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浩荡东风壮行色

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明确了今后五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大都市的奋斗目标。东丽区对照市党代会各项任务，逐
条逐项谋划部署，奋力把“规划图”变成“施工图”。未来五年，
东丽区将有怎样的目标定位和思路举措？又将如何抢抓机遇
加快发展？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东丽区委书记谢元。
“东丽区将以全面提升功能承载力、要素集聚力、产业竞

争力和区域影响力为目标，着力构筑创新创业高地、新兴消费
高地、绿色生态高地、品质生活高地、人才汇聚高地‘五大高
地’，全面建设科创绿谷、都市新区，努力成为全市创新驱动、
绿色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谢元说。

谢元表示：“东丽区将全力抢抓机遇，把党中央和市委重
大决策部署作为发展的最大战略基点，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
发展战略，全面融入‘津城’、积极链接‘滨城’，打造天津国际
消费、区域商贸‘双中心’城市建设重要承载地。深入落实‘四
个全员抓’，把科研资源集聚优势转化为最大发展增量，做大
做强高端装备、新材料、汽车（车联网）和新能源、生物医药、航
空航天、轻工六大产业链，持续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地区整体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因此，东丽区将
把环境优化作为提升要素集聚力、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着力打
造最美生态环境、最佳城市环境、最优营商环境、最好文明环境。
谢元说：“我们将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以强化市场意识为导向，深度
推进提升集约发展水平、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持续夯实基层基础三
大领域改革，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谢元还表示：“东丽区将始终坚持民生投入只增不减、惠
民力度只大不小、为民实事只多不少，确保居民收入增速高于
经济增速，新增学位1.2万余个，推动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东
丽院区建成开诊，实现城市化进程圆满收官，创成全国文明城
区，让群众生活得殷实舒适、和谐幸福。”

构筑五大高地 全面建设科创绿谷、都市新区
——访东丽区委书记谢元

民生新看点

十年来，东丽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发展实体经济为着力点，
大力推进园区市场化改革，探索实践“一区多园”管理模式，加
快实施“二次提升”，着力构建创新型经济体系，地区生产总值
年均增速达到11.3%，经济总量从68亿元提升到157亿元，占
全区经济总量的比重提升了10个百分点，园区经济主战场作
用和贡献日益突出。

园区坚持创新引领，高新技术企业由25家增长到113家，经
济贡献占比提升了16个百分点；市级以上研发机构由14家增长
到34家，企业研发收入由2.42亿元增长到7.34亿元，研究与试验
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增长183%，发展新动能持续增强；不断
优化产业结构，初步形成了新一代汽车技术、新材料、高端医疗器
械、检验检测四大主导产业，2021年主导产业占比接近70%，新一
代汽车技术、新材料产业达到百亿级规模，产业链韧性持续提升。

园区始终抓紧提速项目建设，先后引进中航装甲、博奥赛
斯等一批优质项目，注册企业数量由654家增长到2647家，市
场主体活跃度显著增强。传统企业优化升级，电装电机、新能
源汽车逆变器等一批项目产业带动力不断增强，落地项目累
计完成投资186亿元，逐渐成为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引
擎，区域动力活力持续激发。

民生跟着“民声”走 绘就幸福新画卷

“我有基础病，刚来的那几年，每次拿药都是孩子开车带
我去市区的医院，一趟就是大半天。现在不同了，看小病拿
药，自己下楼就办了。”家住东丽湖街道沁水苑社区的李大爷，
搬来东丽湖居住近十年，从当初的“看病难”到现在下楼就能
取药，李大爷心中感慨颇多。

十年来，东丽湖街道聚焦民生保障工作，着力践行为民服务
初心，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配套建设。为把准群众关切、精准对接
所需，东丽湖街道不断完善医疗配套服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万科服务站、东丽区中医医院东丽湖院区等相继投入使用。

除医疗配套资源逐步完善以外，教育、交通、养老等保障举
措不断落地：开办了华侨城实验学校等3所中学、实验小学东
丽湖学校等3所小学，以及13所幼儿园、3个托幼点；建成
东丽湖老年服务中心、沁水苑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新增
东丽湖体育公园和11个健身园；开设东丽湖公交站等
公交首末站2处，开通372环线等公交线路12条；开办
阳光菜市场等3家菜市场；推动金融街商业街投入使
用，万科里购物中心将于今年10月底开业……东丽湖
街道各项民生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经开区“二次提升”赋能高质量发展

