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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不同医院预约看病需下载多个不同App

挂号App何时能统一？

京津冀“大冰箱”添新“货柜”

我市首个冻品保税仓库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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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举办春季首场双选会

3201个岗位虚位以待

“军心不改·就业再起航”专场招聘会举办

500岗位助退役军人就业

市儿童医院增开夜间门诊

区长访谈第十期明日播出

宁河“美食进滨城”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黄萱

去不同的医院看病要下载不同的App挂号，每款
App的功能还不同，用熟了这款还得学习那款。市民
建议，雷同而又不尽相同的App能否整合成一款功能
完善的App？

市民反映

挂号App有多种

母亲患有糖尿病及眼底病变，李女士平时总要带母
亲去天津医科大学朱宪彝纪念医院和天津市眼科医院
看病开药。老人年纪大，心脑血管都有问题，这类常规
药又要去社区医院拿。这一来，挂糖尿病专科的号要用
科瑞泰Q医App；去眼科医院用健康天津App；而家门口
的社区医院无法预约，要去现场挂号。赶上她5岁的孩
子有个头疼脑热，预约儿童医院的号还得关注儿童医院
微信公众号。“为给各类挂号App腾内存，我把一些买菜、
金融软件都删了。这么多挂号App就不能统一成一个
吗？”李女士说。

市民杨女士73岁的母亲需要到总医院复诊，可在
健康天津App上挂过初诊的号，却找不到复诊时同一位
医生在线问诊的号，原来在线问诊只能下载科瑞泰Q
医App。

记者调查

三款主要挂号App功能对比

目前，我市具有服务功能的挂号App有不少，比较常
见的是健康天津、津医保、科瑞泰Q医三款。健康天津
是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App，津医保是天津市医
疗保障局官方App，科瑞泰Q医是科瑞泰医疗信息技术
(天津)有限公司开发的。这三款App各有千秋，能否实
现功能整合关系着市民使用是否方便的问题。记者从
收录医院数、科室及医生数量、功能等方面对三款App进
行了对比。

健康天津上收录了190家医院，且只有三级医院能
预约挂号，二级和一级医院不可预约，一些专科医院，如
南开区水阁医院等也不在其中。津医保上共有401家医
院，三级医院以及部分二级医院可预约。科瑞泰Q医上
只有21家三级医院，均可预约。

从科室数量和名称上，三款App各不相同叫法混

乱。以天津市环湖医院为例，健康天津上有42个科室，
津医保上有43个，多了一个药学门诊。另外，健康天津
和津医保有三个科室名字不同，分别是氧疗门诊与高压
氧科、神内普诊与神经内科、神外普诊与神经外科，市民
挂号时难免犯糊涂。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在健康天津
和科瑞泰Q医上的科室数量和分类也让人有些迷惑，健
康天津上消化类科室只有消化内科，而科瑞泰Q医上则
分为消化内科、消化食管疾病门诊、消化胃病门诊、消化
肠病门诊、消化肝病门诊、消化胆胰疾病门诊、消化内科
便民门诊。

从功能上看，津医保和科瑞泰Q医可以线上交费和取
号，健康天津没有这项功能。科瑞泰Q医中还有部分互联
网医院，市民可以预约在线问诊的号，并可在App上与医生
沟通。健康天津和津医保尚无此项功能。

市卫生健康委

努力推进实现“一端全通行”

记者联系了市卫生健康委，工作人员介绍，从2019年
该委推出健康天津的目的就是实现一个App管所有医院、
所有患者的“预约挂号”，但因为一些客观原因，这项工作仍
在努力推进中。

市医疗保障局工作人员则表示，津医保最主要的功能
是用于医保报销，其上有门诊缴费、住院清单、医保账户查
询、门特医院变更等功能，预约挂号只是附加项。挂号App
统一并不容易，因为一些医院也开发了自己的App，统一势
必会增加成本，也不能强制医院与医保局合作。

记者联系科瑞泰Q医客服热线和科瑞泰医疗信息技
术(天津)有限公司，电话始终处于无法接通的状态。

社会学者

期待早日统一规整挂号App

天津社会科学院一项“千户市民网络调查”显示，51.8%
的受访者提出“挂号难”问题。因此，统一医院挂号App系
统就显得尤为迫切。

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小波认为，天津市作
为特大城市，医疗资源丰富，医院数量多，院内诊室设置细
致复杂，对App服务功能的要求也相应较高。将目前各大
挂号App功能统一规整，提供全市医院的搜索引擎，为百姓
提供更加便捷的医疗服务，是一项便民惠民的大事，需要各
相关部门通力合作。

本报讯（记者 姜凝 摄影 姜宝成）2月24日，南开
大学2023年春季首场双选会在该校八里台校区启动。
本次双选会共提供岗位3201个，需求人数达8935人。
参会单位覆盖信息技术、金融、生物医药、化学化工、生
态环保、教育培训等行业，其中民营企业占比达
45.7%。现场近2000名大学生与140家用人单位面对面
交流。

