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深度调研新市民、新毕业大学生需求，我市确定“十四五”期间10万套保障性租赁住房储
备目标，进而组织各区合理制定年度建设计划

■ 今年以来，共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91个、3.06万套（间），完成20
项民心工程任务目标的102%，实现投资16.25亿元

■ 2021年8月至今，累计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130个、4.16万套（间），
实现投资24.81亿元。其中，已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的项目55个、1.62万套（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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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璠）从市住房城乡建设委获悉，为扩
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着力解决困难群体和新市民住
房问题，我市住建部门因地制宜、分区施策，强力推进保
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
并举的住房制度，着力破解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难题，
努力提升新市民居住幸福成色。今年以来，我市共筹集
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91个、3.06万套（间），完成20
项民心工程任务目标的102%，实现投资16.25亿元。其
中，已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 27
个、0.86万套（间）。

用足政策 企业降成本、租户住得起

“终于有属于自己的厨房和卫生间了。50平方米的一
室一厅，每月租金2000元出头，跟合租比价格相差不大，环
境却好很多！”刚一入住，大学毕业来津创业的李晨就对天
津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赞不绝口。
他承租的这套保障性租赁住房，窗边可远眺天津之眼，

也可俯瞰海河，周边生活配套成熟，屋内配置独立空调和全
套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项目是统一户型、统一装
修。租客可以签订半年至3年的合同，租金低于同地段同
品质市场租赁住房租金，租赁期内不会涨价。”该项目运营
负责人表示。

为降低建设运营成本，减轻新市民、青年人租金负担，
我市住建部门积极推动落实支持政策。一方面，加大财政

支持力度，用好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支持保障性租赁住房建
设，在全国率先出台财政补贴政策，新建项目按照1000元/
平方米且不超过建安成本30%给予奖补，改建项目按照
600元/平方米且不超过建安成本30%给予奖补，更好发挥
资金效益，扩大房源供给。截至目前，已落实发放奖补资
金6.63亿元。另一方面，实施配套收费优惠，在落实水电
气民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对在商业、工业等用地上新建、
改建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也执行了供热民用价格，仅此
一项，每年可节省运营成本上千万元，将有效惠及新市民、
青年人。同时，还落实税收优惠政策，与税务部门定期共
享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信息，由税务部门对相关主体执行
房产税、增值税等优惠，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促进租户可负
担、企业经营可持续。

盘活房源 解决“地从哪儿来”

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解决“地从哪儿来”是关
键，尤其是中心城区地段，土地资源稀缺、拿地成本高，
容易推高房价和租金，郊区地块成本相对低，但通勤距
离较远。

去年，大学毕业的林波搬入龙湖冠寓南开区王顶堤店，看
中的就是通勤便捷：“走路去公司上班差不多10分钟，距最近
的地铁站大约600米，周末出门玩也很方便。”
两年前，这里还是一家闲置许久的集体宿舍，如今焕然一

新，出租率保持在97%以上。“刚接手时，这里的房间设施老
化，有的屋顶还漏水。改造成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既盘活了
低效闲置资源，也能减少企业的投资成本，一举多得。”公寓负
责人介绍，项目正在申请执行民用水电气热价格，未来可以进
一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和租客支出负担。

我市住建部门积极发挥市场主体建设积极性，通过非居
住存量房屋改建（包括闲置和低效利用的商业办公、旅馆、厂
房、仓储、科研教育等）、存量住宅房屋改造（包括经济适用房、
示范小城镇安置房、闲置公租房等）、非居住存量土地新建、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新建、工业项目配套设施用地新建、国有住
宅用地新建6种方式拓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筹集渠道，扩大保
障性租赁住房供给。今年以来，积极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盘
活闲置资产的工作部署，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与市财政局、市税
务局、相关区政府多次研究，拟将部分闲置公租房用作保障性
租赁住房。

（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记者从市气象
局了解到，日前，天津市人民政府正式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到2025年，我市将基
本建成智慧气象助力智慧城市建设示范
区、北方国际航运气象保障核心区和气象
科技创新发展先行区；到2035年，以智慧
气象为主要特征的气象现代化基本实现，
气象科技创新能力、高层次人才水平、气象
综合实力稳居国内领先水平，海洋气象、城
市气象、生态气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围绕加快推进天津气象高质量发展，
《意见》提出七项主要任务。包括增强气象
科技创新能力、加强气象基础能力建设、筑
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提高气象服
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等。

根据《意见》，我市将设立重大气象
科技专项，建立气象科技稳定支持机制，
强化台风、暴雨、强对流天气等气象灾害
预测预报技术科研攻关，加强数值天气
预报、气候变化模式等技术研发和应用；
建立智能精密的综合气象观测体系、无
缝精准的气象预报体系、智慧精细的气
象服务体系、优质安全的气象数据和信
息网络体系，实现提前75分钟预警局地
强天气，提前1天预报逐小时天气，提前
1周预报灾害性天气，提前1月预报重大
天气过程，提前1年预测年景气候趋势，
暴雨预警准确率和24小时晴雨预报准确
率均达到94%以上。

同时，还将加强城乡气象防灾减灾机
制建设，提高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能力
和全社会气象灾害防御水平，提升海河流
域气象灾害应对保障能力，并开展个性化、
定制化的高品质生活气象服务，满足人民
群众多元化服务需求。此外，还将提升生
态文明气象服务能力，科学应对气候变化，
助力碳达峰碳中和行动，发展生态修复型
人工影响天气业务，并打造具有国内国际
竞争力的气象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

■ 本报记者 李国惠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我们责任大、担子重，要
一茬一茬人做下去，一代一代人传下去。”天津市延安精神研
究会常务副会长祝宝钟说。