区委书记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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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点调研行

位于东丽经济开发区的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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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音

金秋九月，东丽湖畔，赤霞明明，碧波滟滟，宜居宜
业宜游的东丽灼灼其华，散发独特魅力，吸引八方来客。

作为“津城”“滨城”双城之间重要枢纽区域——东
丽区，十载春华秋实，十年栉风沐雨，凝心聚力、苦干实
干、勇毅前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东丽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
天津工作提出的“三个着力”重要要求和一系列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坚定越是艰
险越向前的勇气决心，笃定舍眼前利、谋长远计的战略
定力，在逆境中解难题，在危机中抢新机，坚持以创新引
领产业、以产业创造就业、以就业促进消费、以消费改善
生活，全区上下着力构筑创新创业高地、新兴消费高地、
绿色生态高地、品质生活高地、人才汇聚高地，持续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群众高品质生活、社会高效能治理，开
启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局面。

创新驱动 提升高质量发展成色

7 月 27 日，我国推力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
“力箭一号”运载火箭成功首飞。为“力箭一号”研制整
流罩等重要部件的，正是位于东丽华明高新区的天津爱
思达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落户天津短短4年，爱思达持续聚焦前沿新材料领
域，通过创新应用驱动核心技术发展，实现企业新跨越，年
产值从1000万元增长到2亿元，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眼下，爱思达航天科技天津总部基地正在
火热建设中，未来这里将成为大交通领域构件研发中心、
新材料领域技术创新中心，以及航空航天多功能一体化部
件的高端装备制造基地。

说起爱思达的成长之路，华明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李
全利印象深刻、感触颇深。“各相关职能部门和园区‘保
姆式’服务畅通了企业发展的每一步。为解决生产空间
不足，华明高新区积极协调周边闲置厂房；为解决用地、
建设问题，区委、区政府协调各街道、各部门联动助推，
企业一年内就实现了从拿地、开工、建设到投产。”

2020年，天津市航空航天人才创新创业联盟落户东
丽区，为爱思达提供了广阔的技术合作机会。“通过联
盟，我们引进了高层次人才，找到了技术合作伙伴，不断
迈上新台阶。目前，总部基地建设进展顺利，这得益于
‘拿地即开工’等一系列好政策，我们在津投资兴业、发
展得更有信心了。”爱思达副总经理金一坚定地说。

如今，华明高新区正在有序建设一批市场化、专业
化、主题化的特色“园中园”，打造“专精特新”培育示范
基地，按照“储备一批、签约一批、开工一批、达产一批”
的压茬推进模式，聚焦具体问题和关键环节，全力以赴
解难题、促发展，整个园区一片繁荣蓬勃的建设场景。

十年来，华明高新区的发展成长见证了以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为代表的新动能在东丽大地积蓄升腾。

东丽区以优势产业为支撑，以“龙头”项目为带动，集中
攻坚高端装备、新材料、汽车（车联网）和新能源、生物医药、
航空航天等6大产业链，逐渐形成东丽经开区、临空经济区、
华明高新区、东丽湖现代服务业服务中心错位联动、竞相发
展的产业承接格局，高质量发展的成色越发鲜亮。

生态引路 铺就高质量发展底色

烟波浩渺，水天一色，水域辽阔的东丽湖宛若深邃、
灵动的秀目，点睛城市天际线，成为东丽区一张亮眼的
名片。作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东丽湖水域面积达8
平方公里，分为东湖和丽湖，生态基底优良，全域处于绿
色生态屏障区内。

2018年以来，东丽区全面启动146平方公里绿色生态屏
障建设，实施造林绿化、水系连通等50余项工程。截至目前，
绿色生态屏障东丽片区新增造林面积11.4平方公里，一级管
控区森林覆盖率达到27.1%，提升改造高标准农田5.3平方公
里，治理坑塘水面面积1.2平方公里，梳理沟渠13.2公里，修
建林间道路52.3公里，蓝绿空间占比达到78%。“一廊两芯两