全额六险二金、节日福利、落户政策……招聘单位
纷纷给出优厚的待遇条件，也对求职毕业生的能力素养
与思想品质提出了一定要求。“我们相信南开学子的硬
实力，但更看重学生积极正面的形象与吃苦耐劳的精
神。”华西证券代表杨先生表示。

双选会不只是企业对求职者的选择。毕业生小马
表示：“我主要考虑上升空间和企业的社会地位，更关注
企业的发展前景。”毕业生小肖则强调：“首要是地理位
置，这跟我以后的居住规划有关。”

双选会搭建面对面的交流平台，助推毕业生与企业
“双向奔赴”获点赞。“能当面沟通，直接了解学生的能力
和诉求，我感到非常高兴。”杨先生说。前来求职的南开
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毕业生小张表示：“各大企业
集中在一起，我们可以集中投递、现场询问，求职高效、
方便了很多。”

除招聘活动外，此次双选会现场还设置了“简历门
诊”，由校外就业指导专家和学生就业指导中心老师提
供简历修改、政策咨询、职业指导等“一站式”贴心服务。

■ 本报记者 张清

2月24日，一场服务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的专场招聘
会在河东万达广场举办。招聘会以“军心不改·就业再起

航”为主题，全市30家优质企业为参加招聘会的200余名退
役军人及随军未就业家属提供了500余个优质岗位。现
场，各家企业就招聘岗位、薪资待遇、职业发展与应聘者深
入交流，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17人。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是河东区 2023 年退役军人年
度招聘活动之一。招聘会后，河东区退役军人局将根
据退役军人实际就业情况加强就业问需服务和企业走
访调研。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记者从天津海关获悉，日前，中农
批（天津）国际冻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申报的公用型保税仓库
获批，成为我市首个冻品保税仓库，京津冀地区“大冰箱”添新
“货柜”。

该保税仓库总面积2664平方米，分为零下18℃低温区和
零下60℃深冷区，可用于存储冻肉类产品及三文鱼等高附加
值海产品，容量相当于4.6万个家用冰箱。成为保税仓库后，
冻品货物在存储期间可以暂缓缴纳相应税款，从而减轻企业
资金周转压力、降低营运成本，此外还可以暂缓提供相关许可
证件，满足货物中转和储存需要。
“我们进口的肉类、海鲜、乳制品等主要辐射北京、河北等

地，供应京津冀各大农产品市场。在提出建设冻品保税仓库
的需求后，北塘海关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公司指导我们完成
了审批材料的准备工作。”中农批（天津）国际冻品交易市场有
限公司客服部经理董乾说。

据了解，天津口岸是我国冻品主要进口口岸之一，2022
年，口岸冻品进口数量、货值均居全国首位。

本报讯（记者 徐杨）2月24日起，市儿童医院北辰龙岩和
河西马场双院区增开夜间门诊，帮助就诊患儿和家长解决夜
间看病难的“燃眉之急”。患儿家长可以通过院内人工窗口挂
号夜间门诊，通过自助机和人工窗口完成缴费。夜间门诊放
号时间为17:30—21:00，就诊地点分别为北辰龙岩院区急诊
二楼、河西马场院区急诊一楼。

据了解，近日生病的孩子逐渐增多，为了让患儿及时得到
诊疗服务，市儿童医院有针对性地调整了医护人员班次和时
间，确保每晚就诊高峰时段储备充足的医疗力量。夜间值班
人员根据每个时段患儿数量变化动态调整医务人员数量，缓
解急诊就诊压力；药、检、放等科室人员也开足马力，努力让家
长们尽快拿到检查报告。

本报讯（记者 王音）地处京津双城之间，北辰区如何主
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推进载体建设和提高
承接能力？作为老工业基地，北辰区又如何深入实施制造业
高质量倍增行动，实现制造业大区向制造业强区的转变？

2月28日（周二）早8:00—9:00，市政府办公厅、市网信办、
海河传媒中心合作推出的《公仆走进直播间》特别策划“见行
动 看效果──2023区长访谈”，第10期节目邀请北辰区区长
徐晖做客天津新闻广播和津云中央厨房直播间，谈思路、话
举措，回应群众关切。

届时，您可以在天津新闻广播（FM97.2 AM909）收听音
频直播。人民网、中国网、央广网、腾讯、新浪、网易、搜狐、知
乎、抖音、快手、微观资讯等中央新闻网站和主要商业网站平
台，津云客户端、抖音“津云号”“天津广播号”、“天津广播”视
频号同步视频直播，天津广电网络导视频道和天津网络广播
电视台IPTV新闻专区也将播出节目专题视频。

