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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璠）从市规划自然资源局获悉，自然资
源部日前公布了全国首批“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
名单，我市组织推荐的河东区、西青区、滨海新区3个区榜
上有名。

据了解，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创建活动是经
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批准，由自然资源部组织
开展的一项国家级创建示范活动。此次认定的首批自然资
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示范期为2023年至2025年，在此期
间将享受6项支持政策，包括优先列入试点、优先申报生态
保护修复相关工程项目、优先盘活利用城镇低效用地支持
政策，以及省级在资金分配、用地指标安排、重大项目落地
等方面的优先支持。
据介绍，河东区将进一步瞄准存量低效用地盘活，加快

创新转型示范区、城市更新实践区、直沽文化繁荣区、宜居
宜业承载区建设；西青区将继续提升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方
式和利用质量，以较少的资源消耗支撑更高层次、更优质量
的发展；滨海新区将优化海洋资源空间布局和利用结构，探
索创新海洋资源节约集约新模式，提高单位海域资源利用
效率。

全国首批“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名单公布

河东区西青区滨海新区上榜

■本报记者 刘雅丽

通讯员 田雨宸

春看宁河，“京津绿肺”浩渺烟波，
大河奔涌，逶迤蜿蜒。
坐标，京津唐城市群几何中心，这

里是“津沽米仓、美食天堂”，以全市
1/30 的人口拥有全市 1/10 的耕地。
这里是“北国江南、湿地水乡”，拥有
世界三大古海岸湿地之一的七里海，
5条一级河道、12条二级河道，常年地
上蓄水1.2亿立方米……
“先天”条件优越，但也免不了“成

长的烦恼”——越是靠近生态保护区，
越易被“红线”束住手脚，越是“鱼米之
乡”稻香鱼肥，越易固步自封、小富即
安。时代大潮滚滚向前，发展脚步不
能放缓，如何壮大“胆子”与走稳“步
子”，成为摆在宁河人面前的一道发展
“必答题”。
“你是宁河人吗？”
“你爱宁河吗？”
“你希望宁河好吗？”
——2022年初春，写进宁河区第

三次党代会报告的“宁河三问”思想大
讨论主题实践活动，如一石激起千层
浪，昭示这里新的启程。

问出新思路 问出精气神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活动开展
一年来，拉直“三个问号”的背后，是宁
河区对敢、干、勇、善的高频书写，是对
担当实干者的加油打气，是对抢抓机
遇、开拓创新的积极践行。
“你是宁河人吗？”拉直这一“问

号”，宁河人发展宁河义不容辞——
靠着扛起发展之责，“一海一城、

两区两带”发展格局确定，“生态立区”
“制造强区”“乡村兴区”“惠民福区”发
展路径清晰，“六大行动”“六大攻坚
战”点将出征……以生态文明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实景”
呼之欲出。人人“创文创卫”上手，处处闪耀“志愿
红”…… 拉满弓，拧紧弦，忙起来就有奔头，1291平方公里
土地干劲十足、热气腾腾。
“你爱宁河吗？”拉直这一“问号”，一草一木总关情——
靠着浓浓为民之情，秉持为民之心，75%以上“财政蛋

糕”切给“民生”，100多条背街里巷“颜值”提升，吾悦广场、
“一河两岸”建成开放，百花影院、田辛赵温一批“烂尾旧账”
解决，昔日违建多、出行堵、乱象横生的三八河路发生“蝶
变”……以心换心，赢得民心，宁河人凝心聚力，干群“鱼水
情”愈深。
“你希望宁河好吗？”拉直这一问号，升腾起大胆探索、

担当实干的精气神——
靠着砥砺担当之志，宁河为干事者撑腰，以容错机制激

励担当作为，“以贡献论英雄”“以实绩论英雄”，让“有为
者”有位，让“有位者”有为，58名干部受到提拔重用。
“我希望宁河越来越好”从“幼”开始。在中国氢弹之父

于敏院士的启蒙母校芦台一小，“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主题
演讲比赛、主题班队会等系列教育教学活动接续开展，家国
情怀在孩子的心田扎根……

