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宋德松

二手交易，旧中有“新”。淘“玩意儿”、“捡漏儿”不
仅可以实现旧物利用，更让人们从中获得发现的乐趣。
提起二手市场，天津人并不陌生，从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可以和北京潘家园齐名的沈阳道古物市场，到塘
沽洋货市场，都是名噪一时的“淘宝圣地”。

如今，天津卫的“淘宝”迷们又发现了“捡漏儿”的
好地方——二次方二手商品流通电商产业园。每个周
末，位于河东区十四经路原河东区建委大院里都热热
闹闹，挤满了前来“淘宝”“捡漏儿”的人……

价值再造焕然新生 打造二手文化新地标

闲置载体资源的“二次利用”，为二手市场、二手文
化搭建了新载体。

2022年6月，作为城市更新改造项目，河东区与
广泽集团合作，将河东区十四经路3号资产进行了升
级改造，将空置楼宇重新启用，由河东区属国有企业
引入实力民企组建混合所有制公司负责运营管理，为
河东区深化国企改革、盘活闲置资产、推进城市更新
探索了新的路径，成为我市城市更新的新亮点。经过
改造后，这里摇身一变，成了全国首个以二手商品为
主题的电商产业园——二次方二手商品流通电商产
业园。

走进产业园，“时光记忆·二手市集第三季二手玩
具总动员”活动正火热进行。琳琅满目的儿童玩具、各
式各样的手办、复杂组合的乐高大型玩具……买的热
闹，卖的起劲儿。
“让孩子们将不玩了的玩具拿来售卖，用获得的善

款去帮助困难儿童，不仅可以让有需要的人以低廉的
价格买到喜欢的玩具，也能让孩子体会做公益的意
义。”在活动现场，“e+公益”义卖负责人董根堃说。
“就目前来看，包括‘二手玩具总动员’在内的各类

集市的举办或多或少能够引来客流。这里不仅有‘优
惠’的二手奢侈品展售，还能通过设置相关主题的展
区，吸引市民前来。我们连续举办的‘二次方时光记忆
市集’已经集结了众多‘中古爱好者’与想要了解二手
文化的市民，开市后日均人流量保持2000人次以上。”
广泽集团总经理李小菲告诉记者。
线下集市热闹，线上直播带货也是火热。
“专柜价要16900元，今天我们直播间只要7999

元，几乎是打‘骨折’的价格，现货不多，喜欢的可要尽
快出手！”在集市附近，一家名叫“耀奢名品”的直播间
里，主播小紫正在现场介绍一款“95新”的某名牌包。
小紫告诉记者：“现在大家的观念都很新，并不介意包
包是不是全新，用一半的价格，享受同等的快乐，何乐
而不为呢？”

二手市场助燃二手文化，也为城市发展新业态提
供了全新机遇。截至今年2月，二次方园区入驻企业9
家，同时吸引了上海妃鱼、北京胖虎等102家二手商品
流通头部企业注册。自开园至今，仅半年时间实现销售额10398万元，纳税
177.4万元。
“二手交易市场在中国的消费市场中处于起步阶段，发展潜力巨大，每年以

40%—50%的增长率递增。二次方产业园每个月都会举办固定的市集活动，内容
涵盖中古市集、二手乐器、二手箱包以及多种品类的二手生活日用品等。2022
年举办的两场二奢专业展，吸引了150余家国内企业参展，5000余名消费者到
访，交易额超过5800万元。”李小菲说。
“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天津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从物流的角度来

说，利于货物的集聚。天津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对于产业的品牌集聚更是利
好。”天津河东城市更新产业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文龙说。

解决行业交易痛点 增强园区核心竞争力

二次方园区为何如此热络？是什么原因吸引商家云集？记者带着这个问题
走访了园区各方。

二手交易的背后也有着难言之隐。和过去淘古玩、买洋货一样，有过“淘二
手”经历的人，会有看走眼、碰“假李逵”的时候。线上交易更是有苦说不出，二手
交易平台对商品的新旧程度几乎全靠卖家自行认定，缺乏标准依据。

买家有困扰，商家也有挠头的事。艾文尹森（天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多
年来致力于循环经济产业，主要从事各类供应链工厂样品和尾单的集货二次
销售。 （下转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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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洒作业的无人机轻盈掠过葱

