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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在传统观念上是因业而分、依业而居的两个区域。过

去的城乡，仿佛是界限分明的两个世界。乡村离城市似乎很遥

远，它更多的是作为符号存留在城里人的记忆中，是偏僻、落后

的代名词。

城乡统筹建设新农村，正在打破城乡的界限，推动着城乡的

嬗变。

寻找“北京最美的乡村”宣传评选活动便是一个鲜明的例

证。活动连续开展四年来，每年都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次的市

民参与评选和体验，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今日乡村之巨变。

我们欣喜地看到，改革开放特别是新农村建设催生了一大批

美丽乡村，它们以“生产美、生活美、环境美、人文美”的新形

象展现在世人面前，构成城乡互动互融、共建共享的一道亮丽风

景线。

农村既是过去，更是未来。相信，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快速推

进，新型的城乡关系将加快构筑。现代京郊、美丽乡村将会与城

市更加和谐发展，与您的工作生活更加息息相关。

让我们共同携手，致力于“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

京”，建设首都更加美好的新生活！

编者

200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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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 族 风 情 俏 京 南

巴园子村

2    

  

一卷传承血脉的族谱，

记载了600余年的民族历史；

一支满族镶黄旗的后裔，

70户皆为巴姓的村民，

在这京南大地上的古老村落中繁衍生息，

等着你去发现他们的多彩风情和深厚文化。

2
0

09

北
京
最
美
的
乡
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大
兴
区  

北
臧
村
镇  

巴
园
子
村

3    



4    

2
0

09

北
京
最
美
的
乡
村

4    

2
0

09

北
京
最
美
的
乡
村

巴
园子村因曾是清朝皇族巴姓人家的菜园子而得名，男性村民皆为巴

姓，为满族镶黄旗后裔。走进村里，满族风情随处可见：文化长廊展

示着历史人物和满族风俗，村民住宅透着浓浓的满族气息，“八碟

八碗”宴席从饭菜到餐具都体现着满族特色，上百年历史的巴氏宗谱承古续

新，如果运气好还会受到盛装的“格格”和“阿哥”们列队欢迎呢！信步走到村

外，六个造型别致的竹亭点缀在成方连片的温室之间，瓜果蔬菜的清香随风

飘散，每年都会吸引很多市民前来观光采摘。巴园子村人敏锐地把握住市场

需求，努力把无形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有形的文化特色并发扬光大，走出了“文

化兴村”和“科技兴村”相结合的成功发展道路。

巴园子村是远近闻名的满族文化特色

村，它位于大兴区北臧村镇，北邻大兴新城

和北京中关村科技园生物医药基地。现在该

村已发展民俗旅游接待户38户，形成了集体

验满族文化、采摘娱乐、吃农家饭、住农家

院于一体的现代化旅游观光体系，并于2003

年起就被评为“北京市民俗旅游专业村”。

在巴园子村，处处都能感受到浓浓的

满族文化特色。首先，你会在村口看到一

座高高的竹牌楼，牌楼正中一块蓝底金字

的牌匾上用满汉两种文字写着“巴园子”三

字，给人一种古朴而又华丽的美感。

往前行，一条垂满了葫芦、葡萄等藤蔓

绿植的幽深长廊把你带入满族的历史长河

中。这条300米长的满族文化长廊两侧都是

内容丰富、设计精美的文化展板。走在长廊

中你可以充分地了解到满族历史和传统文

化的精髓以及巴园子村的来历典故。长廊

里还悬挂着由各种吉祥图案和色彩组成的

花灯。每年，巴园子村都要在这里举办热闹

的元宵灯会。

巴园子村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据史

料记载，该村先民是在清朝顺治元年由沈

阳迁移至此的，有据可考的历史就有680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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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如今全村70余户村民均姓巴，皆为

满族镶黄旗的后代，在村内的文化大院里

至今还悬挂着保存完好的“巴氏族谱”。

现在，村中青砖灰瓦的满族民居都经过了

整体的规划，每家的门口都挂着一面镶黄

旗，每户家中都存有整套的满族传统服

装……在巴园子，满族的文化符号和特色

随处可见。

随着近年来旅游热潮的兴起，北臧

村镇推陈出新地以巴园子村的满族文化为

依托，将文化与民俗旅游结合起来，打起了

“满族文化旅游”这张牌，既宣传了满族文

化，又为村民们带来了经济效益，实现了文

化与旅游的巧妙融合和经济文化“双赢”。

巴园子村依托满族文化特色，大力开

发特色种植，发展观光采摘旅游。村中兴

建了232个钢架大棚，形成观光采摘大棚

的规模化管理运营。现在农产品种类涉及

西瓜、甜瓜、蔬菜、樱桃、草莓、枣、杏等，

而且完全满足无公害瓜果蔬菜的标准要

求。为了加快农产品市场化推广，该村成立了

“绿色科技种植产销协会”，主要以西瓜、

甜瓜、蔬菜等农副产品种植销售为主，统一

经营“永定河”和“巴特农”两个品牌。

来到巴园子村就不得不尝一下正宗口

味的“八碟八碗”特色饭菜。要说起“八碟

八碗”，还得先说说他们的用餐器皿，这些

器皿都是巴园子村党支部书记巴恩凯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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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沈阳新宾买回来的，最专业的要数喝酒的

“瓢”了。“瓢”是像蝌蚪形状的小碗，是满

族特有的喝酒器皿。再看看饭桌上的八碟

八碗，碟是实实在在的大碟，碗是大大深

深的高碗，真是与满族人的豪爽性格相匹

配，就连民俗旅游接待人员都统一穿满族

传统服装为游客服务，举手投足间都有清

宫大戏的感觉。巴园子村的农家饭菜丰俭

由人，只要客人点上一桌“八碟八碗”，就可

以品尝到包括猪肉炖粉条、酸菜白肉、黏玉

米、小柴鸡炖蘑菇等巴氏人的拿手好菜。

巴园子村在保持经济建设持续发展的

同时，注重文化内涵的挖掘。2007年，该村

成立了巴园子村民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并组织了一支全部由村民组成的满族礼仪

表演队。公司以“同心同德 创建京南文

化明珠”为目标，设置了“文化丛书编辑

部”，先后组织知名书画家参加村内的笔

会活动，并出版了《中华脊梁》、《中华佳

节》、《中华泉钞典藏》等系列丛书和配套

产品。

这里有着古老的民族风情，向人们展

示着博大深邃的文化篇章，巴园子村正在

成为京南大地上一颗璀璨的文化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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