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落文庙的檐顶，叮铃铃的车铃声划开鼓楼老街的静谧，古文化街铜嘴大茶壶的香气

里，海河游船破开历史与现实交融的长卷；当大悦城的时尚感、奥城的烟火气氤氲城市的快节奏，耕耘一天的人们

在相声茶馆的笑声里，在老城书馆的故事中，在演唱会赛场上的欢呼里得到精神的慰藉和身心的放松；当夕阳映

红书声琅琅的南开校园，天开园次第亮起实验室不灭的灯火，年轻一代创新的点子在不舍昼夜的奋进中萌芽、勃

发、生长……南开，南开，这是古老而隽永、蓬勃而日新的南开。

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天津视察，提出了“三个着力”的重要要求。十年来，南开区牢记嘱托，勇毅前行，紧紧围绕着

“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特别是今年，南开区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扎实推进市委、市政府“十项行动”，聚焦区委“一三二一”工作思路，做好“科教立区”“文化强

区”“商贸兴区”三篇文章，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奋力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南开大地扎实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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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南开区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持续
释放发展红利，南开人每时每刻都在感受到衣
食住行、业教保医各个领域发生的可喜变化，40
平方公里的南开沃土更加宜居。
“一老一小”是备受关注的“最大民生”。“南

开区养老机构覆盖高中低档不同层次，收住老
人数量占全市机构住养老人的16%，居全市第一
位。”南开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提高养
老机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是我们养老工作
的重中之重。”

多年来，南开区多举措推动养老服务机构建
设，不断提升养老机构服务水平和能力，以机构的
高质量发展助推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工作的开
展。聚焦养老服务综合监管、机构设施建设等重
大问题，制定发布《养老机构老年人健康档案管理
规范》《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等9个天津市
地方标准，填补了我市养老服务标准化领域多项
空白。在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消防安全、食品卫生
安全、房屋安全、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等领域持续发

力，不断夯实、健全、完善机构养老服务体系。
南开区是天津中医药的发祥地，区中医院内

分泌科建成国家级中医重点专科，治未病科、心血
管科、脑病科、呼吸科、糖尿病科建成5个市级中医
重点专科。建成天津市中医康复分中心和治未病
分中心，开展天津市中医医疗集群试点区建设，建
成天津市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中西汇通
张锡纯纪念馆。目前100%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社区卫生服务站均能提供 6类以上中医
药适宜技术服务，建成 15 分钟中医药
健康圈。

同时，南开区以养老机构为
基础，探索养老设施延伸型、
社会餐饮合作型、独立建
设型三类老人家食堂建
设模式，建设一级老人
家食堂 17家，171 个社区
实现二级老人家食堂全覆
盖；鼓励养老机构向居家和

社区养老服务拓展延伸，运营社区老年日间照
料中心 15家，既为周边老年人提供专业化、便
利化的为老服务，又拓展养老机构经营服务范
畴，促进了机构的规模化、连锁化发展，打造形成
了可持续可推广的城市核心区养老服务模式。
“在家门口就能吃到营养美味的饭菜，我们的

晚年生活真是越来越甜啦！”在前不久刚刚挂牌
的南开区长虹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正在食堂
享用午餐的社区居民张彩霞老人与同桌的老伙
伴们异口同声地夸赞。作为一所集康、养、疗、护
为一体的综合性医养结合的养护院，这里不仅满
足了在院老人的需求，更能辐射周边社区，解决
社区老年群体就餐、就医、休闲娱乐、文体活动等
多领域全方位的养老需求。

围绕“一小”，多年来，南开区加快建
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不断提升全学段教育教
学质量，全力推进教育资源优质均衡发
展。2013年以来，南开区坚持教育优
先发展战略，着力补齐学位短板，
累计完成9项校舍新建扩建工
程、11项校舍改建工程、3处配
套学校接收，合计新增中小学学位
约1.8万个，按照两年学前教育专
项行动要求，累计新增学前学位超

1.2万个。
在教学质量提升方面，南开区将全

区21所初中学校调整建成4个教育发展共
同体，全区35所小学调整建成5个教育发展共

同体，学区片联盟建设不断加强，学区内各学校
的教学管理、教师研训、学科交流、课堂改进等工
作水平有效提升。在天津市第七届基础教育教学
成果评选中获得特等奖1项，一等奖5项，二等奖2
项。五马路小学的《小学劳动教育体系建设的实践
研究》荣获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劳动
教育案例入选全国劳动教育典型案例。

文/摄 通讯员 王晶 郭佳 魏进 王英浩

持续创新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核心区

天开高教科创园 天开高教科创园

“多亏了咱们社区的红网格，再也不用
收拾脏水、闻臭味儿了，我真是太满意了。”
在南开区“扎根网格、血脉相融”实践活动
中，金川里社区刘泽清老人家里下水管多
年漏水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党的优良作风体现在为民服务解难题
的实践中，用群众语言说接地气的话，从群
众角度办实实在在的事。南开区创新开展
“扎根网格、血脉相融”实践活动，以“1+2+
N”红色网格服务队为载体，统筹排定3000
余名机关干部利用工余时间深入社区1400
余个网格，持续推动服务资源、力量、信息
“三下沉”，机关干部持续践行“四情”群众
工作法，切实把“服务基层、服务群众”落到
实处。活动开展以来，红色网格服务队累
计走访群众112万余人（次），解决居民群众
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业教保医等问题1.45
万余个。

