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实施办法将0—7岁听力、肢体、智力、
多重残疾儿童和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康复训
练费用补助标准调整为“每月不超过0.24万元，
每年度不超过2.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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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孟若冰

为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
动残疾儿童康复高质量发展，经市人
民政府批准，市残联会同教育、财政、
卫生等十部门，重新制定了《天津市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并于日前正式
实施。昨日，本报专访市残联相关负
责人，对新实施办法作了详细解读。

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救助制
度实施5年以来，全市共救助各类残
疾儿童 15909 人次，累计投入资金
2.58亿元，实现了符合条件、自愿申请
的残疾儿童应救尽救，显著改善了残
疾儿童生活质量。

新实施办法救助对象进一步完
善。原实施办法规定残疾儿童应具
有本市户籍。新实施办法将救助对
象拓展为“残疾儿童或其父亲（母亲）
具有本市户籍”。解决了我市部分新
落户家庭出生的残疾儿童因暂未落
户而不能得到康复救助的问题。

同时，救助标准也有所提升。新
实施办法将0—7岁听力、肢体、智力、
多重残疾儿童和孤独症（谱系障碍）
儿童康复训练费用补助标准由“每月
不超过0.2万元，每年度不超过2万
元”调整为“每月不超过0.24万元，每
年度不超过2.4万元”。每名符合条件

的残疾儿童每年可多获得4000元的
康复训练补贴，进一步减轻了残疾儿
童家庭经济负担。该项工作也被纳入
2023年我市20项民心工程。

按照国家和我市关于加快推进
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工作
要求，切实提高便民服务水平，新实
施办法将申请救助地点调整为“区残
联或区残联指定的街（乡、镇）残联”，
更加便于残疾儿童就近就便申请康
复救助。

目前，我市已有88家定点机构为
残疾儿童提供各类康复服务。同时，
新实施办法中明确提出“实行京津冀
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互认”，为残疾
儿童家庭提供更多选择，方便残疾儿
童就近就便接受康复服务。

为满足多重残疾儿童以及单一类
别残疾儿童对多类别康复服务的需
求，新实施办法明确提出：“根据残疾
类别和康复需求，残疾儿童可以同时
申请多类别的救助内容”；为落实早发
现、早干预要求，提高残疾儿童康复效
果，新实施办法明确提出：“支持鼓励
定点康复机构为0—3岁听力、肢体残
疾儿童，孤独症（谱系障碍）和发育迟
缓儿童开展早期干预”；为维护残疾儿
童利益，新实施办法明确提出：“定点
康复机构不得向残疾儿童监护人预收
费用”。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昨天，西青
区、河北区、中新天津生态城、东疆综保
区建设完成的800公里智能网联汽车测
试道路全域开放，这是我市智能网络汽
车产业良好生态建设的一大成果，标志
着我市朝着2027年把天津打造成全国
重要的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与成果
转化城市目标又迈进了一步。
我市为促进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发展，专门印发《天津市加快新能源
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实施方案
（2023—2027年）》，集合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交通运输委、公安交管局等
多部门、各区以及重点企业的力量，
成立汽车专班，优化工作机制，形成
合力。各区结合各自产业基础，以车
联网为抓手，积极打造测试环境，完

善车路协同基础设施。
以天津（西青）国家级车联网先导

区为例，截至目前，其搭建出了三级测
试服务体系，虚拟测试场覆盖场景
3500余个，累积测试用例287万，为60
余家车企提供测试服务；占地1475亩
的封闭测试场一期投入使用，支持主
流驾驶辅助类及自动驾驶类的标准验
证和功能研发测试；开放测试道路
523.8公里，智能化改造域内408个重
点路口，安装智能化设备3654台；牵头
或参与标准研究制定93项，连续2年
举办车联网安全验证活动。

截至目前，全市已有6大类90多辆
自动驾驶车辆上路开展测试应用，众多
应用场景正有序开放，天津南站科技商
务区自动驾驶商业化示范应用、天津

站、海河沿线、意式风情区智慧旅游接驳
示范运营、于响片区、东丽湖、海河教育
园、意式风情区、佛罗伦萨小镇、宝坻京津
中关村科技城等区域各具特色的车联网
应用示范项目纷纷呈现。

在产业聚集方面，我市目前培育了经
纬恒润、中汽数据、英创汇智等一批龙头
企业，成立了天津市车联网创新中心和车
联网产业创新联盟，吸引了智网科技、东
风悦享、天翼交通、北京京深深向科技、新
加坡MooVita等一批行业优势企业。
“为了营造良好的智能网联汽车产

