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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天津市河北区新开河街道芳草园小区，路

面整洁、绿树成荫，不少居民在休闲区乘凉聊天。

“过去环境脏乱，人们把我们小区叫作‘荒草

园’。”65 岁的王兰琴回忆。小区有 7 栋居民楼、500
多户居民，建成于 2000 年。先后有 3 个物业公司因

服务不善与居民发生矛盾，无法经营下去。

“根本原因是缺少‘主心骨’。”王兰琴说，小区

业委会成员意识到，只有将党组织力量渗入基层社

会治理的方方面面，才能切实办好老百姓的事。

“近年来，我们持续推进治理体系建设，不断强

化党组织对基层治理引领。”芳草园社区党委书记

史伟介绍。

2017 年底，在社区党委支持下，芳草园小区启

动业委会换届程序，新当选的 5 名业委会成员中有

4 名是党员。

2018 年，业委会选聘康顺达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服务管理小区。业委会向物业公司派出党建指

导员，帮助其成立党支部，每个月都会开展一次共

建活动。“我们自觉接受业委会监督，年底向社区党

委述职。”物业公司经理刘金柱说，“党支部在物业

公司和居民之间架起了一座桥，加强了双方沟通。”

集中清理建筑垃圾、修好多年不亮的路灯、对

坑洼的土路硬化处理、收回常年被私人占用的车棚

……多方努力，不到一年，芳草园焕然一新。小区

物业费缴纳率 90%以上，业主满意率达 92%。2019
年底，社区党委授予物业公司“红色物业”称号。

2019 年，河北区被民政部确定为“全国社区治

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创建主题为“建立健全党

建引领、多方联动的社区物业服务管理体系和长

效机制”。

党建引领强基层
本报记者 李家鼎

盛夏时节，荷花飘香。天津市宝坻区牛家牌镇

赵家湾村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

在藏书 4000 余册的图书馆，孩子们或阅读儿

童绘本，或沉浸在 5D 投影中感受科技的魅力。“这

里还有七彩公益课堂，我最喜欢书法课。”西老鸦口

中心小学三年级学生庞宇宸说。“我们组织了村风

家风大家谈，讨论可热烈了。”在赵家湾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赵家湾村党支部书记董永忠说。