南开区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行
动，抓实社区骨干队伍建设，实施区、街道、
社区三级全覆盖培训，先后成立以王月华

老书记为代表的21个社区老书记工作室，
对社区后备骨干开展“师带徒”培训，累计
培训1500余人次。同时，强基固本，推动党
建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开展组织力提
升三年行动，围绕各领域党建工作提出28
项重点任务及要求，大力推进党的组织体
系建设。探索构建机关党建“433工作模
式”，持续推动机关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取
得成效。

同时，南开区坚持优化创新，持续抓
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和新就业群体
党的建设。以“党建引领+品牌创建”为举
措，着力推进非公企业、商圈楼宇、民办学
校、社会办医院、律师行业等重点非公领
域党建工作，先后培育、成功打造市级“两
新”组织党建工作示范点8家、区级“两新”
组织党建工作示范点12家；全区单独组建
“两新”组织党组织421个、联合组建279
个；组建了一支规模达215人的“悦来”志
愿服务队，不断升级南开“近悦远来”营商
环境。

创新驱动

增强创新实力 引育强劲发展新动能

一座古城、两位总理、三所名校。南开
区是天津城市记忆的乡愁原点，既是千年
运河文化富集地、天津城市形成和发展的
摇篮，也是近代天津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更是天津城市文明的发祥地。曾被评为
“中国曲艺之乡”“中国武术之乡”，2021年
入选第二批“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
市”。作为天津市中心城区，南开区拥有津
城619年文明孕育的老城文化、近现代教育
传承的学府文化、革命伟人崇高品格积淀
的红色文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了独特
的文化旅游资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
展。”为用足用好区域内丰富的文旅资源，
南开区大力弘扬和传承源远流长、积淀深
厚、兼容并蓄的历史文脉，实施历史人文资
源挖掘保护、文旅精品线路创新打造、文化
消费之城培育塑造、智慧文旅建设推广、文
化品牌提升强化五大工程，完成古文化街、
水上公园、老城博物馆等A级景区的提升
改造工作，充分发挥区域文商旅资源优势，
激活文化旅游市场消费需求，激发市场发
展潜能和动力。

近年来，南开区深耕“津门故里”文化底
蕴，深挖南开区大运河文化精髓，鼓励文物
和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盘活文博场所，逐步
释放文化消费潜能，引进专业化策划运营团
队，在鼓楼-古文化街区域建设集文化展示、
旅游体验、商业休闲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南开
区“北翼”文商旅融合产业发展聚集区。在
南部片区发挥绿色生态资源富集、现代都市
休闲时尚氛围浓厚的优势，打造集娱乐观
光、体育休闲、夜间消费等多功能于一体的
文商旅融合发展体验区。同时，充分发挥南
开区红色资源富集优势，深入挖掘革命历史
和革命事迹，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不断丰富红色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扎实推
动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

癸卯新春，南开区在庄王府前导空间接
连举行南开区新春民俗文化体验活动和新
春游园会，川剧变脸、槓箱、高跷、五行通臂
拳、宫前中幡、传统摔跤、古法戏法、民间秧
歌、明式婚俗展示……多个民俗表演轮番

上演，让欢乐喜庆无停歇，吸引了大量市民
游客前来观看。与此同时，庄王府内的庙
会更是精彩纷呈、热闹非凡。“春节期间，得
益于南开区文化和旅游局在庄王府前导空
间内举行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为景区带
来了大量的客流，每天都能破万，我们庄王
府的庙会热度也排名天津第二。”庄王府景
区票务负责人霍伟佳说。
“五一”假期，古文化街举行“点亮古

街·畅游南开”五一系列活动和“最天津·最
民俗”古街五一庙会，在主街、戏楼附近开展
多场系列民俗文化活动，进一步增强游客的
体验感，让游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
“今天和朋友一起带着孩子，穿汉服、逛古
街，沉浸式感受老城魅力，仪式感拉满。”市
民赵女士说。据统计，小长假首日，古文化
街景区游客人数突破25.6万人，超过往年春
节正月十五、十六游客人数，同比2019年增
加31%，达到1986年开街以来历史极值。

文旅的发展带动了商贸的繁荣，“五一”
期间，南开区大型商业综合体纷纷推出新
消费场景，业态不断升级换代，促进假日消
费。大悦城开启“五一”戏剧艺术节，组织
《粉丝来信》天津大悦城见面会。在环水上
商圈内，鲁能城购物中心着重以文化赋能
消费活动，提升消费者的文化参与性，联合
天津北方演艺集团开展戏剧表演活动，演
出经典话剧及实验剧目片段，与内山书店
合作召开新书发布会。熙悦汇等各大商超
还开展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让消费者
开启假日嗨购。据不完全统计，“五一”假
期，南开区重点景区及商超客流总量
344.84万人次，销售额总计23448.49万元。

