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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余家特色夜市相继开张余家特色夜市相继开张

东丽东丽““夜经济夜经济””烟火蒸腾新活力烟火蒸腾新活力

西青区人民政府会同相关单位近日启
动“品质生活季 汽车嘉年华”2023年西青
区汽车促消费活动，发放购车优惠补贴。

西青区财政安排专项资金1000万元
补贴购车消费，适用以个人名义在活动合
作企业购置新车的个人消费者。凡在西
青区汽车销售企业购买“国六”标准燃油
车或新能源汽车且为7座以下（含7座）家
用新车的消费者可享受如下政府补贴政
策：购车金额5万元（含）至15万元（不含）
的补贴1000元/辆；购车金额15万元（含）
至25万元（不含）的补贴2000元/辆；购车
金额25万元（含）至35万元（不含）的补贴
3000元/辆；购车金额35万元（含）以上的
补贴4000元/辆。其中，购车金额指使用
政府消费券补贴前《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中“价税合计”金额，“新能源汽车”需符
合国家相关认定标准。

另外，针对购买新能源汽车（纯电）
的个人消费者，政府额外提供专项补贴
政策。 新报记者张珊珊

为切实加强公司应急管理工作，提
高公司管理人员安全意识及自救互救能
力，6日上午，中国一冶天津公司开展“人
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安全应急知识专
题培训。培训采取“现场+视频”双会场
方式开展，参训范围覆盖该公司机关各
部门、各项目经理部。邀请天津安居消
防中心专业培训讲师授课。针对灭火器
的种类以及电器事故、压力罐爆炸事故、
车辆燃火事故、燃气爆炸、逃生与救援等
几个主要方面的问题，通过近几年国内
发生的一些事故案例以及现场触目惊心
的画面讲解，不仅增强了全体员工的消
防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还进一步加深
了对火灾和爆炸危害的感性认知。

新报记者安元通讯员张志建文/摄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找准坐标定位

静海区打好“健康牌”打造“五地建设”

专题培训

讲解安全应急知识

西青区

千万元补贴购车族

河西区

首届“人才节”启动

夏季已至，夜色消费的精彩序
幕悄然拉开。近日，东丽区10余家
特色夜市相继开张，点亮了夜幕下
的繁华，也启动了区域消费的发动
机。今年以来，东丽区深挖“夜经
济”潜力，积极发展业态丰富、主题
鲜明的品牌夜市，夜间消费活力正
在持续释放。

更多休闲选择丰富业余生活

在东丽，各类夜市成了夜间“顶
流”。入夏以来，华明东区夜市、福
煦广场夜市、东丽湖水花街夜市、东
环广场夜市、汇城广场幸福里夜市、
金钟夜市主题市集、重返“80 年代”
沉浸式文旅体夜市、今日宜 ART
FAIR——“I Club夏季风艺术巡游”
夜市等10余家夜市陆续开市纳客。

小吃、休闲、潮玩、娱乐一应俱
全，占地 20000 平方米的华明街道
东区夜市将各种新鲜潮流元素融汇
聚集，打造出夜色下的“嘉年华”。

“我们从南开区开车过来，半个多小
时的车程，吃个饭再逛逛街，既能换
个约会的地方，路程也挺顺。”跟男
朋友一起逛街的陈小姐表示，夜市
经济的兴起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休
闲选择，让业余生活丰富起来。

“上次在这里淘到一款限量版
手办，回去在朋友圈好好炫了一

把。”正在读大四的张昕是个潮玩
爱好者，“今天我要再碰碰运气，看
看还有什么新鲜玩意儿。”与传统
夜市以美食为主打的定位不同，华
明夜市的时尚休闲风格更为突出，
也因此吸引了各区市民驻足，开业
初期，这里的日客流量最高达到 4
万人次。

“走心”服务将流量变“留量”

夜市过瘾却容易带来环境问
题，东丽区今年夏天多点开花的夜
市经济也在城市管理方面下足功
夫。比如，以往环境脏乱差的万新
街道天山夜市，统一规范管理后给
消费者留下的只有火爆、整洁、经
营有序的印象。烤梨铺子的经营
者张宏松原先是附近的流动商贩，
得知天山夜市开市的消息后，赶紧
报名进驻，在夜市里有了一席之
地。“我们做生意都图个长长久久，
谁不希望能有个固定摊位呢？”张
宏松说，“现在好了，不仅特别踏
实、安心，我也敢放开手脚去干了，
每天准备几百个梨也不愁卖，收入
更是翻了一番。”