天津市延安精神研究会成立33年了，让延安精神代代相
传，是新老会员共同追求的目标。为此，他们不仅推动延安精
神进校园，帮助孩子们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还创新宣讲形
式，用延安精神教育人、感染人、激励人。
“1939年，我父亲被选为中共七大的代表，他和晋察冀根

据地其他七大代表一起，经历了半年的艰苦跋涉，突破敌人的
重重封锁线，于1940年初到达延安……”研究会副会长谷梅
带着父母在延安时期的生动故事，走入社区、走入校园、走入
单位进行沉浸式宣讲，走到哪里，哪里点赞。

老延安李学文，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6
年。多年前，由他和几位老艺术家组成的“公仆风范周恩来”
宣讲组，带着对周总理的深厚感情深入学校、社区，无论是讲
故事，还是朗诵长诗，都句句含情、字字感人，引起广泛共鸣。
这支宣讲队伍里，有耄耋之年的老劳模、老革命、老教师，也有
退伍转业军人、退休机关干部，还有工作在各个领域的中、青
年人，他们去年全年宣讲313场，受众达244712人。

延安精神，根在延安。赴延安寻根学访活动既是一次特
殊的党日活动，也是一次红色富矿探宝之旅。
“大礼堂外面的石碑上，刻着500多位七大代表的名字。

有人拿出了自己父亲当年参加七大时的代表证，寻找着木椅
上的座位号，与父亲隔空对话。”谷梅回忆起2007年七大代表
子女回延安的情景时动情地说。此后的十几年中，她多次带
领大学生赴延安学习访问，让青少年深入学习延安精神，传承
红色基因。
“我们一定会继续深入研究、大力宣传、认真践行延安精

神，让红色种子在津沽大地生根发芽、让延安精神在天津这片
沃土上继续发扬光大。”宣讲团成员、退休警官刘援朝说。

本报讯（记者 万红）9月 2日至 4日，2022中国汽车
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在滨海新区举办。来自国内
外的 1000 余位权威智库专家、汽车及零部件企业高层
精英汇聚津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探讨
产业政策取向，坚定产业发展信心，持续推动汽车产业
高质量发展。

本届论坛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中国汽
车工程学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汽车报社共同主办，
天津经开区管委会特别支持。围绕“强信念、稳发展、开新
局”的主题，论坛通过全体会议及10余场专题论坛等研讨
汽车行业发展战略动向、政策标准取向、企业战略布局、市
场需求变化、前瞻技术发展方向等领域的热点议题。
如何准确把握汽车产业发展脉搏？中国汽车技术研究

中心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安铁成表示，不仅要立足当
前，积极应对发展挑战，提升产业安全性、稳定性，更要着眼
未来，着力构建绿色、智能、安全、稳定的新发展格局。他建
议，扩大新能源产业先发优势，助力品牌向上实现新突破；

攻堵点、克断点，稳固汽车产业内循环，并以产品为基底实
施“出海”战略，打通汽车产业外循环。同时，坚持新基建赋
能，坚持数字化升级，坚持服务引领。
当前，数字化、智能化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实现可持续增

长的新引擎。汽车产业也正用数字化技术实现转型升级的
跨越式发展。作为互联网科技企业代表，腾讯副总裁、腾讯
智慧交通和出行总裁钟翔平认为，随着百年汽车产业与新
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智能汽车成为各项科技成果的应
用前沿，科技创新凝聚效应愈发凸显。云计算等数字技术，
将成为加速汽车产业升级的新生产力，助力企业构建数字
时代竞争力。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兴亚聚焦新能源汽
车发展。他提出，大国正在抢占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地，产
业竞争日趋激烈。要发挥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作用，营造全
球领先的产业发展环境；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并重，打造稳定
协同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生态；同时，大力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建议企业和政府联合攻坚，为新能源车的用户创造全球领先
的使用场景。

此外，该论坛的欧洲分论坛还首次在德国南部城市慕尼
黑举办。来自中国和德国的汽车业界人士等线上线下相结
合，围绕政策标准、市场准入、检验检测和战略规划等进行交
流，共同探讨中欧、中德汽车产业发展。

我市强力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

提升新市民居住幸福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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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举办

千余专家精英 津门把脉献智

深入研究 大力宣传 认真践行

让延安精神在津沽大地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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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迪 摄

本报讯（记者 王睿）近日，中新天津生态城出炉一组最新
数据：截至8月中旬，市场主体总量达22777家，同比增长
117.89%。其中，企业占10016家，同比增长19.46%；个体工商
户总量为12761户，同比增长516.77%。按照生态城常住人口
13万人计算，平均每6人拥有1户市场主体、平均13人拥有1
家企业。
自生态城启动建设以来，区域营商环境持续改善，投资贸

易便利度不断提升，市场活力日益增强。今年，生态城各类市
场主体数量呈稳步增长态势，平均每月新设企业约130家、新
设个体工商户约1045户。

生态城注册企业破万家

平均每6人拥有1户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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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华奖展演精彩继续

12部剧目与观众相约“云端”

天津卫视今播

“十三艺节”开幕演出

● 做好“新”字大文章

● 释放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 持续扩大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释放市场优势 携手合作共赢
——从2022服贸会成就展看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新跨越

从9月3日起，在北京举行的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交易会对公众开放。图为3日，观众在首钢园区参观游览。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在世界经济增长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
国服务贸易发展亮眼“成绩单”，印证新时代大国
经济发展之变。

2版

俄称发现多处设备故障 德称天然气供应仍有保障

“北溪-1”完全停气4版 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