文化搭台

文旅深度融合 感悟中华文化新途径

宜居南开

聚焦民生福祉 持续发展释放新红利

党建引领

夯实执政根基 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

航天北里日间

照料中心

海河晚霞海光寺航拍鼓楼南广场

古文化街客流如织 南开区中心小学天津市第43中学

在天津天开广场，寓意着“无限永恒”的莫比
乌斯环围合的“母育子”形象仿佛告诉城市这片肥
沃的土壤正等待着一颗颗希望的种子，以“创新”
为引擎的未来发展正描绘着无限可能。这里，就
是落子南开区的天开高教科创园核心区，它用科
技创新的光影讲述着大学与城市相互滋养、相互
赋能、相辅相成的双向奔赴故事。

天大校友上市公司盈趣科技在南开设立北方
总部，南大校友上市企业宝德集团筹备自建3万平
方米元宇宙算力产业基地，上市公司金百泽和南
大校友企业深圳光子晶体在天开园成立北方研发
中心、销售中心、展示中心……人工智能企业来
了，新能源新材料企业来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多
个产业领域的企业都来了。

高校，是创新的源泉。拥有教育资源禀赋优
势的南开区也被新时代赋予了打造自主创新重
要源头和原始创新主要策源地的光荣使命。
“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加强基础
研究，力争在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上出更多成
果，勇攀世界科技高峰。”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视
察南开大学时的殷殷教诲，张贴在天开园项目入
驻区的醒目位置，这份嘱托温暖着每一名创新创
业人才。

大学校区、科技园区、城市社区三区联动，学
城、创城、产城三城融合。南开大学科技园、天津
大学科技园在这里蓬勃生长，创新资源集成平台、
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科技创业孵化基地和创新人
才培养基地都成为了创新发展的关键支撑。建设
天津市中心城区首个以硬科技为主导产业方向的
科技园区——新动能引育中心·硬科技创新基地，
吸引提尔科技、合派电气、天大泰和等近40家突破
关键技术封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原始创新能
力的科技创新型企业相继落地。截至目前，天大
科技园引育企业88家，发挥北洋海棠基金的撬动

作用，助推社会资本投资科技园企业，目前已有9
家企业获得融资，共计1.745亿元。南大科技园遴
选30多个优质项目，已完成注册20家。2022年两
所大学科技园完成市级大学科技园认定。

南开区还编制了《南开区科技创新发展“十四
五”规划》，为创新驱动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
径。紧抓天开高教科创园核心区落户南开区这一
重大历史机遇，切实推进“科教立区”聚势聚力。
持续加大对科技创新活动与科技企业发展的扶持
力度，科技企业队伍持续发展壮大，各类科技型企
业数量蝉联中心城区首位。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认定工作自2018年实施以来，每年呈现平稳上升
态势，2022年达到431家，较2018年增长120%。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450 家，较 2012 年增长
592%。陆续培育了尚德药缘、嘉思特医疗等37家
瞪羚企业和九安医疗、华来科技等9家科技领军
（培育）企业。同时，护航这些科技企业的科技成
果转化也是重要一环，2013年南开区认定技术合
同交易额16.35亿，到2022年南开区技术合同认定
额已达91亿元，较2013年增长了456%。

创新水平的提高依赖于全民科学素质的普遍
提升，区委、区政府联合印发《南开区推进全域科
普纵深发展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实施方案（2021—

2025年）》，整体推动全域科普工作落地生根。动员
区内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社会主体，围绕南开区
产业布局，不断增强科普服务能力。构建京津冀科
技创新资源池，建立南开“专家人才库”和“成果项
目库”，链接“科创中国”平台汇聚成池。构建科技
创新“应用场景库”，创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截至目前，“科创中国”平台全国月榜提升12个名
次，转化对接单项月榜居于全国第4名，全国月榜综
合排名前20以内。在2022年第十二次中国公民科
学素质调查结果中，南开区公民科学素质比例
27.9%，蝉联全市首位，每万人发明专利118.58件。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来栖。创新资源及人
才精英汇聚的南开区牢牢把握近年来央企看
好天津、投资天津的有利时机，抢抓京津冀协
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机遇，聚集央企产业生态
圈。吸引央企上市总部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
限公司及中铁建轨道交通运营集团、国药卫勤
等一批央企投资的二、三级总部落地，树立天
津市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标志性项
目。中交二公局在南开区建设中心城区首个
城市更新项目，打造西营门片区，总投资额超
百亿元；推动泰达控股和光大金瓯整体盘活
8.4 万平方米九策城市广场；吸引上市公司工
大科雅控股企业科睿绿能科技落地并着力打
造全国能源管理运营总部，累计引入优质北京
企业 460 余家。高质量项目集聚发展态势显
现，不仅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探索路径，对未来区
域经济支撑作用也将逐步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