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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莹

11月，又到了候鸟迁徙的季节。
早上8时刚过，年过七旬的王强穿

上迷彩服，背上相机和镜头，骑着自行车
向团泊湖出发了。

作为一名鸟类摄影爱好者，十几年
来，鸟飞到哪里，王强就跟到哪里。从原
来足迹遍布天津各个湖泊湿地，到近三
年专注于团泊鸟类自然保护区的拍摄，
王强这个土生土长的静海人见证了团泊
湖及周边地区的变迁。

这块熠熠生辉的“绿宝石”，正在用
自己扎实的脚步告诉我们，绿色是大自
然的原色，更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绿水
青山更美，金山银山的“成色”更足。

产业升级，打造生态“绿颜”
早些年，王强和许多摄影爱好者一

样，执著于国家重点保护的一二级珍稀
鸟类的发现和拍摄，当时团泊周边地区
的“普通”水禽，还入不了王强的“法眼”。

静海是渤海的退海之地，尤其团泊湖
周边地区更是典型的盐碱地，过去生活在
周边的百姓中间曾流传着这样的一段民
谣：苦水沿边老东乡，旱了收蚂蚱，涝了收
蛤蟆。那时候团泊湖的冬天在王强眼里
没有任何生机：“等天冷下来，湖边是光秃
秃的一片，堤岸上都是盐碱地返上来的
‘白霜’。加上周边好多老旧钢铁企业，生
态环境真是不容乐观。鸟儿那是多有灵
性的精灵，越是珍稀的品种，越对环境有
苛刻的要求，根本不在这儿落脚啊！”

粗放的发展方式逐渐褪去，淘汰落
后产能、实现传统产业升级，势在必行。
团泊湖周边，以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发集团”）为代表
的龙头企业加快了转型升级，走出了一
条绿色发展的道路。如今，友发集团已
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家千万吨级钢管制
造企业，钢管产量居全国同类企业首位，
更成为24项钢管产品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团体标准和工程技术规范的起草者
和修订者。近年来，友发集团在环保治
理和改造上累计投入了近10亿元，在行
业内率先使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实现
了废酸、废水、废气零排放，更是创造性
地把景区建在厂区内，打破了世人对焊
接钢管行业“脏、乱、差”的传统印象。

团泊湖周边生态保护治理和传统产
业的转型升级，让这块水域重新恢复了生
机。2015年开始，随着珍稀候鸟的频繁光
临，王强也成为团泊湖的常客。“据观测，当
时团泊湖的鸟类大概有110多种。后来，
周边的鸟类越来越多，我就有了立‘鸟’存
照的想法，也得到了团泊鸟类自然保护区

的大力支持。”这项浩大的工程一干就是
三年，尤其是每年3月和12月的迁徙季
节，除了遇到恶劣天气，王强几乎都在野
外拍鸟。今年初，这本凝集了他无数心血
和汗水的《团泊鸟类自然保护区湿地野鸟
欣赏》由中国商务出版社出版，书中记录
了王强拍摄到的194种在团泊鸟类自然保
护区逗留、迁徙的候鸟及留鸟。截至今年
11月初，王强在团泊地区拍摄到的鸟类已
经上升到了202种。

乘船进入团泊湖，不时会有水鸟成
群飞过。“那是白骨顶鸡，是团泊湖数量
最多的夏候鸟之一。”与这片水域朝夕相
处4年多的时间，团泊鸟类自然保护区
管委会副主任李艳寰也成了半个鸟类专
家。他指着掠过的飞鸟不时地介绍着，
“团泊湖的水域面积达到了51平方公
里，与天津其他湿地相比，团泊湖的水面
大且深，吸引的游禽也相应更多一些。
2021年，我们选了一块浅滩进行退化湿
地生态修复，做了5000平方米的水葱和
香蒲的复壮，去年马上就有鸟类在那里
聚集。今年经过团泊的候鸟上升到3万
至4万只，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万多只。
灰鹤、大天鹅、各种鸥类都是我们的常
客。像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东方白鹳、黑
鹳、大鸨、遗鸥、黄胸鹀、白尾海雕、青头
潜鸭等，近年来也频繁被观测到。”

团泊地区受到鸟类的青睐，离不开
近年来静海区狠抓团泊湖的环境保护，
在植被修复、生态补水、巡查管护等多个
方面整体推进；更离不开当地农民爱鸟、
护鸟意识的提升。王强回忆，去年冬天
他“全副武装”扛着“长枪短炮”在堤边寻
找位置，一位路过的老人便警觉地上前
询问。说起此事，王强欣慰地说：“有了
这样美的环境，有周边这么可爱的居民，
我可以肯定，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候鸟爱
上这里，更会闯进我的镜头。”

筑巢引凤，抢占大健康高地
被这片水域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

的，不只有充满灵性的水鸟，更有一群干
事创业的人。

天津健康产业国际合作示范区（以下
简称“合作示范区”）内，北京协和医学院天
津医院（一期）——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
医院团泊院区于今年9月25日开院。不远
处，天津医科大学新校区的建设正如火如
荼；一路之隔，天津中医药大学落户已逾五
年。作为最早入驻合作示范区的高校，
2018年，天津中医药大学迁址团泊西区。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曾经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提到，当时的团泊西区到处都是水洼
地，汽车也很难开进来，自己是“提着鞋、光
着脚走进了这片洼地”。但在他的心中，一
个中医药大学就应该像个大植物园，正是
这片洼地的生态原真性和厚重的文化底
蕴，让他下定了在这里落户的决心。

