
卖好一个桃，形成一座园和培养一批人，通
过打造大桃产业‘产供销’全链路数字化更
好地助力乡村振兴。”数字乡村事业部总经
理助理窦伟说，现在，西营村正式挂牌了盒
马村，未来它会延伸为一个智慧果园，在盒
马村内可以看见多项高科技设备：无人机在
低空执行植保任务，喷洒生物制剂；无人值
守果园机器人，在桃树间贴地作业；风吸式
杀虫灯能利用害虫趋光、趋波等特性，吸引
它们自投罗网等。

“我们都很期待在这样的数字化技术支
持下，可以更好地促进产业发展，将游、
购、娱结合，让来到西营村的消费者有景可
赏，有桃可摘，也可以放心买、放心吃，让
这里成为热门打卡点，让桃农增收致富。”
张海合说。

“桃”醉在平谷
本报记者 徐金玉

时值夏日，天亮得很早，北京大概每
天早上5点日出。但有一个地方凌晨3点
就能看日出，那就是被称为“东极之城”
的黑龙江省抚远市。

我到达小城抚远时已是深夜，来之匆
匆，并没有来得及游览，但进入城区那

“东方第一县”的牌坊，还是让我对她产
生了好奇。于是，到了宾馆房间，放下行
李的第一件事，就是翻开当地的旅行指
南。如果说抚远是中国大陆最东边的城
市，那么比她更靠东的，则是地处中俄边
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主航道西南侧
的黑瞎子岛，据说是中国最早见到太阳的
地方。

“既然晚上登不了黑瞎子岛，那么早
上在抚远看个日出，应该可以迎接照进祖
国大陆的第一缕阳光了。”我心里这样想
着，随即查询了当地日出时间，得到的答
案是第二天凌晨的3点16分。

3 点多日出，岂不是两点半天就亮
了？工作性质决定，我始终是个“夜猫
子”，两点半，我常常刚入睡不久。这个

时间看日出，我到底是先睡再爬起来，还
是干脆熬夜等日出呢？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到同伴喊我去与宾
馆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黑龙江岸边看月
亮。当晚是农历十五，新闻里还说有“超
级月亮”，所以同伴兴致勃勃，说江边的
月亮一定会很美。结果出了门才发现，江
水正好在我们之北，月亮在我们之南，也
就是说，我们只能背对黑龙江，看月亮挂
在宾馆的上方。不过，柳暗花明，我们来
到江边时，对岸的俄罗斯那边没有灯光，
满天星辰格外明亮。无论是北斗七星、北
极星还是仙后座，都仿佛伸手可触。于
是，我们两个人在夜晚的江边，像孩子一
样地数星星，兴奋地分享着自己找到的星
座。回去路上，我向同伴发出邀请，说

“既然在江边看月亮的愿望没达成，我们
可以来欣赏江边的日出”。她犹豫片刻，
婉言拒绝，说那么早实在是爬不起来。

没了同伴，我也怕自己定了闹钟却起
不来，索性决定——等日出。

于是，我回房间不紧不慢地洗澡、吹

头发、给摄像设备充电，一系列流程下
来，也差不多凌晨一点了。然后随便刷手
机，无意间看到天气预报，第二天有雨，
且日出时是多云的天气。

我又开始犹豫：万一天气不好看不到
日出，不是白白浪费了几个小时的睡眠时
间吗？可万一天气没那么糟，岂不是十分
遗憾？犹豫再犹豫，我还是选择了继
续等。

和我预计的差不多，两点钟开始，天
从漆黑慢慢变成深蓝色，到两点半左右变
成浅蓝色，我开始收拾拍摄所需的设备。
换衣服出门时，天边还没有出现大片的云
彩，鱼肚白也渐渐露了出来。

我以为自己会是第一个到江边的，却
不承想江岸上已经有很多等待日出的游
客，甚至有了一些晨跑的人。谁能想到，
北京时间凌晨3点竟然有人晨跑，这大概
也算抚远的一景了。

在江边挑好了位置，可看日出的心情
又沉重了——一大片云彩开始从东方飘过
来，和江平面上升腾的水雾只隔了一个很

小的缝隙。“阳光虽然已经四射，大概只能
从缝隙里看到太阳吧？”我遗憾地想。

按照预报时间，3点 16分，太阳应该
出来了，但她躲在了水雾中迟迟不肯露面，
只是东方露出了一抹橙红色的光晕。“再等
等、再等等。”我心里默念着，看着那抹橙
红越来越浓。更令人欣喜的是，江面上的那
片云彩开始逐渐消散，大概是被太阳“烤蒸
发”了吧？

3点20分左右，太阳扒着那片水雾，露
出了一点点头，像个害羞的少女一般，往外
探着、探着，渐渐才肯展露真容。终于，太
阳带着她全部的炽热和明艳，给祖国大陆送
来了第一缕阳光，也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温
暖的拥抱，似乎是在告诉我：“早啊，我没
有辜负你这一整晚的期待！”

