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报讯【记者 张珊珊】静海区近日
举办静海 2023 年“休闲来静海 让心静
下来”文化旅游季推介会，标志着静海文
旅季全面开启。

静海正式发布 2023 年文化旅游季
活动菜单及文旅小程序，列举全年近100
项文旅主题活动，介绍文旅平台功能用
法。光合谷、独流老街、吕官屯等30多个
特色点位登录文旅服务平台。游客可根
据需求，浏览景区服务、预约下单。

静海文旅季“每月一主题，周周有
新意”，按月分为春日静海、清凉静海、
冰雪静海等10个章节，凸显不同季度、
时节特色，将在全年接连举办“桃桃蜜
呦”采摘游、“缤纷海棠”开耕节、水上
欢乐嘉年华、“非同凡响的夏天”第二
季等主题活动。

目前，“感知春意”植树节系列活动、
吴桥马戏团表演、“莓柿来采摘吧”采农
鲜、“迷踪拳”武术展演、“大美沿庄”桃花
节正在进行中。

静海相关负责人表示，静海的文旅
融合遵循独有的风格。在“文旅菜单”
中，一项项游玩场景，包含探险、夜市、采
摘、骑行、露营等 20 多种。2023 年，静
海将重点提升休闲文旅品牌，把更多文
化内容、文化符号融入旅游线路景点，实
现全区文旅资源从单一到多元、从点状
到集群的多维度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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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生态屏障海河教育园区国家会展中心

“三张好牌”打出津南发展特色

静海文旅季全面开启
全年近100项主题活动

武清项目荣获3项
省部级QC成果一等奖

东丽整合农商文旅体资源活动贯穿全年

2023 看民生看民生
话发展话发展

4月22日，东丽区举办了“看遍
东丽春 尽享湖光美”——2023年东
丽区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大型直播
推介活动。2023 年，东丽区积极整
合农商文旅体资源，结合区域特色，
精心策划了4大主题28项系列活动
并贯穿全年。

“品味东丽”主题系列活动。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出草莓音
乐节、乡村音乐会、恒大“剧”有趣、
非遗进景区、盛夏莲花文化艺术节、
第三十二届“东丽杯”文学评选颁奖
会等7项精品文艺活动，通过音乐、

非遗、国风舞蹈、文学等文艺形式，
让游客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精髓。

“悦动东丽”主题系列活动，推
出京津冀皮划艇桨板赛、“大美天
津”东丽湖自行车生态巡回赛、第四
届东丽湖文化旅游体育节3项大型
活动。同时开展卡丁车邀请赛、垂
钓邀请赛、马术交流活动等休闲运
动项目。

“燃情东丽”主题系列活动，打
造集休闲、娱乐、亲子活动于一体的
新体验。

“乐享东丽”主题系列活动。举

办“七夕”葡萄采摘节、农民丰收节
等5项田园体验式活动。

此外，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充满活
力的东丽湖IP形象——湖东东、湖小
丽和湖呀鸭。在人物形象设计上，东
丽湖的湖水凝聚成为东东和小丽的
头发，人物发饰、服饰体现出了这里
莲花、水上运动、露营等特色。东丽
区还有机整合区域资源，汇集东丽湖
农业、商业、文旅以及体育类等企业，
建立东丽湖农商文旅体产业联盟，形
成定期沟通机制。

新报记者安元赵秋艳

构建绿色生态环境

“现在餐桌上有不少咱津南本
土的品牌特产，你看这喷香的小站
稻，脆甜的葛沽萝卜，汁丰味美的南
义葡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咱
这津南的水好土肥，种出来的东西
都好吃。”津南区农民老郑说起当地
特产不无自豪。据了解，2023 年津
南区在农业发展上也将持续发展优
势项目。例如，推动小站稻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建设；做好

“土特产”文章，打造农业产业龙头
和“津农精品”生产展示基地，建设
生态智慧农业产业园；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和“三美四乡”，加快推
进西官房、西小站等6个乡村振兴示
范村建设等等。

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
山”，2023 年的津南区也将展现成
效。今年，津南区认真落实“871”重
大 生 态 工 程 ，新 增 植 树 造 林 300
亩。开展增殖放流活动，建立智能
物联网管理系统。完善公共配套服
务设施，建成城市生态会客厅，有机
衔接国家会展中心与绿色生态屏
障。将绿色生态屏障“生态资源”转
化为“发展资产”，增强绿色生态屏
障“水库 、粮库、钱库、碳库”功能。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
交通运输结构，加快形成绿色低碳
生产生活方式，打造宜居韧性智慧
城市。环境治理方面，聚焦氮氧化
物和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强化 PM2.5

和臭氧污染协同控制；深入开展“清
洁河湖”“健康河湖”等专项行动；强
化建设用地准入管理，协同推进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