“接下来，我们将以东区夜市为
起点，通过打造品牌夜市、文化市集
发展‘夜经济’，通过‘走心’服务将
流量变‘留量’。”华明街道负责人表

示，为了让市民体验到“夜经济”的
繁华与便捷，华明街道针对停车位
紧缺的问题，在原有“4000 平方米
停车场+500 个停车位”基础上，仅
用时不到一周就开辟了新区域，又
增加了近 200 个停车位，并及时收
集消费者在网络上发布的评价反馈
信息，梳理走访中发现的问题，列出
清单，改进经营中的不足。

百场活动为消费再加把“火”

东丽区选择把繁荣“夜经济”作
为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城市活力的
重要手段，通过“政府引导+主体参
与”的运营模式，不断创新形式、丰
富载体、拓展业态、营造氛围，增加
夜间餐饮、休闲娱乐等消费场景，更
好地满足群众个性化、多层次、品质
化的夜间消费需求。与此同时，东
丽区商务局将联动各街道、各夜市
打造“N项”实实在在的促进夜间消
费活动，不断推动夜间经济街区规
模化、专业化、特色化、新颖化发
展。今年，将推出贯穿全年的品美
食、逛市集、游夜市、享非遗、乐邻
里、赏音乐等近百场活动，为消费再
加一把“火”。

新报记者安元赵秋艳
通讯员靳雅菲

摄影通讯员孙天枢

如何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找准
坐标定位？面对这道战略大题，静
海给出了答案。静海结合基础条
件、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围绕打好

“健康牌”、着力打造“五地建设”，即
打造先进制造创新地、健康产业聚
集地、晚年幸福康养地、体育健身打
卡地、休闲旅游目的地。

制造业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静海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
向，提升企业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
术中心研发能力，加大规上企业设
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力度，巩固全国
焊管生产基地、全国五金制品出口
基地、中国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之
都、中国乐器产业基地优势地位。
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优化产业结构。

健康产业是静海的特色优势产
业。静海围绕“中国医学科技创新
体系核心基地天津基地”“中国医学
科技创新体系核心基地天津基地”
这两个基地，打造中西医“双航母”
医疗集群。

静海还是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
服务改革试点区，同时在京津冀协
同发展中重点承接医疗养老产业。

以此为契机，不断完善基本养老服
务体系，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
康养需求。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能
力，打造服务京津冀的区域诊疗中
心。推进养老机构医养融合发展，
加强基层养老载体康养能力建设，
提升康养数字智慧平台。

静海从来不缺少运动细胞，依
托23座专业化、国际化体育场馆集
聚优势，加快建设覆盖全民、统筹城
乡、设施完善的高水平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体育强区。持续

提升环团泊湖国际体育圈辐射力、
影响力、吸引力。创新开展全民健
身运动，建立完善群众身边的赛事
活动体系。

结合“东湖西林”大美生态格
局，静海推动文化、生态、乡村、商
贸资源与旅游深度融合，促进休闲
旅游产业加快发展。打造“旅游+
商贸”新场景，打造天津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的静海地标商圈和区域
消费中心。 新报记者张珊珊

图片由静海区委宣传部提供

6 日，“数字引领人才赋能，信创驱
动创新发展”天津信创及数字产业人才
与产业融合发展高峰论坛暨首届“河西
人才节”启动仪式举行，同时揭牌天津信
创及数字产业人才培养基地。

活动发布10项人才节系列活动，包括
开展“百年树人·智汇西岸”人才林揭牌仪式
暨人才专线游活动、“科技创新·放飞梦想”领
域科技前沿的无人机表演灯光秀、“津遇良
缘·缘随心动”单身青年人才联谊活动、“科
创中国·天津行”工程设计领域创新发展高
峰论坛、“大国工匠·精神传承”高技能人才
风采展、“金融助力，人才赋能”成立金融人
才创新创业联盟、“青春不散场·毕业留河
西”大学生招聘会、“人才吹哨·部门报到”人
才服务直通车等内容，并将召开新闻发布
会，解读河西区人才引育一揽子政策。时
间跨度为6月6日至7月7日，推动更多人才
关注河西、选择河西、扎根河西，与河西同发
展、共成长。 新报记者赵秋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