居一隅而聚众星，团泊健康城中，中
西医“双航母”医疗集群成为吸引大批企

业和人才的筹码。
2020年，由天津健康产业园发展有限

公司投资、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医院组
织专业团队运营的天津协和博精医学诊
断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和博精”）
从零起步，在这里迈开了创业的步伐。公
司经理刘汉芝告诉记者，自己作为中国医
学科学院派出的血液病理学专业的带头
人，第一批进驻协和博精，全程见证了企
业“非一般”的建设和发展速度。“公司确
定选址后，在合作示范区管委会的全力帮
助下，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整体装修，又用
3个月的时间办好了营业执照，8个月过后
已具备全面开展实验的条件。许多工作
都是多头并行，管委会让我们感受到了
‘保姆级’的服务。”刘汉芝说。短短三年
时间，协和博精已经成为国内最专业的血
液学检测的第三方医学检验实验室之一，
能够开展600多项专业检测，业务范围遍
及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服务医院500余
家，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1.3亿元。今年
的数据虽然还没有出来，但刘汉芝非常肯
定地告诉记者：“一定会更好！”

协和博精的飞速发展，为更多企业向
团泊西区聚集奠定了信心。据合作示范
区管委会副主任段然介绍，2022年合作示
范区的招商引资到位额达20.8亿元，贡献
率居静海区首位。截至目前，已经有126
家生物医药类企业注册在合作示范区。

产业的聚集，带来了人气的提升。
提起这些，刘汉芝笑着说：“现在从公司
下班也开始堵车了。加上血液病医院开
诊，附近医科大学也要陆续搬迁，这边的
烟火气越来越足。不少同事干脆把家搬
到了这里，这也是大家对团泊的未来充
满信心的表现吧！”

文旅赋能，释放团泊活力
团泊湖北岸，宽阔的独流减河静静

流淌。作为“白洋淀—独流减河—北大
港湿地—渤海湾”生态廊道的重要组成
部分，团泊湖正好处在重要的生态节点
上。这里独特的风光、深厚的文化积淀
和便利的区位优势，是静海与生俱来的
“天赋”，但背后更凝聚着静海人的汗水
与心血。

今年53岁的史凤友是团泊镇孟家房
子村人，用他的话说，过去自己是个小企业
主，而现在已经转型成了“新农人”。“我以
前曾开了个拔丝厂，对环保没什么概念。
后来，区里对散乱污企业进行治理，我们村
的许多企业都搬迁到了杨家园开发区，对
企业节能减排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两年前年过半百的史凤友决定回归
土地。“还记得当初搬迁的时候，领导找
大家谈话，跟我们说，背靠团泊湖这么好
的自然资源，不能竭泽而渔只看眼前，还
要算‘生态账’，要福泽子孙后代。”史凤
友回忆说，“都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我作为土生土长的团泊人，首先想到的
就是种植业。”2022年，史凤友承包了孟

家房子村2800亩的“团泊稻”基地，成了
地地道道的农民。今年他斥资15万元，
购置了两台无人机进行“飞播”水稻作
业。与传统水稻种植方式相比，“飞播”
水稻不需要育秧、移栽，直接将种子精量
撒播在田间，不受地形限制、播撒密度均
匀、成本更低。

团泊镇是静海区最早实现全域城市
化的村镇之一，整体搬迁之后，村民们除
了生活方式和环境的转变，很多人也会
有就业的压力。“不过现在这些都不是问
题了。”史凤友说，“我们这儿现在有了光
合谷，有了温泉酒店，还有国际青少年交
流中心。这一个个景点聚集在一起，不
仅带来了人气，更带来了许多就业的机
会，我们村不少人就在光合谷上班。”

今年以团泊湖为核心，带动整个静海
区文旅产业获得大丰收。国庆假期期间，
全区共接待游客84.58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1.28亿元，区内A级景区与2019年同
期相比，接待人数增长了8.9%，营业收入
增长了16.7%。从夏天的团泊湖半程马拉
松，到秋天的团泊村美丽乡村赶大集、环
团泊湖公路自行车赛，一个个活动接连发
力，团泊湖周边的旅游看点令人应接不

暇。团泊镇党委书记周晖表示：“经过多
年建设，团泊镇已经打下了一定的文化旅
游基础，通过一系列精品旅游场馆的建
设，再加上各类独具特色大型文旅活动的
举办，努力实现吃、住、行、游、购、娱等要
素的有效聚集，未来还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等着我们去探索呢！”

今年秋天，史凤友利用稻田边的
十几亩鱼塘，浅浅尝试了一把文旅项
目。“说白了，就是借着鱼塘开了个集
露营、垂钓、美食于一体的农家乐。别
看地方有限，但是生意特别火爆，想来
我这儿钓鱼、吃铁锅炖鱼都得排队，顺
便还向游客宣传了‘团泊稻’，效果非
常好。”史凤友说，“大家都盼着团泊洼
能再次名扬天下，到时候还怕钱袋子
鼓不起来吗？”

这里曾因著名诗人郭小川的一首诗歌闻名遐迩。如今，这座“生态之城”“健康
之城”张开怀抱迎接八方来客

团泊洼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题图 王强摄

天津中医药大学学生在进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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