业生态，吸引更多优势企业来津发展，
我们正在积极推进车联网大数据服务
平台建设及智能路网建设，推动各类
‘车路云网图’数据平台建设和互联互
通，推进智慧出行、智能调度、先进感知

监测等系统综合应用，打造全市统一的
车联网大数据服务平台，引育一批高精
度地图、数据分析、出行服务、金融保险等
领域数据服务企业，持续提升数据应用和
增值服务能力。加快网络升级改造和5G
规模化部署，提升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
（LTE—V2X）网络覆盖水平。”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副局长崔伟介绍说。

根据《天津市加快新能源和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3-2027
年）》，我市在推进天津（西青）国家级车
联网先导区核心区建设同时，将支持经
开区、生态城、东疆综保区、津南区、河
北区、武清区、宝坻区建设车联网先导
区拓展区。我市还将在车联网先导区
先行先试自动驾驶政策，推动智能网联
汽车立法。

■ 本报记者 耿堃

“我反馈的问题这么快就得到了
解决，工作人员不但服务态度好，而
且工作效率高。”津南区小站镇居民
陈女士说。因工作地点小站镇福馨
广场底商附近地沟井污水外溢，她拨
打便民热线反映问题。接到下派工
单后，小站镇立即转派给相关职能部
门，确认了解决方案，并跟踪处理进
度，直至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近年来，津南区积极回应群众关

切，聚焦矛盾纠纷化解，创新举措着
力破解民生难题，不断探索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新方法，逐步走出一条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新路径。

用好便民服务热线“接单即办”，
第一时间满足群众诉求，即是其中一
项举措。“接单即办”开展以来，累计
接单24.15万件，办结23.93万件，办结
率达99.09%，群众的合理诉求得到了
有效解决。

用好“枫桥经验”就要做细做实
基层工作。津南区持续健全和完善

基层治理体系，切实推进社区警务和网
格的深度融合，实现“组织融合、力量融
合、服务融合”，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和群众安全感。

家住津南区的孙女士一家与楼上
邻居赵女士一家因噪声扰民产生矛盾
纠纷，双方各执一词，通过多种方式指
责对方的扰民行为，矛盾不断激化。
为此，派出所社区民警多次到居民家
中走访，了解群众诉求，并与人民调解
员、居委会和物业工作人员共同研究
制定化解方案。居委会“大姐”、物业

“管家”和民警经常到这两家“串门”聊
家常，赶上节日还会顺便捎上几样水
果。几次下来，双方都被工作人员的
诚挚态度所打动，紧张的邻里关系缓
和了。

津南区发挥平安津南建设协调机
制作用，动员党员干部群众积极参与
平安社区创建，降低社区内的治安风
险，努力构建“党建引领、各方协作、群
众参与”的平安联创共同体，有效地推
动了新时代“枫桥经验”在该区落实、
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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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京津冀多节点、网络状、全
覆盖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基本建
成，目前，我市铁路总里程 1468 公
里，铁路路网密度全国第一，高速公
路路网密度全国第二，初步实现京
津雄0.5小时通达、京津冀主要城市
1小时至1.5小时通达。以天津港为
核心、以河北港口为两翼，功能完
善、分工合作、错位发展的世界级港
口群蓬勃发展。区域航空枢纽和国
际航空物流中心建设不断加快，区
域机场群蓄势待发。

翻开地图，沿着我市海陆空同频
共同织就的“一张网”，京津冀广袤的
土地上，产业协同加速，创新资源流
动，产兴、人旺、机遇更多。

武清区被称为“高铁拉来的新
城”。京津城际将武清站到北京南
站的时长缩短至20多分钟，吸引了
不少“北漂”在此定居，“高铁经济”
也随之而来。武清区新商圈指挥
部办公室副主任郭俊利介绍：“得
益于京津城际，武清站周边迅速发
展为由多个购物小镇组成的新商
圈，年接待京津等地消费者约 1000
万人次。”

在滨海新区，依靠高速铁路、高
速公路等便捷的交通往来，天津滨海

—中关村科技园成为将北京科技创
新资源和天津先进制造研发优势相
结合的创新高地。目前，已累计注册
企业4400余家，为900余家北京科技
企业提供科技创新、应用场景支持，
不断加速产业协同聚集。

6月，我市发布了《推动京津冀协
同发展走深走实行动方案》。作为高
质量发展“十项行动”之首，深度融入
世界级城市群建设，互联互通的立体
路网让协同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今年底，津兴城际就将开通运

