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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篇天津篇

十载春华秋实，镌刻非凡印记。党的十八

大以来，天津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天津工作“三个着力”重要要求和一系列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

紧紧围绕国家赋予的功能定位，踔厉奋发、笃

行不怠，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向着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目标昂首奋进。

坚守战略定力，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天津加快转变发展方

式、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

重大国家战略赋予天津“一基地三区”的功能

定位，努力打造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

天津坚持“制造业立市”，实施制造强市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着力打造以智能科技为引

领，以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为重点，以装

备制造、汽车、石油化工、航空航天为支撑的

“1+3+4”现代产业体系，以举办智能大会为

平台，大力培育以智能科技为引领的新型产业

矩阵。

一台台排列整齐的新一代智能机器人，做

完出厂前的最后一轮高精度测试后，启运出口

海外……近期，天津新松工业机器人智慧工厂

投入使用，生产能力大幅提升。

“在参加了 3 届世界智能大会后，新松集

团落户天津港保税区。得益于天津雄厚的制

造业基础和配套优惠政策，企业的天津客户迅

速拓展到上百家。”新松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集团正将天津的生产基地，升级为集制

造、应用系统和研发中心于一体的智慧产业

园 ，到 今 年 年 底 ，年 产 工 业 机 器 人 将 超 过 1
万台。

为落实制造强国战略，天津将产业链建设

作为“制造业立市”重要抓手，重点打造信创、

高端装备等 12 条产业链，全面实施市领导挂

帅的“链长制”，通过强链补链，链上抓服务、抓

复工复产、抓运行、抓企业、抓项目、抓人才、抓

创新、抓政策。目前，天津 12 条重点产业链在

谈项目 183 个，拟投资额 1479.93 亿元。

天津市工信局局长尹继辉介绍，2021 年天

津全市在链企业产值、增加值同比增长 20.7%、

9.6%；战略性新兴产业占规上工业比重从 2017
年的 20.8%上升到 26.1%；入选“国家队”的绿色

工 厂 、绿 色 园 区 等 绿 色 制 造 示 范 单 位 超 120
家，跃居全国第二。

天津围绕“一基地三区”定位，协同推进、

蹄疾步稳。

全面建设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随着全

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全球首个港口自动驾驶

示范区等成果不断涌现，天津港一系列创新方

案令人瞩目。今年前 5 个月，天津港集装箱吞

吐量完成 847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2.2%，创历

史新高。立足天津港区位优势，深化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

精心打造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东疆港

在全国首创保税进口租赁、出口租赁、联合租

赁、跨境转租赁、离岸租赁等模式，形成 40 多

项创新租赁模式，实现跨越发展。

全力建设改革开放先行区。天津自贸试

验区在全国率先实施“一个部门、一颗印章”审

批，“一企一证”综合改革，企业投资自由便利

度不断提升……截至目前，天津自贸试验区累

计实施制度创新措施 502 项，累计向全国复制

推广 38 项试点经验和实践案例。

践行人民至上，着力
保障和改善民生

连续 6 年延长供暖期温暖千家万户、棚户

区改造助圆安居梦……近年来，天津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

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民生

情怀，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筑牢民生保障

的温暖底线。

炎炎夏日，走进东丽区海河绿芯生态区，

满眼青翠，水网细密，稻田、绿荫纵横交错。“真

没想过，还能在我们村的土地上再次见到绿油

油的小站稻。”正在散步的 66 岁居民许永山指

着不远处的稻田说。

许永山说，脚下正是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

地方——务本三村。20 多年前，务本三村曾是

小站稻的密集种植区，后来由于环境破坏，地

里撂了荒。

