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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丽

她们来自于群众，充分发挥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
的独特作用。
她们成就于普通，在各自岗位上挥洒汗水、兢兢业业拼

搏奋斗。
她们以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和努力，撑起了社会和家

庭的“半边天”。
巾帼花开竞芬芳，春华秋实又一程。五年来，全市妇联

组织团结引领广大津门女性始终与党同心同向同行，积极
投身天津高质量发展火热实践，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大都市的进程中汇聚起踔厉奋发向未来的巾帼力量。

搭建平台充电赋能，强化妇女参与高质量发展能力

“我们团队向脑部恶性肿瘤发起挑战，希望能造福患
者、挽救生命……”9月4日，在滨海高新区海泰大厦会议室
里，京津冀女性科技创新创业大赛紧张进行。最终，来自天
津郝曼淋的“全球首创入脑免疫调节剂ACTO01的国际开
发”项目获得大赛一等奖。

为广大妇女构建创业圆梦、就业增收、促进交流的平台，
天津妇联连续17年举办女性创新创业大赛，今年首次联合北
京市妇联、河北省妇联举办京津冀女性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来
自京津冀乃至全国、海外的259个项目报名，目前已有4个项
目正在进行投资及合作洽谈，有望在天津落地。

天津约有女性科技工作者18万人，她们是推动天津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着眼科技女性成长成才，市妇联积极推动市科技局、市教

委、市科协等十个部门，出台《实施“巾帼科技创新海河计划”
的若干措施》，23条具体举措赋能女性科技人员发展，努力打
造用才、聚才、育才、留才全链条服务体系。
聚焦妇女所思所盼，满足不同领域女性创业就业需求，五

年来，天津妇联通过举办“我要当津姐”家政职业技能培训、女
大学生专场招聘会、“她职场 就不凡”助力妇女就业网络服务
活动、“津帼家庭手工坊”等各类服务活动，提升妇女参与经济
社会发展的能力素质，受到社会广泛好评。其中，“津帼家庭
手工坊”项目，已帮助2500余名就业困难妇女实现“按单培
训、接单赚钱”，她们编织的花束还“绽放”到北京冬奥会的颁
奖仪式上。

（下转第4版）

■本报记者 王音

天开高教科创园“一核两翼”，筑起城市新地标。作为
西翼拓展区，天开西青园振“翼”而动，蓄势待发。
“一城、两业、三区、四谷、五链”，天开西青园发展蓝图

清晰可见。其中，发展新能源新材料和智能网联、生物医药
和生命健康两大主导产业，支撑西青区5条特色产业链做
大做强，为园区承接核心区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项目落地明
确了方向。
4月11日以来，园区已落地项目134个，注册资金11.03亿

元。其中，六成以上与集成电路、智能网联、生物医药等西
青区重点发展产业相关。
“聚焦集成电路、车联网、汽车及新能源汽车、高端装

备、生物医药5条重点产业链，西青区聚力政策支持，聚合
要素支撑，以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目标，深入延
链、补链、强链，打造现代产业链条。”西青区委书记朱财
斌说。

今年上半年，全区5条重点产业链增加值增速4.3%，高
于规模工业1.6个百分点，拉动全区增加值增长2.1个百分
点，占全区规模工业比重为48.6%。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产
业链实现两位数增长。
“链”动升级，西青区启动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龙头带动 产业链“强筋壮骨”

24.79平方公里的天开西青园，包括学府工业园区、西
青大学城、南站区域及居住配套区，拥有天津师范大学、天
津工业大学、天津理工大学等7所高校，已有企业600余家，

其中规上工业企业56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36家，雏鹰企业
77家，瞪羚企业5家，涉及大健康、新材料、智能制造、信创等
产业。

启动建园以来，已签约引进新能源电池材料和高端医疗
器械两个重大创新平台，带动天开西青园打造两个千亿级主
导产业集群。
“园区将连续5年共安排10亿元政策支持资金；一次性拿

出2亿元政府引导资金，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成立多维度、多
种类政府投资基金，真正投早、投小、投创新，为企业雪中送

炭。”西青区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天开西青园工作专班负责
人梁红升说。

站在天开西青园科创服务中心11层的共享会客厅，透过
落地窗向外俯瞰，一片“藏龙卧虎”之地尽收眼底。

注册在此的天津法莫西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成长迅
速，不久前在第十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天津赛区）中脱颖
而出，作为成长型企业代表竞逐全国比赛。
“我们已经与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以及天津医科大学达成