赵 家 湾 村 是 天 津 市 文 化 阵 地 建 设 的 一 个 窗

口。“依托村党群服务中心，配备高标准图书室、妇

女之家、儿童之家等，打造成多功能融于一体的综

合平台。”董永忠说，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以来，

村里累计开展活动 160 余场次，村民精神风貌更加

向上向善，邻里之间更加和谐。

“整合党群服务中心、文化馆、图书馆等窗口单

位，打造‘100+N’个实践基地；打造志愿宣讲、教育

服务、文化服务等平台，更好地满足了百姓‘15 分

钟生活圈’的需求。”宝坻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

公室负责人说。

近年来，天津文化事业蓬勃发展。85 个街镇

和 2363 个村居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全面达标；图

书出版总印数从 2016 年的 6425 万册增加到 2021
年的 9417 万册；由 900 多位文艺家组成文艺志愿服

务队伍，开展文艺志愿服务 500 余次；自 2016 年起

连续举办市民文化艺术节，文化浸润入脑入心。

从“津味”十足首座相声文化主题地铁站，到全

国首个“家国情怀·党风楷模”革命文化主题车站

……近年来，天津大力实施“公共文化进轨道”，将

党的历史、优良传统、辉煌成就，巧妙地与车站共享

空间有机结合，拓展了文化传播空间。

文化服务润心田
本报记者 武少民

“你看现在这地面都一样高了，之前卫生间台

阶得有一个手机这么高。”天津市和平区朝阳里社

区居民李阿姨说，老伴走路不便，卫生间的台阶成

了老两口每天生活必经的“坎儿”。去年，和平区民

政局推动适老化改造，解决了老人的这个烦心事。

和平区老旧小区多，室内和小区公共空间一些

地方台阶高、无防护、轮椅难进出。按照“一小区一

策”“一楼一策”“一家一策”原则，和平区稳步推进

适老化改造。室内实施地面台阶拆除，安装扶手；

小区里改造防滑坡道、添置歇脚凳。

天津市 60 岁及以上常住人口 300.27 万人。自

2020 年起，全市范围推动实施适老化改造工作，与

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相结合，打造老年友好型

居住环境。

配套服务也在同步推进。2019 年以来，天津

在全市开展老年人助餐服务，推动街道社区开设老

年人食堂 1700 多个，老年日间照料中心 1357 个，

190 万老年人享受到助餐服务。

针对老年人“小病不出社区”的愿望，天津在居

家养老中心嵌入社区卫生服务站，开通医保专线。

为老年人提供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就近取药、临时

特需上门以及康复护理、健康筛查等服务，同时和

大医院建立医联体合作。

对于低收入、特殊困难群体，天津健全多层次

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职工大病医疗保险制度，养老、

工伤等保险待遇及医保门诊报销待遇等稳步提高。

城乡低保、低收入家庭救助、优抚对象抚恤补助等标

准连续提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实现城乡统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天津用实际行

动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社会保障惠民生
本报记者 龚相娟

从位于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的鑫洋园小区

居民刘德光家中远眺，一片蓝绿交织的美景尽收眼

底。每天清晨，69 岁的刘德光漫步于这片茂林之

中，和三五老友相约赏花赏叶，很是惬意。

曾经的咸水沽镇，海河沿岸的村庄过度开发，

生态环境差。2017 年起，天津在“津城”和“滨城”

间，选中 736 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中心城区面积的

土地，规划建设一条绿色生态屏障。刘德光曾居住

的北洋村，就位于“绿屏”腹地。

“绿屏”分为一、二、三级管控区，在津南区的一

级管控区内，“宜林则林、宜湿则湿、宜田则田”，以

“自然、天然、圆润、野趣”为主基调展开规划，力争到

2025年蓝绿空间占比达 90%，森林覆盖率达 25%。

“从来没有接过这么大规模的造林任务。”津南

区农业农村委林业科负责人李焕介绍，津南区曾是

“退海之地”，土地盐碱化严重，想开展大规模造林

工程，首先要做好土壤改良。

经过近 4 年努力，津南区共栽下乔木、灌木 312
万株，新增造林绿化面积 6.4 万亩、花草地被和水生

植物 70 余万平方米。“你看现在的咸水沽湾，林、田、

湖交相辉映，生态林错落有致、色彩分明，已经成了

城市居民近郊游的网红打卡地！”李焕颇为自豪。

气 象 部 门 数 据 显 示 ，相 较 于 2017 年 ，

2020 年津南区相对湿度上升 9.6%，绿色生

态 屏 障 已 使 天 津 中 心 城 区 东 南 部 增 湿

2%。

2016年，作为北洋村老村支书，

刘德光带头搬进了回迁房。“生

态修复利于子孙，咱老百姓没

理由不支持！”刘德光说。

生态绿屏织锦绣
本报记者 李家鼎

“10 多 年 前 ，航 空 公 司 想 租 赁 天 津 制 造 的 客

机，还得跑到国外绕一大圈，用国外的租赁交易模

式完成交易。现在在天津东疆综保区就能搞定。”

东疆融资租赁局副局长时金凤正和一家航空公司、

一家飞机租赁公司的业务负责人召开电话会议。

时金凤介绍，“飞机租赁是很多民航运输企业

引进飞机的主要形式。当时，管委会与海关、外汇、

税务等部门一起探索，在租赁公司引进境外飞机的

缴纳进口关税、增值税等环节率先实现突破。”