我尽情望着这个可爱的初升的太阳，听
着耳畔“太美了、好漂亮啊”的赞叹声，甚
至几度忘记按下相机快门。

早饭时，我向伙伴们展示日出照片，大
家都颇有些遗憾没有同行，也都惊叹我居然
真的可以熬着等到太阳出来。“快把照片分
享给我们！”伙伴们纷纷提出要求，我故意
说不给，他们则笑着“央求”说，放在手机
里，就当是自己看过了日出。

不过，毕竟还是亲眼看到的最为震撼，
拥抱凌晨三点阳光的那一幕，大概会永远铭
刻在我心中吧。

在抚远，拥抱凌晨三点的阳光
李冰洁

本报讯（记者 刘圆圆）近日，众信旅游集团发布消
息，由其打造的一站共享式休闲度假综合体——优沃得世
界主题亲子自然教育农场将于7月23日正式开业。

农场负责人李强表示，该农场是世界主题共享式亲子
农场。园区以农场主题、生态景观资源为基础，集合自然
教育课程、萌宠养育、无动力设施、土地认养、主题观
光、休闲娱乐、餐饮露营、亲子活动等内容。“我们将通
过与境外旅游资源互融，打造一月一主题的特色活动及商
旅文体融合的多元化消费场景，推出形式多样的年轻化、
时尚化、沉浸式体验业态，丰富的自然教育课程。相信每
日更替的主题活动会为孩子们打造氛围感‘拉满’的童年
时光。”

有报告指出，目前我国亲子游市场规模已经超过百亿
元人民币。约占总人口数16.6%的1-15岁少年儿童为亲
子游主力军。再叠加三胎生育政策刺激，奠定了我国亲子
游广泛的潜在客户群体。有专家预测，未来3年，亲子游
市场规模每年有望以40%以上速度持续增长。而在疫情
常态化影响下，消费习惯与出游需求不断变化，亲子游、
周边游、户外休闲游持续火爆，也让亲子农场迅速成为

“80后”“90后”父母周末休闲度假的“心头好”。
当下，以优沃得自然教育农场为代表的相关旅游产

品，希望以“轻度假、重体验”模式为切入口，通过创新
唤醒消费新需求。

众信旅游首次布局亲子农场

本报讯（记者 刘圆圆） 7月 19日，文化和旅游部
等10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乡村民宿高质量发展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其中提到，到2025
年，初步形成布局合理、规模适度、内涵丰富、特色鲜
明、服务优质的乡村民宿发展格局。

《意见》提出，积极吸引农户、村集体经济组织、合
作社、企业、能人创客等多元投资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民宿
建设。鼓励农户和返乡人员开发利用自有房屋自主经营乡
村民宿，在规划布局、质量标准、建筑风格等方面加强指
导。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鼓励依法盘活利用农
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等资源。加大人才返乡创业扶持
力度，支持外出务工农民、高校毕业生等回乡进行乡村民
宿创业，为乡村民宿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意见》还提出，为调动农民群众等参与乡村民宿发
展的积极性，对乡村民宿投资建设、改造升级可给予资金
补贴或提供贴息贷款，对评定等级的乡村民宿可给予资金
奖励，对返乡进行民宿开发创业的，可按规定享受相关税
收优惠政策。

《关于促进乡村民宿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

鼓励农户利用自有房屋经营乡村民宿

本报讯（记者 徐金玉） 7月18日，2022年驻华外
交官“发现中国之旅”启动仪式在北京举办，中国旅游集
团旅行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旅旅行”）承办此次
活动，并精心策划了2022“发现中国之旅”四季主题
线路。

据悉，春、夏、秋、冬四季线路将悠久灿烂的中国
传统文化与壮丽秀美的自然景观紧密融合，跨越八省
（自治区、直辖市），贯穿全年，内容更充实、线路更丰
富、体验更深入。约百位驻华外交官将奔赴春季线路，
探访“七彩云南”“锦绣潇湘”；体验夏季线路，一同

“乐享河北”“寻梦丝路”；畅游秋季线路，走进“生态
青海”“大美新疆”；相约冬季线路，共赴“壮美广西”

“阳光海南”。活动旨在盘活地方文旅资源，助力文化和
旅游业提质增效，助力民心相通。

近年来，中旅旅行持续深化与文化和旅游部及全国
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商业银行等机构的合作，并在去
年成功组织60多名驻华外交官分赴重庆、武汉及贵州考
察，圆满完成2021驻华外交官“发现中国之旅”系列活
动，赢得各驻华使馆外交官一致好评。

下一步，中旅旅行将深入整合纪念馆、博物馆、民
俗馆等文化资源，全面开展跨界合作，积极构建多元化
旅游消费场景。面向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旅旅行将立足
行业优势，凭借多年行业经验，以讲好中国故事为着力
点，促进不同文明、多彩文化彼此欣赏、交流互鉴，感
悟中华文化，感知时代中国，助力构建文化和旅游融合
发展新格局。

中旅旅行承办2022驻华外交官
“发现中国之旅”系列活动

日前，一批来自广东的家长和学生来到宁夏中
卫市沙坡头景区参加扎草方格研学活动，了解当地
的治沙历史和成效，实地学习治沙技术，增强生态
环保意识。 新华社发

暑假，去沙漠里植出一片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