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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积极会同京冀工信部门聚焦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区、示范区目标，全
面强化产业协作，共编规划、共建项目、
共育链群。记者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获
悉，日前，三地工信部门共同制定印发
《京津冀重点产业链协同机制方案》，聚
焦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等
重点产业链，建立三地轮值“链长制”，组
织绘制产业链图谱，推进重点产业链延
链补链强链优链。

近年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落实
市委、市政府部署，立足全国先进制造研
发基地功能定位，加快推进京津冀产业
协同发展。加强规划设计引领，积极参
与制定出台国家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实
施方案，把支持我市生物医药、汽车、航
空航天等重点领域发展纳入国家规划体
系。与京冀工信部门签署两轮战略合作
协议，建立工信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分管
负责同志和相关处室三个层面“3+3+3”
对接合作机制，联合开展产业协同课题
研究。加强与重点企业的合作，与中国
移动、中国联通均签署超百亿元5G战略
合作协议，中国电信总投资超百亿元建
设京津冀大数据智能算力中心；中石化
在南港建设120万吨乙烯项目，带动下
游新材料产业发展；通用技术集团机床
二级总部落户天津，打造工业母机国家
队；联想在津布局信创产业总部和生产基地。加强三地产业
协同，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梳理我市配套零部件企
业清单，推动纳入区域龙头整车供应链；在集成电路产业，为
加强电子化学品协同保供，京津推动共建南港电子化学品战
略储备库、北方电子化学品基地；在信创产业，推动信创海河
实验室对接清华大学、启元实验室等北京科研资源，启动12
个科研项目；在生物医药产业，三地联合培育的京津冀生命健
康产业集群获批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此次制定的《京津冀重点产业链协同机制方案》，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月12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家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实施方案，按照分
工协作、标准统一、高效高质的要求， （下转第3版）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张研

一座姑苏城，半部江南诗。
打开这座“最江南”的城，可以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就像

苏绣中的至品双面绣。
“我慕名而来，昨天看了苏州工业园区，今天又来看了

苏州的优秀传统文化。”6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有
2500多年历史的平江路，感受古城之韵。前一天下午，
总书记甫抵苏州，乘车前往马上“三十而立”的苏州工业园
区，考察创新发展。

在苏州采访，有一种突出的感觉：过去从未走远，未来
无限可能。
平江路入口处的展厅，展板上，一幅刻制于南宋年间的

《平江图》，清晰展示着八百年前平江府的平面轮廓和街巷
布局。总书记走近前，细细端详。

展厅另一侧，是一幅视野开阔的俯瞰图——一头是古
城最高点，始建于南朝梁时的北寺塔，另一头是苏州工业园
区拔地而起的城市新地标。
古城，脉络肌理未变；新区，高楼大厦林立。古今同框、

新老对望，这是人文底蕴与时代潮流兼备的独特风景。
走进苏州工业园区展示中心，一种科技感、未来感扑面

而来。
明亮的展厅里，苏州在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

术、纳米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的“明星产品”琳琅满目。
方寸天地、指尖乾坤，在高精尖技术领域，以有限造

无限的功夫被发挥到了极致，与苏州人“一石代山、一勺
代水，以小观大、含蕴天地”的园林造景艺术颇有一脉相
承之意。
还有这些直观数据展示的产业之城、创新之城、开放之

城的“硬实力”：苏州2022年GDP达2.4万亿元、全国第六，
规上工业总产值4.36万亿元、全国第二，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占比高达52.5%，科创板上市企业50家、全国第三，累计实
际使用外资超1500亿美元、全国第三……

考察中，总书记深刻道出他的苏州印象：“苏州在传统与
现代的结合上做得很好，这里不仅有历史文化的传承，而且有
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
正因“结合”，打开了新的空间，创造了新的可能。
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文化与科技、人文与经济，本就

可以共生共荣。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问题进行着长期深入的
思考。
翻开《之江新语》，《文化是灵魂》这篇文章中说：
“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文化的力量“总

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
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
‘黏合剂’”。

另一篇《“文化经济”点亮浙江经济》，则深刻阐释了“文化
经济”的概念：
“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

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
党的十八大后，从指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文化是重要因素”，到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
支点”，再到要求做好经济工作必须“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
畏生态”……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相融互促、相得益彰的发展
之道，更加鲜明。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苏州，是读懂人文经济学的绝佳