“东疆综保区在企业服务、海关通关等方面形

成了完整的模式。我们这 5 年引进了 45 架飞机，开

展国内首单直升机经营租赁飞机资产包业务，都是

在这里完成的。”南航租赁总经理许峰说。

2011 年开始，东疆综保区先行试点租赁公司

享受国家便捷外债通道、飞机租赁进口优惠税率等

优惠政策。 2015 年获批建设国家租赁创新示范

区。首创保税进口租赁、出口租赁、跨境转租赁等，

形成 40 多项租赁创新模式。改革创新中，东疆租

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租赁资产规模增长至 1.3 万

亿元，成为全国最大的租赁产业聚集区。

东疆综保区十年蝶变，是天津不断深化改革开

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缩影。创新来自市场需求，

改革与开放形成合力。东疆综保区所在的天津自

贸试验区前不久将市场主体登记注册由行政许可

转变为行政确认。深入推进改革，天津企业开办时

间压缩至 1 个工作日以内。持续提升跨境贸易便

利化水平，天津口岸进口、出口整体通关时间由

2017 年的 129.8 小时、20.8 小时分别压缩至 29.5 小

时 和 0.74 小 时 ，口 岸 营 商 环 境 跃 升 至 全 国 领 先

水平。

先行先试谋创新
本报记者 靳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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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南开区绮华里社区居民

练习柔力球。

王英浩摄（影像中国）

图③：和平区万全小学学生参

加户外体育活动。

刘东岳摄（影像中国）

图④：航拍天津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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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 月 1 日，新修订的《天

津市特困人员认定管理办法》正

式实施，降低特困人员认定门槛、

提 高 审 核 确 认 效 率 。 在 持 续 推

动城市各项事业发展的道路上，

不让一个群众掉队，天津用实际

行动为特困人员筑牢保障网。

2013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天津考察时强调，着力保障和

改善民生。党的十八大以来，天

津聚力办好民生实事，想群众之

所 想 ，急 群 众 之 所 急 ，把 更 多 精

力 都 用 在 让 老 百 姓 过 好 日 子

上。一项项暖心举措，构成津门

百 姓 的 幸 福 密 码 ，彰 显 着 城 市

温度。

把民生实事办好，必须把着

力 点 放 在“ 关 键 小 事 ”上 。 去 年

11 月初，在河东区春华街道瑞金

里社区张春芳大娘家采访，伴随

着暖气管道哗啦啦的流水声，大

娘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每年

都提前半个多月听到这动静，每

每听见，都觉得心里热乎乎的。”

截至去年，天津已连续 6 年提前

开栓供热、延后结束供热。开设

社区老人食堂、嵌入社区卫生服

务站；近两年新增学位 13.4 万个，

全 市 学 前 教 育 学 位 总 量 达 到

36.67 万个……民生无小事，枝叶

总关情。在津门采访这几年，切

身体会到，在关乎群众切身利益

的事情上肯下功夫，把群众最关

心的事当成民生政策的着力点，

天津把一项项民生工程办成了直

抵人心的暖心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

期工作，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要实

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良性循环。”过去 5 年，天津

将 75%的财政支出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汇聚多

方力量，借助大数据平台、信息化手段织密困难群

众兜底保障网，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

度；打响棚改攻坚战，30 万居民搬进新家……

为人民幸福不懈奋斗，需要各级党员干部勇于

担当作为、善于倾听民声。在和平区，领导干部走街

入户与居民唠家常、交朋友，了解群众烦心事，临走

时留下联系方式，带走问题清单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全市各委办局一把手相继登上电视，群众代表现场

提问，领导干部现场作答……天津开创“向群众汇

报”机制，让为民服务常态化长效化，努力打通为民

服务“最后一米”。把“我为群众办实事”融入日常、

抓在经常，一面面鲜红的党旗在津沽大地的基层一

线高高飘扬。

对于一座拥有 1400 万人口的现代化大都市而

言，办好民生实事的“成色”，决定城市的“底色”。期

待未来的日子，更多行动能够照见初心，更多暖意能

够充盈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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