营，加快形成京津、京沪、京滨、津兴4
条高铁通北京格局。津潍高铁、京滨
城际北辰区至滨海新区段等重大项
目也在提速建设。我们将进一步加
快京津冀交通一体化重点项目建设，
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
行动，通过交通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助
力沿线经济快速发展。”市交通运输
委副主任刘道刚说。

新基建发力 激活发展新动能

如果说，基础设施建设打通了
区域协同“大动脉”，那么，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的持续
发力，则为互联互通“一张网”注入

发展新动能。
特高压——打造电力输送的“超级

动脉”。如今，作为新基建的重要领域
之一，已成为能源互联网的骨干网架。
随着我市加快特高压建设，天津电网已
全面进入“两交两直”特高压时代。
“照明条件良好，铁塔周围无遮挡

物，无人机起降环境没有问题，可以起
飞。”日前，在武清区1000千伏锡廊Ⅰ、
Ⅱ线线路通道，国网天津高压公司无人
机巡检班正使用无人机进行夜间红外
测温。搭载着摄像头和红外测温仪的
无人机缓缓升空，检查铁塔的耐张线夹
等关键部位。
“我们的重点任务就是关注特高压

输电重要通道。在秋检期间，针对重点
区域用无人机开展勘查、夜间测温、精
细化巡检等，排查设备隐患，确保特高
压输电通道安全运行。”本次作业现场
负责人南杰胤介绍。

作为京津唐受端电网的重要组成
部分，天津特高压既是华北电网西电东
送、北电南送两大电力流汇集、转送的
枢纽站，也是电力流输送转移的关键通
道。眼下，国网天津电力运维的天津境
内特高压交直流线路已达10回1331基

杆塔，长度970.56千米。每年可为我市
节约煤炭消费900万吨，减少地区二氧
化碳排放1750万吨。

近年来，我市把新基建作为培育新
动能、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出
台了《天津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
动方案（2021—2023年）》，在信息基础
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方
面积累了优势。

天津港码头，全自动驾驶的人工智
能运输机器人装载着集装箱货物自动
装卸；天津经开区，智能工业无人机从
全自动机场起飞巡检，实时数据同步回
传；中新天津生态城，1200多个摄像头、
感应器等物联设施不间断运行，互联起
4.9亿条数据……

目前，我市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5G）基站累计建成6.3万个，入选全国
首批千兆城市，5G全连接工厂重点项
目超20个；建设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
西青区完成408个路口基础设施智能
化改造提升，积极抢占未来产业发展新
赛道。以特高压、5G为代表的新基建，
正逐步推动天津传统基础设施实现“数
字+”“智能+”升级，为区域互联互通插
上腾飞翅膀。

“软联通”赋能 优化服务强支撑

织密织好互联互通“一张网”，离不开
“软联通”的优势赋能。

6月初，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北京市交
委、河北省交通运输厅联合签订了《泛京津
冀交通运输政务服务协同发展区域合作协
定》，按“成熟一批、推出一批”的原则持续
推出政府服务协同举措。

不久后，首个协同举措正式亮相——
京津冀实现五大类交通运输电子证照共享
互认，推动5个政务服务事项“同事同标”。

新政很快惠及三地众多运输企业和从
业人员。天津钢运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是一
家钢材运输企业，每天有50多辆货车往返
于京津冀。“以往，货车司机每年都得亲自
去窗口办理道路运输证等纸质证照。现在
不仅网上提交材料线上审批，司机在三地
遇到查验时只需出示电子证照，大大降低
了运营成本。”企业运营负责人说。

市交通运输委政务服务处处长张义昌
透露，上述举措将惠及京津冀三地310多
万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和43.9万户道路运输
经营户，为京津冀商贸物流互联互通提供
有力支撑。

精准实施京津城际“一日一图”，高峰
日京津城际可增加席位2.76万张，运输能

力提升18%。
优化高铁、公交接驳，改善跨省道

路客运服务，在北辰站开通740路、
727路定制公交线路；在蓟州区提升
蓟58路公交线路服务水平，更好衔接
北京930路公交线路。
实现天津地铁手机软件（App）与北

京、上海等8座城市地铁App互联互通。
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根本目的，近年
来，随着一项项政策措施及服务举措
出台，天津在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软联通”上持续发力，不断为区域发
展赋能。

目前，我市已制定《唱好京津“双
城记”优化提升京津交通服务工作方
案》，将在提升京津通勤便利度、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天津港为北京服
务能力等方面细化24项措施。