创新发展做强科技

科技发展在今年也将成为津南发
展的重头戏。据了解，津南区将着力

做强科技创新引擎顶层设计天津“智
谷”，统筹推进海河教育园、津南经开
区、海教投公司等机构改革，积极争创
国家级开发区。谋划建设天开（津南）
高教科技园升级南开大学研究院、海
棠众创大街等现有载体，高效运营海
棠科创园暨天津大学科技园，加快建
设天开智慧小镇起步区，策划启动高
研园规划建设，重点发展人工智能、合
成生物等高新技术产业，完善科技型
企业梯次培育体系，精心引育一批“专
精特新”种子企业“小巨人”企业和制
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打造高端产业集
群，高标准规划建设一批头部企业配
套园区和特色园区。

国家会展中心的投用为津南区的
会展经济带来蓬勃生机。据悉，今年
该区将以展招展、以展招商，引进知名
品牌展会，培育本土特色品牌展会。
展产联动，引育会展龙头企业和新兴
会展产业项目。充分发挥国家会展中
心（天津）桥头堡作用，加快建设“北方
会展之都”。充分激发城市消费活力，
提升打造6条特色街区。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高标准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
解，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招商引资
共享平台。全年引进京冀方向项目
120 个。纵深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深化预算管理制
度改革，建立完善“三保”支出预算
事前审核机制。加强会展经济区管
委会机构建设，健全大型展会服务
保障体系，提高国家会展中心运营
效能。全力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
设，举办面向全球的投资促进大会
和招商推介活动。加大项目储备力
度，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推进实施社
会投资类和政府投资类项目285个，
计划总投资 352亿元。

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支持、

鼓励、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发
展，持续抓好“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
展26条”政策落实。实施优化营商
环境三年行动计划，加快完善政务
服务“一网通办”，提升政务服务全
程电子化水平。构建以信用监管为
基础的新型市场监管体系。

提升百姓生活品质

提升百姓生活品质方面，津南
区也将开展一系列工作。深入实施
垃圾分类，打造4个垃圾分类示范街
镇；加强城镇交通综合治理，建成智
慧停车综合管理平台；加快推进“智
慧津南”PPP项目一体化运营；建设
全国青年发展型试点城市；加快北
闸口镇春成园和辛庄镇白塘口还迁
安置房建设，巨葛庄还迁房部分主
体竣工；启动城市更新项目，提升改
造一批老旧小区和还迁小区；持续
优化公共交通布局，开通调整10条
公交线路；深入推进“四好农村路”
建设；持续开展电动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提升工程等等。同时，津南区
还将实现“零就业家庭”实现动态清
零；成功探索短期托老、“物业+”、

“田园+”及医养结合等多种养老模
式；新增公办和普惠性民办学前教
育学位2070个，新建天津实验中学
津南学校，投入使用南开学校雅润
路校区，中小学课后服务开设率
100%；搭建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信息
平台，在268个村（居）成立社会救助
工作站；11 家慢病管理中心投入使
用，家庭医生有效签约人数超过 22
万……积极探索市域社会治理新路
径，组建“全科”网格员队伍；城市运
行管理中心投入使用，完成居民户
内燃气设施“六个百分百”改造 6.1
万户，打造14个消防安全示范社区。

新报记者张艳
图片由津南区委宣传部提供

4月18日，中国一冶武清项目QC小
组3项成果均荣获天津市建设系统2023
年度QC小组活动一类成果。

《提高水平旋喷锚索施工进度》成果，
有效解决了旋喷锚索机施工中存在用时
过长问题，加快了施工进度，节约了旋喷
桩机工程费用。

《提高电渣压力焊外观质量一次验收
合格率》成果，提高了施工现场竖向钢筋
连接施工质量，减少了因为焊接外观质量
不合格造成的返工，节约了材料以及人工
成本，缩短了工期。

《后浇带处模板支设装置的研发》成
果，致力于研制一种后浇带处模板支设装
置，替代后浇带模板支设现有做法，满足
建设单位对于后浇带模板封堵率提高的
要求。

下一步，项目部将继续开展QC小组
活动，充分应用QC小组成果，积极探索工
艺改进和合理运用，不断深化总结，使项
目施工质量达到更高水平。

新报记者安元通讯员刘星河

在津南，“绿谷”330平方公里绿色生态屏障

蓬勃生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随着小站稻振兴

计划的推进，传承千年稻耕文明的小站稻在津南

区创建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绿色

生态屏障、海河教育园区、国家会展中心成为津

南区的“三张好牌”，2023年，津南区将做实做强

绿色生态标志区、创新发展聚集区、会展经济功

能区、城乡融合典范区，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

天津重要增长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