环六片区”生态空间格局初见成效，天蓝、水丰、绿
茂、林田相依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

如何建好养护好生态屏障区，并充分发挥其
“水库、粮库、碳库、钱库”作用，成为东丽区不断
思考探索的重点工作之一。身处生态屏障蓝芯区
域的东丽湖，以实施“两湖”开发提升改造为契机，
进一步优化生态环境，积极引入市场化资源，推动
重点区域生态、文化、旅游、体育融合发展，努力打
造服务消费的新兴地和策源地，实现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

东丽湖自然艺苑景区招商投资引入水上游乐、骑
行和自动售卖等设施，不仅为游客提供新乐趣，还推
动生态造血，弥补了景区部分养管费用。

今年夏天，景区占地4.4万平方米的东丽湖天鹅湾
帐篷营地对外开放，一时间成为热门“打卡地”，暑期旺
季“一蓬”难求。夏末秋初，待到霞光褪去、暮色渐浓，湖
畔营地一栋栋白色帐篷亮起微光，游人在这里听音乐、
数繁星，尽享亲近自然的乐趣。

以“绿”赋能，东丽区大步走上产业生态化、生态产
业化的融合发展之路——

万亩生态水稻，通过稻蟹、稻虾立体养殖，提高了产
出效益；欢坨的西红柿“红了”，种植户联合种植，产品统
一包装、统一管理、统一销售，小小西红柿成为村民的“致
富果”；胡张庄的葡萄“火了”，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的加速
建设，吹响了乡村振兴奏鸣曲；高水平建设的生态屏障古
海岸绿廊起步区、东丽郊野公园的开发提升为市民提供
短途出游的好去处、生活休闲的新空间。生态产业融合
发展按下了“快进键”，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持续凸显。

党建引领 彰显高质量发展本色

十年奋进之路，牢记初心使命。东丽区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千方百计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
工作，着力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作为天津市率先推动农村向城市转型的国家新型城
镇化综合试点地区，截至目前，东丽区已经竣工还迁房
1343万平方米，一批新城拔地而起，城乡旧貌换新颜，
24.8万人实现“安居梦”，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
“十年前，三代人挤在危旧的小平房；现在和老伴儿

住单元房，小区环境好、买菜也方便，日子越来越好。我
还当上了社区志愿者，每天出来执勤。不图别的，咱打
心里高兴！”万新街道海颂园社区居民李桂兰热情地说。

撤村建居后，土坯房、泥泞路的“农村印象”逐渐淡出
人们记忆，居民进入社区化管理，现代化社区成为新家园。

海颂园社区的还迁居民来自6个村庄。从村民到
居民、从平房到楼房，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既带
来了生活品质的提升，也带来了各种复杂问题。为了
化解群众各类诉求矛盾，海颂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专
门布置出一间20平方米的温馨小屋，取名“海颂约
吧”，作为社区居民“民主约会”的地点。“有事去‘约
吧’，一起商量着办。”成为群众的共识。
“‘约吧’虽小，却承载着多种功能。矛盾纠纷、

协商议事、干群关系、交心交友、文明风尚……只要
居民有诉求，都可以来这沟通。网格化治理精细、
‘约吧’约会温情，软硬件相结合，社区管理井井有
条。”海颂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芳说。

面对发展转型中的矛盾，结合基层治理新形
势新要求，东丽区坚持把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作为长远之计、固本之策，不断深
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海颂约
吧”正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党建为引领、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

信息化支撑、多元化参与”的“一引四化”基层
治理体系，“巡办分离”“吹哨报到”的工作机
制，“一体运行、一键感知、一格多能、一网共
治”的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平台，一项项硬
核设施和系统制度，切实解决城市化进程
中“社区之表、农村之实”等难点难题，让
群众在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中感知公共
服务效能和温度。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回望
来时路，行路虽艰辛，却能风雨兼程、
披荆斩棘、踏浪逐沙；坚定前行
路，行路虽远长，亦能满怀信
心、脚踏实地、阔步前
进。新征程上，东丽
区上下一心、勇毅
前行、拼搏奋
斗，正朝着全
面建设科创绿
谷、都市新区
的目标定位奋
楫扬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