合作意向，未来将在天开西青园进行更多科研成果转化。”天
津法莫西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田东奎说。

另一家龙头企业，善测（天津）科技有限公司则瞄准高端
市场，历经多年科技攻关，其航空发动机系列产品达到了国外
同等水平，实现了国产化替代。公司与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
动机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战略合作，为中国首款商用发动机提
供测试产品及服务，并扩展到航空发动机、蒸汽轮机和鼓风
机、盾构机等领域。

围绕5条重点产业链布局，西青区加快串链、补链、强链
步伐。今年以来，全区组织召开汽车及新能源汽车、高端装
备等重点产业链撮合对接活动26场，参加企业690家，推动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供需对接，进一步打通生产、配套、供应
堵点。

针对重点产业链企业、新入驻科技型企业等，西青区深
挖潜能，对接惠企政策，举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宣讲
会、专精特新政策宣讲会，邀请专家解答疑问。其中，今年
以来，组织召开专精特新政策宣讲会13场，梯度培育创新型
中小企业85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64家，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7家，服务指导企业100余家次，引导企业走“专精特新”
发展道路。 （下转第2版）

“链”就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西青区聚焦落实“十项行动”做大做强五条产业链

■本报记者 胡萌伟

近日，天津地铁11号线一期工程
东段进入列车运行图的空载试运行阶
段，年底前将正式开通运营；同时，全
线21座车站主体结构均已顺利封顶，
西段工程将于年内实现隧道贯通。

另一边，天津“设计之都”项目柳
林公园一期、柳林桥等重点子项工程
建设正稳步推进：柳林公园一期内，生
态科技馆已完成主体施工，进入玻璃
幕墙安装阶段；柳林桥进入下部结构
施工，预计年底前完成。

近年来，中交集团在天津包括上
述的一批大项目好项目接连落地、开
工，切实发挥投资拉动作用，为我市高
质量发展注入了“硬核”力量。

22日，记者来到位于河西区大沽
南路的中交京津冀区域总部，走进二
楼会议室，一幅“中交京津冀区域市场
开发作战图”格外抢眼。图上，京津冀
各个区域的基本信息、重点项目介绍、
节点进度等清晰直观——“挂图作
战”、攻坚克难、实干奋进的中交作风
扑面而来。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
谋未来。中交集团京津冀区域总部总
经理黎儒国介绍，天津是中交集团的
发源地，也是战略发展的核心要地，中
交集团一直致力于投身天津市建设，
积极融入天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在高
速公路、港口建设、城市综合开发、城
市更新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合作成
果。先后参与了海河柳林“设计之都”
核心区，天津地铁11号线一期，天津
地铁2、3号线运营，津静市域（郊）铁
路，津石高速公路天津西段，天津港集
疏运专用货运通道，河西区陈塘片区
综合开发，南开区西营门片区城市更
新，东丽区天钢一期土壤治理修复与
地块开发等一系列重大项目。
“这几年与天津市合作的过程中，

市委、市政府，各个委办局，相关的区委、区政府，平台公司，
给予了巨大的支持，有的现场办公、主动上门服务，这也是我
们愿意在天津深耕发展的重要原因。”谈及天津的营商环境，
黎儒国深有感触。

2019年4月2日，中交集团与天津市人民政府签订全面
战略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签约5年内中交集团在津投资规
模不低于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交集团在津已完成签约
1593亿元投资合同额，在津新注册法人28家、注册资本金
265亿元，在津摘地共2259亩、开发建筑面积283万平方米，
土地出让金合计350亿元，同时完成了2家天津国企混改。
“天津发展日新月异，前景广阔，中交集团愿意与天津

一同积极服务国家战略，针对天津的战略需要，结合中交的
既有优势，全力绘好‘施工图’，拼出‘实景画’，在建设绿色
智慧枢纽港口、高标准建设天开园、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建设美丽天津等方面共同发力。”黎儒国说。

位于西青区的天津南站科技商务区。

本报记者 潘立峰 通讯员 袁忠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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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记者近日获悉，今年前8个月，
我市以电动载人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为代表的“新三
样”产品出口表现抢眼，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325.11%、
40.54%和29.39%，外贸新动能作用凸显。
为服务“新三样”出海，天津海关围绕监管政策、证书办

