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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泓秋韵 奔腾大运河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一期投资6.5亿
元的中策橡胶高端绿色轮胎制造产业链提
升改造项目、总投资7亿元的加拿大斯凯
杰科高空作业平台亚太区总部及生产基地
项目、总投资32亿元的中国石化催化剂有
限公司天津新材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今年9月以来，我市众多工业大项目开工
建设，从而使我市在建重点工业项目总数
达到398个，总投资达到2902亿元。记者
获悉，众多工业项目建设在国庆假期也未
停歇。

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供的“工业
开工在建和竣工投产项目汇总”表上，总
投资16亿元的长城新平台建设项目、总
投资32亿元的恒大新能源汽车（天津）有
限公司技术改造项目、总投资30.17亿元
的高效太阳能叠瓦组件智慧工厂项目、
总投资 26.45 亿元的节能型功率器件用
半导体单晶硅片项目、总投资18亿元的

天津电装电机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驱动电
机及逆变器械生产项目等9个总投资超过
10 亿元的大项目显示已经在今年竣工投

产，从而使全市前三季度竣工投产的重点
工业项目达到105项。
“我们发挥好市工业项目领导小组办

公室统筹协调作用，及时通报工业投资和
项目建设情况，强化市区两级多部门协同，
跟踪项目进度，协调解决项目问题，促进项
目建设和竣工投产，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工业大项目带动下，
天津工业动能转换持续推进。今年前8个
月，全市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6.2%，快于规上工业6.7个百分点，占规上
工业比重14.3%。许多新兴产品产量保持
快速增长，环境污染防治专用设备增长
78.4%，铝材增长 30.6%，锂离子电池增长
27.6%。前7个月，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增长5.7%，比上半年加快0.7个百分点，营
业收入利润率达7.2%。
“我们抓好在建工业项目同时，持续扩大

储备项目规模，预计年底前再开工93项，补
充工业投资增量，增强高质量发展后劲。”该
负责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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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节目《江河奔腾看中国》
讲述天津与大运河的故事

守护千年水脉 传承运河文化

■本报记者 陈忠权

一河清水，两岸碧绿……国庆假期，大运河武清段八孔
闸处的郊野公园成了市民休闲娱乐打卡地。
“你看大运河的水多清澈，水面多宽阔，还有芦苇和荷

花，这里的景色太美了。这几天我们都来这里赏美景、拍
视频、发朋友圈，分享给亲朋好友。”多位当地居民一边拍
摄，一边赞叹。

武清区水务局相关部门负责人陈振介绍，大运河在武
清区全长约62.7公里，流经6镇70多个村。为把古老的大运
河建设得更加美丽，他们积极实施河道清淤、护坡、蓄水等
工程。截至目前，已对52.5公里河道进行了清淤治理，总投
资近14亿元，治理后的河道底部宽度都在32米以上。

随着大运河水环境质量不断提升，两岸生态系统日趋
完善，乔灌草植被科学配置。金秋时节，走进位于该区多个
沿河村庄的果林风景带，大片的果树上硕果满枝，香甜味
扑鼻。农业观光带里，灌木、乔木错落有致，有些树叶已经
悄悄变红……
“一芳田”家庭农场负责人邓轩高兴地说：“近年来，我

见证了大运河的新变化——河水变清了，河岸变绿了，用
大运河水浇灌的瓜果特别香甜，每年都吸引很多中小学生
前来。” （下转第2版）

■本报记者 杜洋洋

大运河文化轴建设如火如荼，两岸的景象也是日新月
异。日前，静海区“运河风光游”入选“乡村是座博物馆”全国
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也是静海区首条国家级旅游精品线路。
静海区境内的大运河，南起唐官屯，北至独流镇。河道

全长49公里，流经6个乡镇，贯穿静海区南北。
国庆假期走进陈官屯运河文化博物馆，一进入展厅便

感受到设计上的独具匠心。地面以运河为走向，把两岸村
落的分布模型以玻璃地板透视给游客。墙壁上仿古铜的浮
雕再现了陈官屯镇悠久历史风光和运河文化内涵。
“我在运河边长大，这是我的家。”胡毅看着博物馆里浓

