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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客厅

这里的风景不能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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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责任感从心间落到脚尖
——营造近悦远来的发展环境②

■ 金之平

健身圈是个什么圈
■ 李娜

■ 闫丽

■ 蒋丽莉

■ 张玥

从“废物”中找到“金疙瘩”

年轻人为何爱上老年食堂

司海英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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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建楠

有句话说得好，“此之破缕，彼之锦衣”，让人头疼

的“垃圾”，换个思路很可能就成了宝贝。

近日，宁河区在修建津榆复线公路时，用工业固体

废弃物中的钢渣作为路基的填料，不仅让近两万吨的

工业垃圾重新“上岗”，也让路面质量得到了提升，一举

两得。把“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从“废

物”中寻找生产资料，正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内在逻辑。

变废为宝，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并不容

易。没有一种善于发现的眼光与思路，也看不到变废

为宝的价值与路径。报废汽车的金属碎料可以用于制

造管材；废旧电器电子产品经过拆解和再制造，可以用

于生产机械设备……心里有一张循环经济的产业图

谱，往往更容易找到废物利用的契机。当然，没有科技创

新的加持，也难有思路之变。天津大学定点帮扶甘肃省

宕昌县的专家，发现当地的菌菇种植和养鸡产业会产生

菌菇渣、粪便等废弃物，每年多达几十万吨，对当地水环

境污染很大，于是，利用生物与化学技术，把废弃物制作

成有机肥，让“粪渣渣”变成了“金疙瘩”。

变废为宝不只是能减少污染，还可以借此塑造新动

能、新优势。数据显示，我国的工业最终产品仅占原材料

的25%，也就是说，有75%的原材料没有得到开发利用，

这是一片等待挺进的蓝海。谁能进入这片区域，打造更

多高技术产业、绿色环保产业，谁就能丰富新型工业化的

内涵，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

色低碳转型。就拿天津自贸试验区来说，这里已经成为

国内开展保税维修再制造业务门类最全、业务模式最丰

富、相关标准和政策制度创新最多的地区，为通过“废物

利用”开辟发展新赛道提供了有力支撑。而《天津市废旧

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我市

废钢铁、废铜等10种主要再生资源循环利用能力要达到

800万吨以上，巨大市场的开发、高科技的加持、新生产

方式的涌现，都是可期的未来。

变废为宝，是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

生动写照，既能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也能持续

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从“放错地方的资源”中寻找新

动能、新优势，正当其时。

对话人：

薄文广 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

闫 丽 本报评论员

经济转型、动能转换，一个重要的支
撑来自新兴产业。扎实推进高质量发
展，要更加重视发展实体经济，把新一代
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生
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作为重中
之重，构筑产业体系新支柱。

闫丽：有数据显示，在我国重要的整车进出口
口岸天津港，“车头冲外”（出口）的新能源车今年
实现了快速增长。这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发展
的一个缩影。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激发更加
强劲的发展动能，既是优化经济结构的应有之义，
也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一环。

薄文广：是的。今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其实

就是明天的支柱产业。当前，我们处在转变发展

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亟

须抓住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

长极。作为国民经济的新赛道新支柱，战略性新

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

是促进经济跃迁和成长的重要驱动力量。如果说

传统产业是“存量”，战略性新兴产业就是代表着

未来的“增量”。我们既要盘活存量，更要着力扩

大增量，引导带动产业向高科技、高附加值领域延

伸。在这个过程中，新动能加速培育、产业结构进

一步优化、不同要素高效集聚，产业体系的“现代

范儿”也就越来越足。

闫丽：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是
重要方向。在天津，一说起信创产业，很多人就会
想到麒麟软件和飞腾芯片，这两家企业的办公楼
也紧紧相邻。麒麟和飞腾联手打造了计算机PK
体系，同时，集聚形成了有上千家企业的产业链
条。您认为，应如何更好地攥指成拳，在融合集群
上发力？