样本。
在平江路，当地负责同志自豪地向总书记细数苏州的文

化遗产：
苏州园林、大运河苏州段，昆曲、古琴、宋锦、缂丝、香山帮

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苏州端午习俗、碧螺春……精工细作，垒
筑起“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鼎盛人文。
“‘百步之内，必有芳草’，这句话可以用在这里。”总书记

形象地点赞。
在街边一家商铺内，总书记见到了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卢

建英。看着心静如水地飞针走线，听闻四代人传承的故事，
总书记十分感慨：

“中华文化的传承力有多强，通过这个苏绣就可以看出
来。像这样的功夫，充分体现出中国人的韧性、耐心和定力，
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一番话阐明了自古以来中国人血液里不变的根、本、魂，
流贯的意、蕴、脉，传承的精、气、神，“不仅要在物质形式上传
承好，更要在心里传承好”。

历来手工业繁盛的苏州，厚文之“道”与精工之“技”融为
一体，造就驰名中外的苏工、苏作。精密的高科技和细致的传
统工艺一样，需要的是“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功夫。
“苏工、苏作就是当年的‘专精特新’。”采访中，一名当地

干部的话给人启迪，也总会听到一些充满辩证关系的表达，比
如“苏州人说的是吴侬软语，干的事却很‘硬’”“听着声声慢的
评弹，酿出时时争第一的城市气质”“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
决心，更有达到目的、为了更高目标仍不罢休的韧劲”……
文脉千秋贯，江河万古流。文化的表现形式或有不同，内

在灵魂始终如一。
经济发展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社会发展以人的发展为归

宿，人的发展以精神文化为内核。
“城，所以盛民也。”这是总书记曾引用过的一句古语。
平江河边、大樟树下，碧螺春茶飘香，琵琶三弦，曲乐悠

扬，吴侬软语，百转千回。总书记饶有兴致地同当地居民和游
客一道欣赏评弹表演，一曲唱罢，总书记带头鼓起掌来。
“住在这里很有福气”，总书记笑着同大家说。
平江街道钮家巷社区党委书记张英缨就在人群中，听到

这句话心头一热。15年来在古城里工作的往事，涌上心头：
从古建老宅保护修缮，到协调处理街坊邻里的家长里短……
辛苦指数，换来老百姓的幸福指数。

老百姓的口碑，往往是沧桑巨变中里程碑的缩影。人群
中，喊出“幸福！”“开心！”的由衷之语。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文经济，归根结
底是要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应由之路，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鲜活
实践。 （下转第2版）

跟着总书记感悟人文与经济共生共荣的发展之道

最深入的学习，往往体现在最生动的实践中。

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一个关键是要把各项举措实之又实地落下去。用

心学、务实干，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在抓具体上下功夫。

任何一项工作，都不能泛泛而论、囫囵吞枣，眉毛胡子一

把抓，而必须“抓紧”。毛泽东同志曾形象地指出，“抓而不紧，

等于不抓。伸着巴掌，当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来，

但是不握紧，样子像抓，还是抓不住东西。”在学与干中“把手

握紧”、抓得住东西，关键在于抓具体。如果学习浮在表面，对

理论的理解“浅浅一层”，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学深悟透；如果调

研深不下去，对问题的分析大而化之，不痛不痒，那么，解决问

题的能力就得不到提升。如此种种，都可归为一个“空”字，没

有抓具体、具体抓。

一具体就深入，一深入就有效。再宏伟的目标，最终都要

靠一项项具体化的工作来推动。将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将

问题和方法贯穿起来，才能认识实践的复杂所在、问题的症结

所在、群众的关心所在，找到解题之法、成事之招。灵活地学、

具体地干，就像画工笔画一样，一笔一笔地把面临的每一个问

题、每一个难点都认真处理好，把所学放到现实中去思考、去

践行，将“大道理”与“小切口”结合起来，如此，学习就是生动

的，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也是生动的。

无论是理论学习，还是干事创业，想要实现突破，都需要

找准切入点、抓住关键点，聚力突破。譬如，产业链条的强

健，很大程度上在于补短板锻长板；创新成果的转化，重点

是完善以市场为导向的体制机制……从最紧迫、最现实的任

务入手，从群众最关心、最期待的事情入手，像“庖丁解牛”