理等企业关注的问题及时答疑解惑，在标称容量、充放电安
全、出口危险货物包装检验要求等重点方面对企业进行详
细指导。在严密监管的基础上，推广随到随检、24小时预
约通关等便利措施，提升货物通关效能。前8个月，天津市
电动载人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出口额分别达14.72亿
元、19.07亿元和77.63亿元。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储运部经理庞静表示，在企业集团加工贸易监管模式下，生
产原料的流转更加便利，前8个月，该公司在集团保税模式
项下出口货值达2.63亿元，同比增长5倍。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昨日从中国海油天津分公司
获悉，我国海上首个规模化钻井开发的亿吨级油田——垦
利6-1油田，完成全部177口井钻井作业，融入13项新技术
应用。目前油田已达日产原油近万方的规模，对渤海油田
增储上产、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垦利6-1油田钻井开发项目由4-1区块、10-1北区块和

5-1、5-2、6-1区块组成，是我国海上钻井迄今为止规模最
大、时间最短、平台最多的开发项目。中国海油天津分公司工
程技术作业中心副总经理刘宝生介绍：“项目规模化进行超百
口井的钻井作业，多项国产化工艺技术达国内领先水平。”
同时，作为渤海油田首个接入岸电开发的钻井项目，垦

利6-1油田钻井开发项目落实“双碳”战略，利用电网岸电
供电取代海上钻井平台传统柴油发电进行作业，大幅降低
柴油消耗成本，单个平台年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万吨。

生机勃勃、

绿意盎然，初秋

的天津美不胜

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蓝图上，把灵

动的“绿”描绘得更加夺目，是发展的

必答题，更是“加分项”。

绿色，是发展最动人的底色，也

是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在推动高质

量发展“十项行动”中，推动京津冀

协同发展走深走实行动，生态是关

键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绿

色化是重要方向；绿色低碳发展行

动，牢牢把握绿色这一核心……可

以说，把“十项行动”落到实处，就意

味着要厚植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后

5年是美丽天津建设的重要时期，

推动经济社会向“绿”而行，要见态

度，也要见行动，更要见效果，咬定

绿色发展不动摇，让绿色发展理念

浸润城市发展的每一个细节，以“绿

色”激发经济发展潜力和后劲。

绿色发展是一场持久战，也是

一场攻坚战。把绿水青山转化成金

山银山，是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

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绵绵用

力、久久为功。发力的过程，也是攻

坚的过程,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过程。让看

得见的绿色不断积累，不断“增绿”“用绿”“活绿”；以看不见

的绿色开拓发展空间，在低排放、高附加值的产业中寻找新

的增长点。谋划发展，既不能“一口吃个胖子”，也不能“歇歇

脚”“等一等”。紧扣“高质量”这一关键词，一仗接着一仗打，

更加科学地把握生态和产业的“加减法”，以坚定的态度、深

刻的思考，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条路坚决地走下去。

有句广告词叫心动不如行动。推进绿色发展也是如

此，事在人为，事靠人为。向绿色要生产力，把绿色转化为

发展优势，是结构优化、转型升级从“量变”走向“质变”的过

程。变化中，问题会产生，而科学地干、有针对性地干，就要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不断破解绿色转型中

的堵点难点问题。把“路线图”“施工表”分解、细化，找准解

决问题的抓手，让产业更加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培育好

绿色发展新动能，就能做强绿色增长新引擎。

绿色，代表幸福、饱含价值。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这样的历史机遇，我们不

能错过，也不会错过。

巾帼聚力助发展 群芳辉映“半边天”
——全市妇联组织团结引领广大妇女积极投身天津高质量发展火热实践

趣味科普

筑梦未来

“科普走近校园 科学筑梦

未来”——赋能“双减”科普资源

系列对接活动近日在天开高教

科创园举办。本次活动涵盖了

科普资源对接展览、科学大咖科

普讲座、趣味实验舞台展演等多

个主题活动，现场互动气氛热

烈。40余家天津市科普基地和

科普项目实施单位全面展示了

青少年科学教育的特色科普资

源和品牌活动。

本报记者 张璐 张磊 摄影报道

前8个月天津外贸“新三样”加速出海

海上亿吨级油田垦利6-1完成全部钻井作业

津门凭阑

导读

天津银行·2023海河戏剧节今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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