薄文广：当下，战略性新兴产业还存在企业

少、规模小、产值占比低等问题。融合集群发展是

破题的一个关键，是支撑产业竞争力和提升地区

竞争力的重要形式。在一个完整的产业集群中，

通过劳动力共享、技术外溢、上下游关联，能实现

人才、技术、资金等有机结合和效益最大化。天津

在全国率先形成较为完整的信创产业链，这也正

是集群发展的体现。集群的过程也是融合的过

程，主体融合、要素融合、数实融合，乃至产城融

合，通过深度融合“抱团取暖”，为提升产业接续性

和竞争力提供支撑。新的增长点，往往就孕育在

融合化、集群化发展的过程中。

闫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是如何汇聚
更多创新资源、高效利用创新要素。战略性新兴
产业大多为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
直接影响着产业的发展。

薄文广：的确如此，创新是关键。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技术、新

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孕育成长壮大的过程，对人才、科技要求更高，

也要求我们厘清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其中，科研院所体系化、

探索性的基础研究关系产业底层技术的突破，企业微观的研发投入关系

产业应用的规模化，这些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制度与服务模式的创新。不

久前，我市成立天开实验室创新发展联盟，技术、人才、成果、金融等在这

里“融汇”，企业可以找到匹配的技术，科研成果可以找到产业化的途径。

这样一种联合体，正是从体制机制、产业生态等多维度适应战略性新兴产

业创新多、变化快的特点。

闫丽：新生事物的成长，能够给经济社会带来新气象、新活力，只是嫩
芽破土而出时，大都是稚嫩的，需要精心呵护。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而
言，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优质完善的要素保障环境，不可或缺。

薄文广：产业发展就像一场竞赛，企业是下场比赛的选手，政府则是

提供后勤保障的服务员。企业能做的事情，交给企业自己完成，比如创新

决策、技术应用；企业完成不了的事情，由政府保驾护航，比如强化知识产

权保护、打破垄断，更重要的是搭建平台、理顺链条。一般来讲，一个城市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与其科技创新强项和产业“长板”高度

契合。就天津来说，科创资源丰厚，用足用好这些优势的重点在于提高科

技成果转化率。进一步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通道，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

场，重点解决企业在科技成果产业化、产品规模化以及扩大市场过程中面

临的瓶颈问题，让科技、金融、人才、数据等各类要素对产业发展的支撑更

有力，强项和长板才会发挥出最大力量。

有人说，评价一个区域营商环境的好坏，不光要看

政策，还要看“政风”。

“政风”靠作风体现，考验的是担当意识和责任

感。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关心企业发展，推动

各类惠企政策及时落地，营商环境好，企业扎根发展的

信心就强。

用“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托起企业信心，放心

不下的是什么？是企业的急难愁盼、发展的目标任

务。在其位则谋其政，任其职则尽其责。“时时放心不

下”，先要将企业面临的难点和痛点找出来、解决掉。

这项工作就像问诊开药，该怎么治疗要依病情和患者

诉求而定。这就需要各级干部做将心比心的倾听者，

因需施策，对症下药。

“时时放心不下”是一种责任，也是一份牵挂。怎么

让悬着的心有着落？光坐在办公室苦思冥想显然不

行。必须扑下身子，沉到一线。问题出在哪里，就到哪

里去。把“话筒”带到基层，伸到企业的家门口、生产线，

在那里抓准迫切需求和具体问题，逐项推动问题解决。

责任感只有从心间落实到脚尖才有意义。“责任

感”贵在担起责任，解决问题，而比“递话筒”更难的也

是解决问题。但千难万难，真抓实干就不难。把“时时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快马加鞭的行动，从小切口