用实践作答 用实干担当

“三声”朴素发问，一次思维“体检”。打破“绊住脚”的
条条框框，撕开“封住脑”的固有樊篱，“干部敢为、地方敢
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蔚然成风。

在宁河，审批“向前一步”，手续办理“串联”改“并联”，
工程建设项目“拿地即开工”。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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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迪 摄

云账户（天津）共享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做强天津总部 角逐全球市场

■本报记者 张璐

从零开始，六年多的时间，云账户在数字经济
的新赛道一路策马扬鞭，跑出了骄人的业绩——

2017年实现销售收入 8.75亿元，2018年
117亿元，2019年 352亿元，2020年 414亿元，
2021年525亿元，2022年更是达到974亿元。
“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国家对新业态发

展的大力支持，天津一流的营商环境，都为企业
发展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感谢天津，感谢这
个时代。”谈到云账户飞速发展的奇迹，董事长
杨晖感慨万千。

2016年，平台经济、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与
此同时，保洁阿姨、维修师傅等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迅速增长。杨晖抓住两种经济叠加的机遇，
在滨海高新区成立了云账户（天津）共享经济信
息咨询有限公司。

走进云账户的展示厅，占据整面墙的巨大
显示屏格外引人注目。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实时总体数据”在实时更新。记者采访时，
“累计结算金额”已跳动至2515.7亿元。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云账户成立以来已累计为12000
多家平台企业和7800多万名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提供了灵活就业服务。”

刷脸就可以办照，1秒取得执照。“秒批执
照”是云账户技术优势的体现，深受新就业群
体喜欢。杨晖概括为“一次不用跑、一天不用
等、一秒过审批”的个体工商户电子营业执照，

让新就业群体通过云账户App在线申请，第一时
间拿到营业执照，第一时间接单干活，第一时间
获得收入。

为新就业群体服务也要有“硬核科技”来支
撑。牵住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牛鼻子”，云
账户依靠大数据、区块链等优势技术，搭建了数字
化、智能化综合服务平台。目前，企业研发人员占
比达到30%，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申请发明专利
180项，自主开发的“亿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灵
活就业智能大数据平台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云账户的发展并非坦
途，也遇到了灵活就业服务行业大洋中存在的暗
礁，这让杨晖对行业未来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企
业必须与同业一起参与行业健康生态建设，只有
这样才能一起做大行业底盘，实现企业更长久稳
定的发展。这其中关键一招就是把参与法治建设
放在核心位置，让企业在法治的框架下健康运行。

202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1年度司
法研究重大课题招标公告。其中，《平台经济模
式下从业者与平台经营者法律关系问题研究》与
云账户正在进行的一项产学研课题非常契合。
这让云账户团队动了尝试参与的念头，但此前该
层面课题鲜少有企业中标，团队不禁忐忑：企业
可以吗？

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最终云账户与天津市
高级人民法院、天津大学联合投标成功。这次中
标和圆满完成给了杨晖和团队非常大的惊喜和鼓

励。2021至2022年，云账户4次中标最高人民法
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年度课题，其中3次是中标
单位中唯一一家企业。
“在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还比较薄弱的时期，天

津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担当的举措，支持企业参与
新业态法治建设。”深耕天津六年，杨晖颇有感触，
“法治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天津对于数字经济、
平台企业包容审慎监管，让新业态有长期稳定发
展的预期，也让我们敢于放开手脚创新，加大投入
研发。”

以法护航，行稳致远。天津打造的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营商沃土，让云账户在市场中赢得了
更多世界500强、中国500强等大客户的信任与合
作，也让企业有了走向世界的底气和信心。
新年伊始，杨晖已带领团队多次赴香港，推进

