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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3年 全市基本养老参保人数近千万人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清代宫廷钟表修复与制作技艺传承体验基地清代宫廷钟表修复与制作技艺传承体验基地””

入选市级非入选市级非遗遗传承体验基地传承体验基地

推进全民参保计划

主动对接相关部门，开展数据共
享，精准排查锁定扩面资源，推进重点
群体参保。截至2023年底，全市基本
养老、工伤、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
到 998.38 万人、412.79 万人、403.59
万人。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参保扩面新增 36.09 万人，整体呈现
出稳中向好的势头。

提升社会保障待遇

调整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惠
及全市 331.8 余万人；提高失业保险

金标准，月人均增加 80 元；提升工伤
保险长期待遇标准，惠及工伤职工及
供养亲属1万余人。持续推进困难群
体参保代缴工作，为3.08万困难人员
代缴养老保险费2279.85万元。

加强社保卡应用建设

以第三代社保卡为载体，整合社
保、医保、工会及银行卡金融服务，实
现“四卡合一”。完善惠民惠农“一卡
通”服务平台建设，累计发放惠民惠农
财政补贴 59 亿元，涉及 1100 万人
次。持续拓展公交“老年卡”等功能，

“民生卡”应用生态逐步形成。截至目

前，持卡人数 1362 万人，人口覆盖率
超过99%，其中，三代卡持卡人数达到
552万人。

优化经办服务效能

实现44个事项“全城通办”、27个
事项“跨省通办”、23 个事项“秒批秒
办”、21个事项“全程网办”、32个事项
自助办理。在全市部署人力社保自助
服务设备 650 台，覆盖全市 248 个街
镇、21个社保分中心、22个区人社局，
以及天开高教科技园等产业园区。全
市 18 家社保卡智能服务体验中心正
式对外服务。 新报记者张艳

非遗项目“清代宫廷钟表修复与
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已三百余年，作为
这项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69 岁的李
秋生痴迷于钟表修复与制作，凭借高
超的水平，让这项非遗技艺得到传承
与发展。

李秋生的工作室犹如一个钟表博
物馆，从复刻的故宫博物院钟表馆的
古钟，到由他设计制作并畅销海外的
多款钟表，无不让人惊叹其技艺的高
超。其中，一个金碧辉煌的塔状钟表
最引人注目。“这是铜镀金嵌料石升降
塔钟，是仿造十八世纪英国造的塔钟
复刻的，原件在故宫的钟表馆里。”李
秋生说。升降塔钟基座上的九层塔，
每到整点便会随着中国民间乐曲《茉
莉花》的旋律缓缓升起，再启动按钮，
塔身又慢慢降落。一座联动设计的
钟，更让人感觉趣味横生。到了整点
报时时，水先流动起来，然后小鸭子也

动起来，之后六角亭内的帘子卷起，最
后里面的小铜人转出来敲钟。

暗藏机关的钟表看似有趣，但对
于修复和设计、制作者来讲，背后付出
的心血和时间远超人们想象。李秋生
说，这项非遗技艺对传承人的要求很
高，“需要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首先
得知道过去那些钟表的结构，还要对
钟表制作的过程、每一项工艺都有深
入了解。钟表是精密仪器，不同国家
的钟表，夹角、齿形、直径各有各的算
法。想要修复一座钟表，就要对这些
知识有全面了解。”

“第一代传承人是我爷爷，听我父
亲说，爷爷是一个在宫廷做钟处工作
了15年的钣金工，从宫里出来后，在北
京开了‘生古斎’钟表铺，既修理钟表，
也制作钟表。”从小的耳濡目染，让李
秋生最终也像爷爷李培明、父亲李喜
宽那样，成为“修补时光”的人。

李秋生作为清代宫廷钟表修复与
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自幼随父
亲李喜宽在家学习修钟、制钟。家庭
环境的耳濡目染、机修的工作经历、机
械制图与相关古董珠宝鉴定的学习，
再加上个人的兴趣爱好、悉心钻研，使
得李秋生能完成各种高难度的清代宫
廷钟表修复。修了一辈子钟表的李秋
生从 1994 年起就一直为故宫博物院
古钟表修复提供损坏与缺失部件修复
与制作服务。2022年4月还受邀参与
故宫与颐和园的联合修复工作，对颐
和园内的一对部件残缺且顶部有缺失
的升降塔钟进行修复。如今，他的徒
弟也已经能独当一面。与钟表打了一
辈子交道，李秋生仍在不断学习，他
说，希望这项技艺能够更好地传承，让
古钟表重新焕发活力。

新报记者张艳
图片由海教园管委会提供

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

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

本制度保障。2023年，市人社局坚

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助力本

市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为牵引，

以创造高品质生活为目标，扎实推

进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

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

障体系建设，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

安全感更有保障。日前，天津市人

社局向社区公布天津人社2023年

“成绩单”。

日前，天津现代职业技

术学院“清代宫廷钟表修复

与制作技艺传承体验基地”

成功入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体验基地。

据介绍，清代宫廷钟表修复与
制作技艺传承体验基地发挥天津
现代职业技术学院特色钟手表专
业资源优势，成立了天津市“清代
宫廷钟表修复与制作技艺”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李秋生大师工作
室，秉持文化自信理念，传承和发
扬文化智慧，凝聚钟手表产教融合
实践中心、大师工作室、机芯研发
中心和现代学徒制示范中心等功
能，全新打造、全新定义、全新培
育，构建五“誉”模式，通过“数字+
非遗”为技艺传承、文化传承、创新
传承搭建新载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凝结着中华
民族深厚的文化气质和精神特质，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结合特色
专业建设，打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体验基地，下一步，基地将积
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保护、
传承传播、利用发展，发挥示范引
领的作用，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示、展演、互动体验，宣传、教
育活动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
性保护水平，为人才培养搭建平
台，进一步发挥钟手表专业优势，
培育和发挥基地作用，为激发非遗
项目发展活力贡献力量。

非遗传承人李秋生：“修补时间”的匠人

李秋生大师工作室李秋生大师工作室

李秋生大师工作室李秋生大师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