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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雯婧 廖晨霞 徐杨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
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河北省考察时强调，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最终要体现到增
进人民福祉、促进共同富裕上。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是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靠燕山脉，共饮滦河
水。9年来，京津冀三地不断深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越来
越多协同发展的成果转化为民生红利，为百姓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获得感。京津冀三地“瓣瓣同心”携手同行，以实际
行动努力谱写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深化教育合作 共绘教育“同心圆”

今年8月23日，天津一中雄安校区在河北省雄县第一高
级中学正式揭牌。5天后，雄安校区校长李友良带领团队走

进天津一中。在校史馆，大家充分感受近年来天津一中全面深
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脉搏。随
后，李友良和团队观摩学校2023级新生入学礼、在多个课堂上
学习不同学段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一中”模式，“在这里，我们开
阔了眼界，也对创新人才培养有了更多深入的认识。”
“要推动京津优质中小学基础教育资源同河北共享，深化区

域内高校师资队伍、学科建设、成果转化等方面合作。”习近平
总书记对三地教育协同发展提出殷切期望。
回应期望，奋进的脚步从未停歇。
基础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滨海新区教体局与北京市朝阳区教委签署《教育协同合

作发展框架协议》，武清区40所学校与北京市33所学校、河北
省28所学校开展学科教研合作；全市成立由中小学优质师资

组成的讲师团，赴雄安新区、张北五县为当地教师开展订单式
讲座，参训人员2000余人。
职业教育示范引领——
3所中职学校在雄安新区三县开设分校，开展联合招生

联合培养；天津职业大学设立雄县职业培训中心，提供“菜单
式”培训，牵头组建津雄职教联盟，汇聚校企资源，提升雄安职
业教育发展动力；11所中职学校与河北省中职学校持续开展
“2+1”模式联合招生培养，选拔优秀中职学生来津就读；天津
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协助建设承德应用职业技术学院，打造
“1+1+9+N”分校建设新模式。

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持续强化——
天津市政府与北京大学签署新一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在协同创新、新型研发机构、战略决策咨询、人才培养等方面
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组建“民航科技创新联盟”“京津冀高校知
识产权运用联盟”“京津冀食品安全智库联盟”等28个联盟；
推动高校主动对接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将科技创新成果和关
键核心技术在京津冀全域落地转化。 （下转第2版）

服务“一卡通”百姓都受益
——京津冀三地不断深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奋发有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

发展的成色，在于“高

质量”；前行的指引，在于

新发展理念。在高质量发

展的航道上，国资国企是破浪前行的中坚力量。

国有企业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

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要担

当更大责任。推动全市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走

深走实，必须着力盘活存量、培育增量、提升质

量，保持定力，坚定信心，在提高国有企业核心

竞争力、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上下功夫，不断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

发展是一场“质”与“效”的赛跑，谁能在改

革、创新、管理、转型上不断提升质量，谁就能在

竞争中赢得先机。如何衡量发展的质量和效

益？投资有回报、产品有市场、企业有利润、员

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环境有改善是重要指

标。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责任越大，实力也就要

更“硬核”。朝着市场化方向精准发力，向着智

能化、绿色化、融合化靶向攻坚，抓住“创新驱

动”锻造硬实力，国有企业这个经济发展“排头

兵”的前行脚步就能更稳健。

锻造“硬核”实力，首先要心中有数。这个

“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清晰思路，也是对“盘

什么”“育什么”的清醒认识。“盘”的是资源，也是

发展的机遇和空间。土地、房产、产能、资金、品牌、

资质等各类国有资源资产，蕴含着价值，蕴藏着

更多的可能性。算好这笔经济账，才能打好国资

国企的“发展牌”。同时，“育”的是新的增长点，是

新质生产力。把国企在产业链上的位置看清楚，

把发展的优势短板搞明白，就能有的放矢，在现有基础上培育高质量、有

效益的实质性增量。“盘”与“育”的过程，也是核心竞争力提升、核心功能拓

展的过程，让各种资源释放出最大效益，让发展的硬实力再上一个新台阶。

做事有了方向，破题还要有办法。把存量盘活、把增量培育出来、

把质量提升上去，既要心中有数，也要手中有策。盘，就要因盘而活、盘

而有效；育，就要育出“新”意、育出质量。新质生产力的萌发、壮大，需

要布局的优化、技术的创新、步调的协同，这离不开“干”的作风。以技

术改造、扩大产能、产业链成龙配套等培育增量，不可或缺“闯”与“创”