郁农田，山间连缀成片的精品民宿迎

来一批又一批游客，生活污水净化成

清流浇灌着果树花草……生产生活

的“现代范”，正成为乡村发展的靓丽

风景。

我市正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全面

推进行动，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

中之重，加快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本

质在“现代”。扩大产能、提高品质、丰

富业态，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满

足超千万的城市人口对优质乡村供给

的旺盛需求，是“现代范”的应有之

义。品尝带着露水的瓜果蔬菜、来一

场说走就走的周边旅游、简单烹饪就

能端上餐桌的预制菜……畅通从田园

到都市、从农田到餐桌、从农民到市民

的供需循环，呼唤我们着眼大城市发

展大农业，用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元

素赋能传统农业，充分挖掘农业蕴藏

的多种功能，创造更多富有浓郁田园

风情、乡土风味的特色供给。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打造农业的

“现代范”，没有现代化理念的支撑不

行。现代化理念是新发展理念，是工

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

步发展的理念，指向的不仅仅是满足

吃、穿、用，更是要在农业与其他产业

的紧密互补、相互促进中，实现城乡融

合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传统农耕

文明与现代城市文明交相辉映、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打造高质

量的发展空间和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这就需要跳出农业看农业，一方面，把

农产品制成高附加值的成品，利用电商和冷链物流销

售到天南海北，实现一产“接二连三”；一方面，将有趣

的农耕体验、古雅的历史遗存与美丽的青山绿水串珠

成链，促进农文旅融合，这些都是现代化理念的实践路

径。大力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延伸产业链、提

升价值链，农业现代化的内涵才会越来越丰富。

（下转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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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坻区精准发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保障粮食安全 壮大主导产业

日前，作为京

津冀协同发展重大

市政基础设施项

目，京滨城际滨海

西站市政配套工程

土方开挖全部完

成，开始全面进入

主体施工阶段。项

目建成后可将多种

交通方式整合为

一体，使滨海西站

成为立体综合交通

枢纽。

本报记者 张磊

通讯员 段一鸣 摄

人 民 江 山
■新华社记者

（一）

2021年6月29日上午，建党百年之际，北京人民
大会堂，“七一勋章”颁授仪式。
迎宾大厅内，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气象万千，

群山逶迤、江河奔涌，千古江山、风光无限，见证属于人
民的高光时刻。

这一刻，星火闪烁，汇聚成炬——“‘七一勋章’获
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
平凡英雄。”习近平总书记真挚朴素的话语温暖着在场
的每一个人。
这一刻，人民江山，宗旨昭彰——“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全党同志都要坚持人民立场、人民至
上，坚持不懈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始终保持同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
人民大会堂，“山”字形的建筑平面，人民江山的生

动写照。当年为迎接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3万多
名建设者参与施工，30余万人次参加义务劳动，整个
工程10个多月就全部完成。翻身当家做主的人民，用
满腔热情创造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奇迹。

江山，自古就是政权的形象表达，而今有了新的
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曾感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二千

多年间，发生了多少朝代更替，但‘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社会观念始终没有改变，君
主专制制度始终没有改变。”
要跳出治乱盛衰的历史循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后，国家政权应该怎样组织？国家
应该怎样治理？”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道出先辈的深思。

1943年8月8日，陕北延安，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
典礼上，毛泽东提出，共产党要“换两回朝”，一个是“要
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改变为民主主义社会”，“还要
换一个朝，就是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无产
阶级社会主义社会”。
也是在延安，两年之后召开的党的七大首次将“具

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写进党章。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闭幕后第四天，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延安，他说道：“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
为人民服务的党，共产党当家就是要为老百姓办事，把
老百姓的事情办好。”
一程程回望来路，一次次宣示“人民的党”“自家的

党”“老百姓的党”……循着掷地有声的话语穿越时光

隧道，只有走过风雨百年的中国共产党真正带领人民
成为江山的主人。
江山属于人民，江山冠以人民。
2014年9月5日，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国家的名称，我们各级国家机关的名称，都

冠以‘人民’的称号，这是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
基本定位。”
赢得了民心，就赢得了历史的主动，就能牢牢掌握

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二）

“我是人民的勤务员。”
2013年11月，湘西十八洞村。习近平总书记走进

黑黢黢的木屋，握住苗族大姐石拔三的手，脱口而出的
“自我介绍”让人心头一热。总书记同乡亲们在空地上
围坐一圈，首次提出“精准扶贫”。

摆脱贫困，是习近平总书记最深的牵挂。他把对
人民最浓的情，化为最重的誓言、最硬的举措，打响人
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反贫困之战，创造近
1亿人脱贫的伟大奇迹。

而今，十八洞村屋舍一新。石拔三家里添了大彩
电，她最爱看有总书记的新闻。从没出过大山的她，坐
飞机飞到北京，看了天安门。
“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为的是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牢牢守好人民江山，是习近平总书记不渝的初心。
“我在黄土地上生根、发芽，在红土地上成长、发

展，是党和人民将我培养成人”。
1969年初，年仅15岁的习近平来到陕北梁家河插

队，住窑洞、睡土炕、忍虫咬，同乡亲们一起开荒、种地、
放羊、铡草、挑粪、拉煤……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
饥冻声。正是在这里，他立下从政初心——“让乡亲们
饱餐一顿肉”。