市交通运输委综合规划处处长
于冉冉表示：“我们将进一步推进京
津冀政务服务协同发展走深走实，
逐年拓展跨省互认电子证照类别及
政务服务‘同事同标’事项范围，‘一
线一策’‘一站一策’改进出行服务，
更加便捷服务京津冀交通运输企业
和从业人员生产经营，便利群众出
行，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提供有力
交通运输支持。”

我市加速构建区域互联互通“一张网”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近日，我
市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TOD）
项目好消息接连传来，“轨道上的天
津”跑出“加速度”。

昨天，天津轨道交通集团双林
车辆段东侧综合开发地块成功出
让，这是《天津市津城轨道交通场
站综合开发近期建设规划》所确定
的 4处场段中的首个项目，标志着
津城4个大型地铁上盖示范项目拉

开建设大幕。
双林车辆段地块原为地铁1号线

双林车辆段，本次出让的东侧地块面
积12.37万平方米，位于津南区浯水道
与谦福道交口东侧，东至渌水道，南
至景盛路，西至浯水道，北至谦福
道。项目周边居住区密集，教育、商
业、医疗等配套资源完善。

同时，我市首个TOD保租房项
目——佟楼 TOD保租房也于近日

取得土地使用权，正式进入实质性施
工阶段。

佟楼TOD保租房项目位于河西区
马场道与围堤道交口地铁11号线佟楼
站，总占地面积约9200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约36000平方米，建成后将新增328
套保障性租赁住房。佟楼TOD保租房
项目也是我市首批智能建造示范项目
之一，在设计阶段突出集约化，实现美
化城市界面、节约土地资源、提升城市

功能的目标；在施工阶段突出智能化，通
过建筑信息模型技术统筹设计与建造，
提高建筑装配比例，大量节约人工和物
料成本，实现整体建设过程的低能耗和
精细化。

天津轨道交通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未来3年，我市TOD项目开发建设
规模将达到300万平方米以上，努力实
现资源开发收益反哺和支持轨道交通建
设及运营主业。

我市交通场站综合开发传佳讯
双林车辆段东侧综合开发地块成功出让 未来3年TOD项目开发建设规模将超300万平方米

本报讯（记者 张璐）由国家合成
生物技术创新中心承办的第八届中
国创新挑战赛生物制造技术专题赛
现场赛26日在津召开。会上，国家合
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现场发布了高
通量编辑与筛选、系统生物学、生物
设计、结构生物学和智能生物制造等
五大技术服务平台。

本届中国创新挑战赛生物制造
技术专题赛围绕生物制造领域的企
业技术需求，开展“张榜出题”“揭榜
答题”竞赛活动，分“食品制造”“医药
制造”“材料制造”“未来基石”四个赛
道展开。同时，深度剖析行业需求，
精准把脉核心技术产业化指标临界
点，特别设置“生物制造阈值挑战
赛”，突破生物系统的生物学阈值极
限（“理论阈值”）和超越技术盈亏平
衡点（“生产阈值”）。

来自全国各地的35个创新挑战
团队现场对赛题发起挑战，经过八个
小时的激烈角逐，北京微构工场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的张涛团队获得一等
奖；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
究所的张以恒团队、天津科技大学的
申雁冰团队获得二等奖；中国科学院

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的陈久洲团
队、南开大学的陈瑶团队、苏州聚维元
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李承团队获得
三等奖。

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打
造的五大技术服务平台也于当日正
式亮相。其中，高通量编辑与筛选平
台致力于打造工程菌种全流程自动
化构建和高通量筛选的技术体系；系
统生物学平台致力于发展基因组、转
录组、蛋白质组、代谢组及生物分子
相互作用等多组学技术新方法，提供
全组学体系标准化、定量化的分析服
务，具备大规模分子互作网络分析鉴
定能力；生物设计平台提供算力、蛋
白功能预测设计、代谢途径设计和菌
种设计等高质量服务；结构生物学平
台主要进行高效蛋白质表达、纯化、
制备、蛋白质性质鉴定和结构生物
学研究的完整技术链条，实现低成
本、高通量、精确的蛋白质结构功能
研究及服务能力；智能生物制造平
台定位于开发新技术、新方法、新装
备，以更好地提供包括发酵优化与
放大、产品分离纯化工艺支撑及开
发服务。

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

五大技术服务平台津城亮相

■ 新实施办法中明确提出“实行京津冀残疾儿
童定点康复机构互认”

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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