的劲头。勇于闯、善于创、务实干，坚持内涵式发展，国有企业发展的质

量和效益持续提升，天津高质量发展的底气也就更足。

让存量“活”起来、增量多起来，把质量提起来，国资国企的发展如

此，一座城市的发展也是如此。

既
要
心
中
有
数
也
要
手
中
有
策

—
—

在
盘
活
存
量
、培
育
增
量
、提
升
质
量
上
下
功
夫
③

津
声

津门凭阑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记者从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了
解到，在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国网（天津）综合能
源公司与丹佛斯（天津）有限公司、深圳能源天津市英华新
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国网系统首个10年期绿电采
购合同。截至目前，今年我市绿电交易电量已达14.75亿
千瓦时。
丹佛斯（天津）有限公司是丹麦大型跨国制造业企业丹

佛斯在华的全资子公司，年用电量约5000万千瓦时，国网
（天津）综合能源公司在走访服务用户时了解到，该企业致
力于实现中国区全部工厂碳中和，并希望实现长期稳定的
绿电供应。为此，国网（天津）综合能源公司引入深圳能源
天津英华新能源公司，依托其在武清开发区崔黄口镇在建
的150兆瓦年发电量约1.65亿千瓦时的渔光互补项目，为
用户提供绿电，该合同落地后，丹佛斯（天津）有限公司预计
每年将实现二氧化碳减排2.8万吨。

此次签署的合同是国网系统首个10年期绿电采购合
同，国网（天津）综合能源公司自2022年率先达成天津市首
笔域内绿电交易后，不断总结丰富业务经验，创新提出长期
绿电交易电价形成机制，有效引领和推动用户能效提升，服
务企业绿色低碳发展。

国网系统首个10年期绿电采购合同签署

今年我市绿电交易电量达14.75亿千瓦时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为支持第二届全国博士后
创新创业大赛（以下简称全国博创赛）我市获奖项目转
化落地天开高教科创园，近日，市人社局、市科技局召
开全国博创赛获奖项目落地天开园对接会，推动博士
后人才、海外人才在天开园创新创业达成意向。

作为高层次青年人才创新创业的“全运会”，全国
博创赛也是各省市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水平
的“晴雨表”。市人社局介绍了大赛的赛果，天津代表
团勇夺10金、15银、30铜、43优胜，金奖和奖牌数均为
全国第一，获奖项目“硬科技”含量高、产业化程度大、
团队成员实力强。市科技局介绍了天开园的组织机
构、规划定位、发展状况、支持措施等。会上还沟通了

海归小镇、“海河英才”海外人才创业大赛、国家人才平
台建设等情况。
在支持政策方面，市人社局将为青年人才创新创业

提供保姆式服务，搭建“赛、展、会、盟”引才聚才平台，从
项目、人才等多方面与天开园互动融合，推进各类人才
在天开园创新转化、创业孵化。市科技局积极支持博士
后等青年人才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天开园，为人才提供政
策、平台、服务、专家、环境等资源的综合支持。

市人社局与市科技局通力合作，建立“以赛选才、
以赛育才、以赛促产”新机制，近期将共同开展全国博
创赛获奖项目天开行活动，促成优质项目落地天开园，
打造天开园品牌效应。

全国博创赛获奖项目“对接”天开园

推进高层次青年人才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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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廖晨霞

“原来这小小的麻花中，有这么
深的历史、这么多的讲究！”在桂发
祥十八街麻花文化馆，来津工作多
年的卢女士参观后发出这样的感
慨，“每年回家，我都要买不少桂发
祥麻花送给家乡的亲友，他们都很
喜欢，这份‘酥脆香甜’，已经成为他
们心中的天津‘味道’。”

提起九河下梢天津卫，“津门
三绝”是绕不开的话题，而作为三
绝之一的桂发祥十八街麻花，因其
“绝色”“绝香”“绝味”“绝形”“绝
品”，深受人们的喜爱。作为商务部
认定的首批“中华老字号”企业之
一，如今的桂发祥已不仅仅代表着
“麻花”这一津门特色小吃，其蕴含
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正让这家
拥有近百年历史的“老字号”在新
时代熠熠生辉。

让历史“传”起来

“我们的文化馆向公众开放，可
以预约免费参观，为的就是让更多人
了解我们的品牌文化，了解非遗工
艺。”桂发祥品牌总监徐燕青介绍。

走进桂发祥十八街麻花文化
馆，这座国家AAA级旅游景区、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向人们呈现出十
八街麻花历经百年的传奇历程——
1927年，精明利落的生意人刘老八
在海河西侧开设了一间点心铺，字
号“桂发祥”，寓意“桂子飘香，发愤
图强，吉祥如意”。由于他炸的麻花
远近闻名，深得民众喜爱，小铺地处
东楼村十八街，所以渐渐得名“桂发
祥十八街麻花”。
“三分紧、七分松，双手一提自