离开梁家河的那天早上，院子里早早挤满送行的
乡亲。大伙儿看到七年来流血流汗、再苦再累也“男儿
有泪不轻弹”的近平，第一次“下泪”……

临行前，他把母亲缝制的绣有“娘的心”字样的针
线包留给村里伙伴，更把自己的心留在人民之中。
“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习近平在自述

文章中写道，“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
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无论我走到哪里，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
怀抱一颗赤诚初心，一路走来，一心为民——

在河北正定，骑着一辆半旧的二八自行车，跑遍全
县25个公社、220多个大队，在大街上摆桌子，和老百姓
挨身坐，侧耳倾听群众心声。当年的干部回忆，“县委机
关大门总是敞开的，背着粪筐的老农径直进来同习近平
交谈”“大院的晚上，最后灭灯的总是他那扇窗户”……
“平易近人”缘于热爱人民，“勤以为常”只为造福于民。

在福建宁德，提出“四下基层”制度，带头沉下身到
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去寿宁县下党乡调研，没有路
就用柴刀劈开荆棘，渴了就捧溪水喝，百姓说他是“到
过这里最大的官”。他说，冯梦龙在这里当过知县，“一个
封建朝代的官员都能跋涉半年来到这里，我们共产党
的干部更要勇于担当，挑战困难”。

在浙江，面对超强台风，彻夜不眠指挥群众转移，
坐上冲锋舟直奔被困地区……当地干部满心敬佩：“他
这个人既沉稳又果断，关键时刻很有担当，既能当指挥
员，又能当战斗员”。

在上海，冒着大雨到社区调研，在居委会活动室
里，接过居民编织的小牛造型的工艺品，会心一笑：
“哦！我知道了，你是要我做服务人民的孺子牛！”心之
所想正是情之所牵、行之所向……
牢牢守好人民江山，更是如磐的恒心。
2012年11月15日，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

习近平庄严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
初心如一，江山印证。
习近平总书记以政治家的眼光，指明“民心是最大

的政治”。谋划长远时，将以人民为中心贯穿治国理政
全过程，实现全面小康，共同富裕，“一个也不能少”；大
疫突袭时，果断决策，坚决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个都不放弃”……泱泱大国
领航者心中，“人民”二字分量最重。
习近平总书记以改革家的魄力，谋划顶层设计，把

群众意见视作“一把最好的尺子”。从“人民有所呼、改
革有所应”到“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生态文明建设到“得罪千百
人、不负十四亿”的全面从严治党……“正确的道路从
哪里来？从群众中来”，让群众满意是价值旨归。

习近平总书记以实干家的精神，踏遍祖国的山山
水水，驻足凝望的目光中，有山川大地，更有万家灯
火。十年全国两会，53次参加团组审议讨论，听取约
400位代表委员发言……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在他心中都是大事。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
年干，“共产党把所有精力都用在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上。好了还要再好，不能止步”。 （下转第3版）

天津镭明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驱动 3D打印“智”造未来
——访民企、看信心、话发展系列报道之四

实现金融服务协同效应最大化
——天津银行保险业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见闻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

本报讯（记者 杜洋洋）眼下正值春耕备耕时节，
宝坻区作为全市粮食主产区，一幅幅抢抓农时、人勤
春早的美景图徐徐展开。

今年，宝坻区将在确保粮食安全、壮大主导产
业、拓展富民强村、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精准
发力，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宝坻区农业农村委党委
书记、主任闫秀余说：“今年，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在
128万亩以上，推动实现产量在68万吨以上。加强
耕地资源保护和利用，加快建设高标准农田，今年将
完成5.8万亩，总面积将达到84.4万亩，新启动6.45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提升种粮技术，持续改
良农作物品种，大力引进名特优新品种，提高生产者
技能水平，不断提高单产、增加总产。”
同时，持续发展壮大主导产业，以小站稻为突破

口，从质和量上抓两头。扩大现有8万亩精品稻的
种植面积，争取到10万亩，小站稻种植稳定在47万

亩以上。做好稻渔立体种养推广，锚定30万亩目标努
力。发挥农产品加工业在纵向贯通“产+销”的中心点
作用，打造产业链条全、联农带农紧的农业全产业链，
引导农产品加工中心下沉，推动生产与加工、产品与市
场、企业与农户协同发展。

培育壮大农业企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等服务主
体，今年力争培育市级示范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
35家、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达到30家以上。开展乡
村建设行动，实施农村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
项目20个以上。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落
实村规民约、门前三包、村庄清洁网格化管理等机制，
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常态化、规范化，完成17个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市验收。

持续推进“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创建工作，继
续打造4个示范镇、7条“美丽乡村示范路”。以“美丽田
园、美丽村庄、美丽庭院”建设为抓手，高质量开展乡村
振兴示范村创建工作，高水平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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