云账户全球二级总部具体工作。记者采访时，杨
晖刚从香港返津。当前企业国内主业接近千亿规
模，新的一年，云账户将在全球市场找增量。

（下转第2版）

高新区企业云账户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

高质量的灵活就业服务。 本报记者 刘欣 摄

民营经济是创造就

业、创新发展、贡献税收

的重要源泉，是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我们党长期执政、

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重要力量。党的二十大

报告明确提出，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也围绕落实“两

个毫不动摇”作出了一系

列具体安排。天津为发展

壮大民营经济，持续减压

降负，让民营企业轻装上

阵；不断优化环境、厚植土

壤，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

有利条件。本报今起推出

“访民企、看信心、话发展”

系列报道，本报记者深入

一线蹲点采访，为您讲述

民营企业的成长故事，引

导民营企业进一步提振发

展信心，以一域之为服务

天津高质量发展大局。

■编者按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
提高急性心梗救治率

到年底至少达100家

标准“胸痛救治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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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发展具备
长期稳定环境

——新征程上满怀信心开新局
展新貌系列述评之七

中国救援队在土耳其地震灾区

再次成功营救一名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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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好一盘棋，落一处妙子固然重要，更

重要的是谋势成势。经济发展也是如此，

产业成链集群、“握指成拳”，活力、动力和

竞争力会更加强劲。

下活产业链现代化这盘棋，集群发展

是大势使然。推动产业集群发展，既是区

域分工的需要，也是产业竞争的必然。如

果说引进一个项目是在做发展的“加法”，

那么，产业集群化则是做发展的“乘法”，通

过以大带小、以小托大，强链补链延链扩

链，让项目、企业以新的形态聚合，产业要

素在一定空间内有效汇聚，产业发展的效

益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位于天津

的“中国信创谷”的发展是一个生动例子。

在飞腾、麒麟组成的“PK”体系的带动下，

“中国信创谷”实现了从CPU操作系统、数

据库、超算、网络安全到整机终端信创全产

品链条，汇聚了1000多家上下游企业，天

津信创产业的底座越来越坚实。

群木聚成林，虽参差不齐，却错落有

致，能自成一片生态。从呵护一棵棵产业

幼苗，到培育一片片产业森林，做大做强产

业集群，需要坚持生态思维，科学做好产业

布局和集聚。产业竞争力，往往是由一个

个体系完整的产业生态圈构成，在这些生

态圈里，上下游齐力攻关关键领域技术和

产品，企业配套需求可以很快得到满足。

这就意味着，集群化发展不仅是空间层面

的集聚，更是产业要素的有机结合。像呵

护生态环境一样呵护产业，多想一想项目

与产业如何匹配、产业比较优势在哪里、错

位协同发展怎么办，做强产业链，贯通上下

游，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环境，推动产业

与产业之间、相同产业上下游之间、同一产

业的价值链各环节之间实现互相搭台、齐

头并进。

产业链条越长，产业的集聚效应越强，产

业发展的潜力就会越大。链式发展是现代经

济的主要形式，集群面临着各个链的交融汇

聚，每一个链都有自己的特点。如今，产业链

已成为天津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

手，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

升链、新兴产业建链。相关部门加力撮合对

接，畅通产业链上下游衔接；大力扶持“链主

企业”，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壮大，以重点产业

为点，产业链为线，产业体系为面，攻城拔寨、

做强优势，企业、产业从“单打独斗”变为“相

互借力”，正是这样的集聚效应，产业链、产业

体系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新面孔，集聚越来

越大的新力量。

有句农谚叫“豆不让宿，麦不让晌”，说的

是无论种豆子还是收麦子都要讲究农时、把

握好时间点，错过的话，收获就会差很多。壮

大产业集群、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也是如

此，这是我们的责任所系，也是机遇所在。有

的放矢、激发活力，让链条延伸的更长、产业

集群更加壮大，未来发展的主动权就能牢牢

握在手中。

下活产业链现代化这盘棋
津声

津门凭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