入手，从眼前的事做起。针对企业的不同诉求和各类

“疑难杂症”，南开区提出“一企一单一策”，河西区打造

“一件事”服务专厅，一件事一次办，有需求就能办……

让“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在解决问题中开花结果，

化作企业的发展信心和创新动力，也化作营商环境的

一部分。

“过去办业务、交材料老是

出错。问完社区又要问街道，

得来回折腾好几趟。”一提到办

业务、交材料，相信不少人都有

类似苦恼。为实现“居民不跑

腿”，蓟州区文昌街道近日梳理

出4类、57项企业和群众常办

的服务事项，按照一类一码的

标准，推出“码”上缴费、“码”上

办理、“码”上知道、“码”上就到

服务。

对群众而言，同一项业务

从“跑断腿”变为“不跑腿”，办

理内容没变，服务体验却有天

壤之别。从表面看，这是因为

数字技术的加持，大家拿起手

机“扫一扫”就能办业务、缴费、

了解优惠政策，如遇困难，还能

通过“‘码’上就到”功能联系工

作人员，享受上门帮办服务。

从深层看，则是政务服务人员

用心发现问题、换位思考，解决

群众的急难愁盼，最终以用心

换来舒心。

用心服务没有捷径，需要服

务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眼中

观全局，看到一项业务的所有流

程，通盘考虑问题；耳中闻百姓

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就如文

昌街道的“四码齐驱”集成办事新

攻略，从纵向与横向梳理群众需

求，织密“码”上服务这张网。说

白了，用不用心反映的是服务者

的辛苦指数，舒不舒心则代表群

众的幸福指数，供给侧不断提高

用心程度，需求侧的幸福指数才

能节节攀升。

用心程度高，源于为民服

务的“心气儿”高。心气儿越高，追求越高，就

越会想方设法提升群众满意度。现实中心气儿

高的人少不了和自己较劲，甚至故意为难一下

自己以实现更大进步。在政务服务中，同样如

此。最近，想开一家旅行社的大学毕业生王颖

慧，因营业用房问题遇到困难。她来到河北区

政务服务中心“办不成事”反映窗口求助，服务

中心通过整合联动资源、多方研讨，最终把事给

办成了。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专治各类

“疑难杂症”，显现出的正是追求更优服务的心

气儿。

用心、用情、用力，才能扛下各种办不成的难

事、麻烦事。优化服务没有终点，在群众的大事小

情上用心，想方设法提升服务水平，给群众更好的

办事体验，实事才能办到群众心坎儿上。

人在旅途，停车看景拍照，居然要被收费，这样“魔

幻”的一幕就发生在不久前的西藏江孜县。有游客在

G349国道卡若拉冰川路段停车拍照时，遭到景点工作人

员阻拦，“这里是景区要收费”。此事引发热议后，当地文

旅部门向游客致歉，对景区经营企业和相关责任人依法

依规进行严肃处理。

这样“圈地收费”式的做法已经不是第一次被网友吐

槽：梅里雪山国家公园附近的214国道旁，修建起了围

墙，行人无法在公路边欣赏景观；青海湖也因设置了环湖

铁丝网围栏，引起广泛关注……

无论是拦停收费，还是“围墙挡景”，打的都是小

算盘，为了多收点门票钱。然而，旅游，看的是一时的

风景，更是一地的人情。从某种意义上讲，景区形象

也是城市形象、地区形象，游客对景区的满意度、体验

感，直接影响着对整个地区的观感和评价。在这个人

人都有麦克风的年代，景区一旦背上“吃相难看”的

“污点”，就会造成很差的风评。有的“挡景”景区，已

经让很多游客放弃了到此一游的打算。这对于当地

来说，损失的可不只是游客数量，无疑“捡了芝麻丢了

西瓜”。

壮丽景观是大自然的馈赠，具有公共属性和社会

价值。对于景区而言，想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

山”，靠强行圈钱是行不通的。如今，体验感和服务是

人们出门旅游更为看重的。在服务品质上做加法，是

很多地方正在探索的旅游新招数。近日，庐山景区因

面积大、景点多，探索实行“一票多次多日使用制”，为

的是满足游客舒适出游需求，提升深度游玩体验。还

有不少景区，门票降价甚至免费，看似赔本买卖，实则