缩千年时光的浮雕，神态悠然。
作为土生土长的陈官屯镇吕官屯村村民，63岁的胡毅

年轻时就对运河非常感兴趣。后来，他把自己搜集到的运
河往事写成《吕官屯村史》《陈官屯史话》等5本书，详尽讲
述了600多年间的运河历史。
“运河情滋养了一代代静海儿女。这些年，看到运河

文化被保护、开发、利用，我们打心眼儿里高兴！”胡毅欣
喜地说。

挖掘沿途最“原味”的运河风光，整合沿线文物遗
址……今年以来，静海区以大运河为轴，着力打造“运河文
化轴”精品文旅路线。 （下转第2版）

西青：杨柳青古镇赋新韵

静海：秀美风光入画来

武清：唱响绿色之歌

本报讯（记者 万红）天津港近日传来喜讯，今年前三季
度，天津港集团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3.63亿吨，同比增长
3.3%；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654万标准箱，同比增长4.7%，实
现逆势“双增长”，集装箱吞吐量也再创历史新高。今年以
来，作为京津冀及三北地区海上门户，天津港高标准建设世
界一流港口，持续提升枢纽作用，在落实国家战略实施、稳
住全国经济大盘中主动担当作为，全力以赴当好保障经济
运行的“稳定器”“压舱石”。

港口是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的重要节点。今
年，天津港集团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对交通运输带来的不利
影响，在保持港口畅通基础上持续提升枢纽服务能级。海
向新开通5条集装箱航线、1条滚装船舶航线，陆向新开通
海铁联运班列。前三季度，海铁联运作业量同比增长
21.3%；跨境陆桥运输量完成7.2万标准箱，规模稳居沿海港
口首位。同时，加码提速智慧港口、绿色港口建设。与华
为、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和行业头部企业联合成立“智慧港
口全球创新实验室”；全球首创传统集装箱码头全流程自动
化升级改造项目全面竣工；“天津港集装箱水平运输自动驾
驶先导应用试点”等两个项目入选交通运输部第一批智能
交通先导应用试点项目。通过智慧赋能，天津港船舶准班
率始终名列全球前茅。

本报讯（记者 宋德松）沿海河东岸行至金阜桥，倚桥
而望，老天津人会惊讶地发现，原来在这儿的第一热电厂
似乎又回来了，还似乎变了新模样……始建于1950年的
原第一热电厂将“重新发电”，由它改建而成的文保商业项
目天津金茂汇9月30日完成竣备工作，将于12月30日焕
新开业。
在“修旧如旧、新旧并置”的设计理念下，金茂汇保留了

建筑本来的风貌，老厂房焕新的红瓦砖墙撞击着老天津人
的回忆，全透明的开放空间又将新旧串联，人们在建筑外面
透过超大玻璃就能看见厂房内部的红砖立面、煤斗群落。
“我们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目前，项目工程方面已经基

本完工，广场绿化也进入收尾阶段，部分商户已陆续进驻开
始装修店铺，也会持续做好招商和后续的商户服务工作，为
12月30日的顺利开业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天津金茂汇工
程物业负责人郑克告诉记者。
在商场内部，记者碰到了正在装修店铺的“米纸越南风

味料理”区域经理王月琦。她说：“米纸越南料理是南京大
叻餐饮旗下首创的越南时尚料理品牌，截至目前全国特色
门店超28家，金茂汇店是天津首店，同时也填补了品牌在
华北区域的空白，希望借助金茂汇这一独具特色的平台，在
天津乃至华北市场开创新的成绩。目前，设计团队正在对
店铺形象进行设计优化，国庆假期后将全面启动进场装修
工作。”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在服务天津经济的金融机构中，
政策性银行是一支精锐力量。记者从进出口银行天津分行
获悉，今年前 8个月，该行累计向我市投放本外币贷款
331.2 亿元，截至 8月末对津本外币贷款余额 1117.66 亿
元。这些信贷资源被精准投向重大项目、重点企业、重要领
域和小微企业，为天津经济建设提供强力支撑。
服务国家战略，助力区域发展，是政策性金融的主责主