一样，从具体的、生动的实践中掌握事物的“肌理”，让学习

有落点、工作有准星，从而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实际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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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廖晨霞

日前，河西区友谊路街谊景村
社区的“‘谊’家人‘益’起来”公益市
集再次举办，现场设置了理发磨刀
便民服务、跳蚤市场、志愿者招募、
爱心义卖等展位，深受居民们喜
爱。“我们运用社区搭台、爱心企业
摆摊、居民赶集的模式，充分调动社
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
多方力量积极参与，构建起人人参
加、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基层治理
格局，”社区党委书记王洋介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大
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推进以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今年，河西区以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为
“红色引擎”，以民情民意为“坐标方
向”，以区委统筹领导、提级办理、把
关定向为“方向盘”，以党员干部为
“驾驶员”，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
“动力主轴”，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
“十项行动”，全面推进河西区“1+
10”实施方案，切实解决好当前发展
进程和基层存在的矛盾问题、风险
隐患，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动
城区更有温度、民生更有保障。

织密党建“一张网”

提升组织凝聚力

社区治理不是“独角戏”，是多
元主体、多方资源整合汇聚，形成合
力的舞台。针对部分老人“不会坐

地铁”的困惑，日前，友谊路街谊景村社区党委联合天津
轨道交通运营集团团委、天津市老年基金会共同举办了
“感受地铁速度 聆听津门故事”学雷锋助老志愿服务活
动，手把手告诉老人怎么选择线路、购买地铁票、使用地
铁卡、怎么享受优惠，提供一条龙服务。老人们表示，“我
们学坐地铁、会坐地铁，感受到了轨道交通的现代化和运
营服务的便利化。”

谊景村社区持续深耕“五社联动”治理课题，倾力打
造“谊家人·益起来”品牌书记项目，吸引专业社会组织投
身社区治理，链接社区公益慈善资源为居民提供优质、便
捷和贴心的服务。 （下转第2版）

■本报记者 张璐

滨海高新区，在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赛象科技）超大型轮胎设备制造车间里，一台台大型全
钢载重子午线轮胎成型机，正在进行最后的生产调试，这些
设备即将出口到越南等国家。日前，赛象科技“全钢子午
线轮胎成型机”，正式入选工信部第六批国家级制造业单
项冠军。
“我们公司研发生产的全钢子午线轮胎成型机连续三年

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全球排名前三。”站在制造车间，赛象科
技董事长张晓辰自豪地向记者介绍。
1989年，赛象科技创始人在退休后自主创业，投身到橡

胶机械行业。30多年来，赛象科技由一家校办工厂成长为市

值几十亿元的上市公司，子午线轮胎关键设备技术达到甚至
超过了国际同类产品的水平，成为业内当之无愧的领跑者。
赛象科技依靠自主创新，创造了一个范例。
“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张晓辰表示，“技术创新是赛象

科技创业、成长和发展的法宝，是企业不变的基因和灵魂。”
赛象科技的创业故事要从创始人张芝泉讲起。上世纪

80年代初，子午线轮胎设备制造在中国还是一个空白，张芝
泉作为专家到英国参与引进中国第一条子午线轮胎生产线，
可花大价钱购买的却是国外淘汰的二手设备。“要为中国人争
口气。”带着这样的念头，张芝泉在退休后创办了赛象科技公
司，从学习国外设备进行集成创新开始，自主研发出中国第一
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子午线轮胎制造设备。
十几年后，赛象科技的产品已经能够80%替代进口，当年

向中国出售设备的英国邓禄普轮胎公司由总裁率队，到中国
采购赛象科技自主研发的轿车子午线轮胎关键设备。赛象科
技改变了中国轮胎企业制造子午线轮胎必须从国外引进设备
的历史。 （下转第3版）

赛象科技依靠自主创新成就制造业单项冠军

创新创业 永远在路上

随着乡村振兴深入推进，我市乡村空间因更多社区公园的映衬而更加美丽，绘就了生活生态共融共生的新图景。图为西青

区李七庄街王兰庄村南湖公园成为夏日市民避暑休闲好去处。 本报记者 潘立峰 通讯员 王学志 摄

我市医疗机构利用3年时间筑牢基础医疗质量
加快推进多学科协作机制

为患者提供重大疾病诊疗一站式服务
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