以巨大人流辐射带动周边酒店、餐饮、购物、娱乐等产

业发展，延长消费链条，给当地发展带来乘数效应。

不断提升服务意识、优化服务体验，才是文旅事业长

远发展的正确打开方式。

旅游，不仅是一“景”之事，更事关长远发展。乱收费

可以制止，围墙建了可以拆，口碑坏了却很难挽回。很多

时候，放大格局，打开的是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对山光水

色不必“藏着掖着”，也不必一口气“吃干榨净”，以更开放

的姿态迎客留客才能聚人气。景美人更美，旅游才会越

来越兴旺。

天刚微微亮，河北区新开河南岸的健身步道就迎来

了第一批“客人”，很快，步道旁边的体育园里也热闹起

来。“几分钟的道，有这么个锻炼的地儿，确实方便”，不少

老人是这里的常客。

想跑步、散步，离家不远就有健身步道；不想出小

区，楼下也能运动运动……如今，建在身边的健身场

地越来越多，环境好且设施齐全，受到居民欢迎。出

门不到一刻钟，就能找到锻炼的地方，不断完善提升

的15分钟健身圈，让更多人爱上运动，也让健身成为

一种新时尚。

健身圈是个什么圈？就近满足百姓健身需要，首先

这是一个“便利圈”。挖掘利用闲置资源，建设方便可达、

贴近社区的健身设施，健身圈也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

一部分。步行十多分钟，就能买到菜、逛便利店、健身，百

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是在这样的就近满足里提

升的。

缺什么、补什么，这也是一个“暖心的圈”。满足

居民缝补、修鞋等小修小补需求，有的社区专门设立

了服务点；给居民提供看书好去处，有的社区在党群

服务中心建起阅览室……将惠民理念变成务实行动，

对照群众需求查“漏”补“缺”，这样的“圈”有烟火气，

有人情味。

从加大优质公共资源供给，到丰富各种商业业

态，“圈”的内核是服务。说到底，这个“圈”是一个

考验基层治理能力的“服务圈”。服务的质量和水

平，连着百姓的实际生活体验。让便利更加触手

可及，引入社会组织来提升服务的专业性，依托智

慧平台优化管理服务……想尽一切办法，不断提高

“一刻钟”里的服务效能，提升的是便民生活圈的

质感。

社区小食堂，民生大文章，有的社区食堂悄然走红。位于和平区宝鸡

东道上的南营门街老年食堂，最近迎来了不少新面孔。物美价廉的菜品，

小份菜、花样多的特点，吸引周边一些年轻人不时光顾，有的甚至成为食

堂的“忠粉”。

将食堂开到居民身边，是实实在在的好事，老年食堂想要走得更远，

不妨在关心“老年人的胃”的同时，照顾“年轻人的心”，多吸引年轻客群，

让社区食堂不只是“老人餐厅”。有了年轻人做伴，在这里就餐的老人也

感受到了朝气，心情变得更加愉悦。

大饭店吃着贵，外卖食品不太放心，这是一些年轻人的“就餐焦虑”。

面向老年群体的老年食堂，食材的健康安全毋庸置疑，如果能更进一步，

推出适合年轻人的健康食谱，相信一定能抓住更多年轻人的“味蕾”。这

样，食堂经营方也可以良性运转，更好地为社区服务。

吸引年轻客群，一定要“潮”起来。纵观一些比较火的老年食堂，在环

境、氛围、设备上都下足了功夫。以南营门街老年食堂为例，作为和平区

第一家“智慧食堂”，自动秤盘、刷脸支付、健康检测等智慧功能契合了年

轻人的需求。还有的社区打造“理想+云厨房”自助模式，在服务周边社

区居民的同时，吸引了附近商业楼宇里的人群，大大方便了上班族。这些

社区食堂既满足年轻人用餐的“刚需”，又可提升自身的收入，实现了可持

续经营发展。

我们期待老年食堂越办越红火，在社区服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在预约环节推出老年人专用界面，帮助老年游

客更好适应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保留人工购票窗口、

线下讲解团队，为老年人提供服务；针对老年游客容

易疲劳的特点，多在景区内设立休息设施……景区

线上、线下同步改造让老年人在出游过程中享受更

便捷、更有温度的旅游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