然成。”桂发祥十八街麻花生产车间主任王洪德在教徒弟们
麻花搓制技艺时，总是事无巨细、“手把手”教学。时至今
日，为了最大程度地传承经典十八街麻花的特点、口味和品
质，桂发祥依然保留着纯手工搓制这一环节。
“当年我学徒的时候，老师傅们也是这样，将自己的制

作经验倾囊相授。”说起麻花的制作，从业30多年的王洪德
滔滔不绝，“麻花看似简单，实则讲究。搓制时，角度、速度、
力道都需要配合紧密，炸制后的麻花，头若石榴嘴、底如宝
瓶座，这才是完美的十八街麻花。”

传统手艺，薪火相传。2014年，桂发祥十八街麻花制
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3
年，桂发祥十八街麻花文化馆成为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让发展“新”起来

究工艺、掘配料、研口感、思外形……近百年间，桂发祥
十八街麻花的掌门人一直未停止过创新求变的脚步。
1998年，桂发祥自主研发出第一条电脑程控麻花机械生

产线，一举改变了传统手工方式。2002年，桂发祥现代化生
产基地落成投产，实现机械化自动化生产，产量稳步提升。在
提高产量的同时，桂发祥高度重视食品安全，成立了专业的品
控检测技术队伍，制定了严密的食品安全检验体系和规章制
度，并分别在2000年和2013年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
以及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2016年，桂发祥首
次公开发行A股并在深交所成功上市。 （下转第3版）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黄玥

一天之内，横跨两省市，七处考察点。
冒着严寒，早出晚归，马不停蹄。
从农村、社区，到校园、商铺，从田间地头，到河坝大堤，

中午就在车上短暂休息……为了更多地了解灾后恢复重建
情况，为了更多地同受灾群众面对面交流。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关注着灾情，指导着救灾工作，心

里一直惦念着受灾地区和受灾群众。我当时就说，灾后恢
复重建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一定要再来看看。”
“特别是到了冬天，老百姓能不能安全温暖过冬？还有

什么生活困难？”
11月10日，立冬后第二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

河北受灾较重的门头沟区、保定涿州市，看望慰问受灾群
众，检查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如约”而至，正因“时时放心不下”。
依然记得，2014年云南鲁甸地震。5个月后，大寒节气

前一天，总书记一路颠簸来到震中峡谷。

依然记得，2020年安徽汛情严重。1个月后，顶着似火骄
阳，亲临八百里巢湖大堤。

依然记得，2021年山西罕见暴雨。3个月后，农历小年刚
过，沿着蜿蜒山路，冒雪来到汾河两岸。
风雨袭来，谁是最可靠的主心骨？谁是真的英雄？
此次考察期间，在妙峰山民族学校，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了

一堂孩子们的主题班会。孩子们用黏土捏出自己心中“最可
爱的人”：满身泥水的解放军叔叔，早出晚归的救援叔叔，忙得
脚不沾地的村干部，穿着白大褂的医护人员……
烈火见真金，患难见真情。抗洪救灾的现实，就是最有感

染力的“大思政课”。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人民的党。危难之际，我们党的各级

组织和党员干部，都会为人民冲在第一线。”
“特别是一旦有灾情，有两个最突出：一个是我们的人

民子弟兵，一个就是红旗下我们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
一字一句，掷地有声；一举一动，践行承诺。
这是老百姓发自肺腑的话——

水峪嘴村村民李盟的家，重新装修了，收拾一新，她对
总书记说：“家里老人说，要是早年间遭了这样的灾，就得去
逃荒了。感谢党和政府！”
在永济秀园小区居民董彩英家，屋里温度稳稳达标了，她

告诉总书记：“总而言之一句话，还是党好！”
万全庄村村民付俊正在重盖房屋，见到总书记，他露出

了笑容：“党的政策好，赶上这个好时代了，要不然就盖不起
来了。”
总书记心中，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
到唐山，称赞“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到武汉，深情

地说“武汉必将再一次被载入英雄史册”。对人民，总书记一
直由衷赞美。

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总书记十分感慨：“每当辞旧迎
新，总会念及中华民族千年传承的浩然之气，倍增前行信心。”

地震、洪水、干旱……中华民族与自然灾害斗争了几千
年，饱经忧患、备尝艰辛，不仅从来没有被压垮，而是在灾难中
挺起不屈的脊梁，铸就我们这个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

（下转第2版）

河北区通过打造“小而精”全民健身体验场景，让市民尽享运动快乐。图为王串场体育公园内门球场、足

球场、篮球场实施提升更新后，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最可靠的主心骨，最可爱的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