本报讯（记者 刘雅丽 通讯员 田雨宸 张宁）2月25日
晚，“宁河米仓、美食天堂”系列活动之“宁河之夜、美食进滨
城”启动仪式在滨海新区中新生态城万达广场举办，宁河区
40多家企业带名特优产品、非遗产品、美食产品、东西部协作
农特产品等走进“滨城”进行宣传推介。活动现场设展示区、
展卖区和体验区，推介展示展卖持续一周。

据介绍，继去年在中心城区开展“美食进津城”后，宁河区
持续营造“宁河米仓、美食天堂”浓郁氛围，系列活动再“上
新”。此次走进滨海新区集中展示宁河美食风貌、农特优产品、
非遗老字号文化、乡村振兴成果、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农特
产品等，依托全区“米袋子”“菜篮子”“蟹篓子”“肉铺子”绿色食
材资源优势，讲述美食故事，助力消费提质升级“热”起来。

津鲁启动千万游客互送活动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泰山奇峰、沂蒙山水、黄金海岸，山
水自然之旅、休闲度假之旅、文化研学之旅……在24日的“好
客山东再相逢”天津旅业联合见面会上，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以自驾游为主力出击，面向天津展示了重点景点、线路，发放了
自驾旅游地图，并现场启动了“鲁津千万游客互送”活动。

本报讯（记者 刘雅丽 通讯员 张环伟）一年之计在于春，
正是春耕备耕时。连日来，在蓟州区下窝头镇西马营村连片农
田里，播种机来回穿梭，村民们抢抓农时，忙着开展春耕作业。

据了解，蓟州区今年春耕生产意向种植面积14.3万亩，主要
种植春小麦、春玉米和春播水稻。目前全区农资充足，春耕备耕进
展有序，下一步将组织农技人员“扎点驻村”服务农户。

图为西马营村村民忙春耕。 通讯员 王金一 摄

抢抓农时忙春耕

就业服务季 专场招聘供需两旺

■ 本报记者 王睿

春回大地，民营经济迎来利好。
2月25日，《滨海新区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春笋

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春笋行动”方案》）和《滨海新
区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出台，对标一流标
准、市场需求、企业家期盼，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优服
务，厚植民营经济发展沃土。
《“春笋行动”方案》提出24项重点任务，聚焦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环境支持、要素保障、成长激励等体系，
诸如每年设立10亿元专项资金，加强科技赋能、用地保
障、人才支持、金融支撑，推动民营企业融入国家重大战
略，开拓市场、组团发展。

预计到2027年，滨海新区民营经济综合实力显著增
强，民营经济增加值占比较2022年增长10个百分点，在册
民营企业总数达22万户；上榜“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滨
海新区企业有5家、在滨海新区投资经营的达180家，境内

外上市民营企业达50家，将滨海新区打造成为民营经济的
营商环境高地、经营成本洼地、企业发展福地，以及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在此基础上，滨海新区制定了8个方面、25条支持政
策——《滨海新区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涉
及市场准入、企业升级、科技创新等多个方面。记者了解
到，滨海新区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招投标，同时发
挥政府引导基金作用，探索“基金+招商”新模式，对符合条
件的滨海新区小微企业给予一定比例的担保费用补助，支
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上市挂牌，最高补助500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新入选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且总部注
册在滨海新区的企业，给予1000万元一次性奖励；新入选
市民营企业“健康成长工程”榜单的企业，给予10万元一次
性奖励；新入选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的企业，予以最高
1000万元奖励；新入选国家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的企业，
在市级资金奖励基础上予以最高200万元奖励；符合条件
的增资扩产民营企业，予以最高200万元奖励。

此外，滨海新区还鼓励民营企业建设创新孵化载体，并
给予最高100万元奖励，对双创企业员工租住蓝白领公寓给
予最长一年租金减免；鼓励民营企业用足用好科技创新券，
最高额度达33万元；支持兴办研发机构，给予100万元专项
资金补贴；给予优秀企业家“滨城”人才待遇，子女可在区内
便利入学。

滨海新区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滨海新区此次研究制
定“真金白银”硬措施，瞄准民营经济发展的难点、堵点，破解
民营企业“成长烦恼”，能量化的直接量化，确保易操作、能落
地、可执行，让企业增强政策获得感，提振信心。

政策“向实”，企业才能“向上”。作为滨海新区的民营
企业，云账户技术（天津）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晖感慨道：“我
们要在去年千亿营收基础上再出发，将政策支持转化为实
际行动，向国际市场要增量。”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江浩然表示：“我们是在滨海新区长大的主板上市科
技企业，要借着‘春笋行动’的春风，鼓足干劲，加大研发投
入，用科技创新普惠大众、赋能未来。”

滨海新区“春笋行动”方案和25条支持政策出台

真金白银助民营经济“枝繁叶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