“为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推动

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有机统一，务本三村

等一大批‘问题村’旧貌换新颜。”东丽区副区

长吴俊雅介绍，东丽区已新建改造 7900 亩高

标准农田，大力发展生态水稻种植。

这是天津将民生改善与环境治理协同推进

的一个缩影。针对群众曾经反映强烈的生态环

保问题，天津加强区域大气、水污染等协同治

理，升级保护 875 平方公里湿地自然保护区，加

快建设 736 平方公里绿色生态屏障，严格保护

153公里海岸线，筑牢首都“生态护城河”。

改善民生，离不开产业振兴。天津持续加

大产业振兴力度，打造美好生活图景。“我们村

曾经是赤字村，而现在，线上买菜有电商送到

家，看病就医有门诊能报销，足不出村就能生

活无忧。”提到村里近年的变化，北辰区青光镇

韩家墅村老党员刘文富连声称赞。

受多种因素制约，韩家墅村一度产业发展

乏力。“实现乡村振兴，让全体村民生活得更加

幸福！这是韩家墅村两委奋斗的目标。”韩家墅

村两委委员崔媛媛说，经过多年努力，产业发展

步入正轨，村民收入也芝麻开花节节高。2021
年，村集体收入 2.05 亿元，集体总资产达到 19
亿元。

心怀“国之大者”，着眼“为民小事”。2020
年 11 月，天津提前超额完成棚改任务，30 万居

民出棚进楼，市区棚户区居民居住面积由原来

不足 20 平方米，提升到 65 平方米以上；精细化

精准化实施 20 项民心工程，财政总支出 75%投

向民生领域；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落到实处，托起“一老一小”稳稳

的幸福……

牢记初心使命，党建
引领基层治理创新

“小区废弃的电线杆早该拆了，车辆经过

很不方便”“小花园可别荒废了，这次得好好利

用起来”……傍晚，和平区党员干部来到社区

居民身边，坐在小板凳上，唠家常、听意见，变

“窗口办件”为“促膝谈心”、变“被动解答”为

“主动问需”。

无论多忙，都要抽时间到居民群众中走一

走看一看。这是“和平夜话”的寻常一幕，也是

天津党建引领提高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

从繁华市区的“和平夜话”到遍布全城的

“海河夜话”，从南开区“扎根网格、血脉相融”

到河北区“来家坐坐、向您汇报”……广大党员

干部强化宗旨意识，“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

姓的这一面”。

近年来，天津用心用力用情创新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创建“向群众汇报”机制，引导组织广

大党员干部深入群众、扎根基层，做好全天候的

“服务员”、党和群众的“连心桥”，把党的政治优势

转化为强大治理效能和深厚群众基础。

“通过巡察整改，安全通道堆放杂物及车

辆占压情况没有了，个别楼层存放电动车的问

题也解决了。”河西区大营门街道蚌埠道社区

居民温世荣说。河西区南北大街社区居民郭

金浩说：“小区装上了智能挡车杆系统，居民停

车难也得到了缓解。”社区工作人员的努力，群

众看在眼里、暖在心上。

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河西区通过

“三汇报五公开”，将巡察整改情况全程“向群

众汇报”。去年以来，河西区选取 26 个社区作

为试点，收到意见建议 390 条，推动巡察反馈

的 82 个重点问题彻底解决，社区群众满意率

达 99.7%。

“‘向群众汇报’坚持效果导向，以群众满

意为标准，整改到位不到位由群众来评判。只

有解决好群众家门口的事、身边的事，才能赢

得群众的真心认可。”河西区委巡察工作领导

小组有关负责人说。

落实各级党组织书记“四个走遍”，让党旗

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推动权责下放、资源力

量向基层下沉，构建高效能治理服务体系；推

动“津治通”“津心办”平台在全市 16 个区、252
个镇街和 5405 个村（社区）全面贯通应用……

天 津 不 断 深 化 党 建 引 领 基 层 治 理 体 制 机 制

创新。

高质量发展结出硕果。截至 2021 年底，天

津人均 GDP 达到 11.37 万元，2016 年以来年均

增长 4.8%；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6 年

的 34074元提高到 47449元，年均增长 6.8%。

蓝图绘就，重任在肩。天津将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汇聚起 1400 万海河儿女的

澎湃力量，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以实际

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下图：天津海河和津湾广场 CBD 全景。

张 昭摄（影像中国）

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天津篇章
本报记者 乔 杨 武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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