业。在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征程中，都
能看到进出口银行天津分行的坚实身影。今年以来，该行向
天津港新增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贷款超30亿元，助力打
造世界一流绿色智慧枢纽港口。不久前，该行还成功发行第
二期50亿元京津冀协同发展主题金融债券。在深入服务天
津港、中环股份等进出口和外向型企业的同时，该行还依托
天津进出口骨干企业、12条重点产业链企业等名单，扩大
金融服务的“朋友圈”，为天津“制造业立市”输送源头活水。

目前，受国际局势、新冠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外向型
企业经营风险增加。进出口银行天津分行创新业务模式，
大力推进跨境人民币及套保业务，帮企业应对汇兑风险。
不久前，在该行的帮扶下，我市一家进出口民营企业作了
1400余万欧元的外汇看涨期权——企业在降低汇率风险
的同时，也能享受汇率向上波动的红利。

该行通过开展银政、银银合作，更高效地服务地方经
济。8月9日，其与市金融局、市发展改革委、国开行天津市
分行及农发行天津市分行签订五方合作协议，明确共同推
动政策性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其间，该行举行多次
小型对接会，为中铁十八局、中国电建市政、招商物产、中环
香港等企业放款超170亿元。该行还与渤海银行、天津银
行、招商银行等携手拓展转贷款业务和风险共担业务，重点
支持以外贸新业态方式开展进出口业务的小微企业，截至
8月末已累计发放风险共担转贷款6.8亿元。

天津港集团前三季度实现“双增长”

集装箱吞吐量再创新高

金茂汇找回城市记忆

老发电厂“重新发电”

前8个月进出口银行天津分行

向我市投放本外币贷款331.2亿元

■本报记者 王音

国庆假期，秋意渐浓，京杭大运河岸边的杨柳青古镇景
色宜人。人们流连在悠悠河畔，徜徉在青砖灰瓦间，感受古
韵古香，享受秋日时光。

杨柳青古镇是漕运时期商贾云集、货来八方的重要漕
运码头和经济重镇，也是京杭大运河畔的历史文化名镇。
汩汩河水诉说着这个千年古镇“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
的悠悠历史。
“大运河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自2012年起，西青

区正式启动‘寻根大运河’活动，由新闻记者、历史文化学者
组成采访团，沿京杭大运河北上、南下，溯河寻根，挖掘、保
护、传承、弘扬大运河文化。”漫步在运河畔，西青区杨柳青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文史组
组长杨鸣起向记者娓娓道来。

2021年4月，西青区发布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概念规划方案，公园规划占地面积2800余亩，规划历史名

镇、元宝岛、文化学镇三大板块。2022年7月30日，杨柳青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元宝岛）一期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西
青区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古韵、作品、精品”工作要求
以及体现“中华魂、明清风、天津味、年画神、运河韵”的总体
思路，高位推进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作为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核心区，元宝岛将集
中展示明清时期天津运河文化盛景，围绕东渡口和西渡口
布局核心文化设施，修复沽水村台生态风光，打造津沽生态
文化体验区。
西青区以运河文化带为依托，加快推进天津美术学院、

天津音乐学院选址扩建工程，以及天津传媒学院产学研创基
地等一批运河文化项目建设，串珠成链、由链成带，高标准、
高水平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全力打造大运河上闪亮“明珠”。
“随着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推进，我们将进一步做好大

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开发大运河文化旅游精品，弘
扬传统优秀文化，让古老运河焕发新的生机，让千年古镇展
露新颜。”杨鸣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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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意渐浓，京杭大运
河岸边的杨柳青古镇景色

宜人。

本报记者 潘立峰

通讯员 袁忠清 摄

�静海区陈官屯镇的
运河文化博物馆内，“天津冬

菜”展示区极具特色。

本报记者 潘立峰

通讯员 陈泽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