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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耿堃

天津市亿顺达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顺达）
总经理王凯这些天很高兴，客户到厂里实地考察后，认可企业
的生产能力、水平，下了订货大单。
“没有宁河区政务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政务服务中心）的

‘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以下简称反映窗口），就没有企业今天
的发展机遇。”回想起为扩建厂房奔忙的日子，王凯感慨万千。

亿顺达位于宁河区大北涧沽镇，是一家生产采暖设备的
知名企业。为提升市场竞争力，去年企业准备上马技术改造
项目，需要扩建厂房。由于厂址不在工业园区内，按照相关规
定，亿顺达无法通过扩建审批。与多部门沟通无果后，王凯听
说政务服务中心有个反映窗口，专门接待审批没通过的项目
单位。

王凯来到反映窗口提交了相关资料，政务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的第一反应也是不符合相关规定，办不了。随后，工作人
员多次深入亿顺达调研，得出结论，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将增加
产能，并不增加污染排放。他们联系市、区两级生态环境、工
信、发改委等部门，说明情况，寻找解决方案。
“这属于特事特办。我们可以简单回复‘办不了’，之所以

做了很多额外工作促成这件事，就是希望在达到环保要求的
前提下，帮助企业发展壮大，打造宁河区良好的营商环境。”政
务服务中心经贸投资科科长刘宗强说。

积极与职能部门沟通的同时，政务服务中心说服亿顺达
在安装技术改造设备之外，再加上新的环保设备，企业在扩大
产能后，还可以降低污染排放。
“虽然购买环保设备要投入几十万元，每年环保治理的费

用也会相应上升，但是能让企业发展壮大，我们愿意增加这样
的投入。”王凯说。
去年年底，亿顺达通过了扩建审批。 （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宋德松）昨日，“智能车联网应用与数据要
素创新”主题论坛暨天津智能车联网示范展示中心启动仪式
在河北区通广科技园举办。

活动现场，天津电信、天翼交通、东风悦享、万集科技、云
合数集、智行众维、津沽直播等多家车联网与数据要素企业集
体签约入驻通广科技园，并发布天津车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与
运营联合倡议，推介河北区数据要素产业。

据了解，通广科技园正在全力建设天津智能科技创新高
地、产业孵化创新中心，是河北区重点打造的“车联网+数据
要素”产业载体。此次入驻将进一步丰富园区产业载体，建设
中心城区首个车联网和数据要素产业园。

河北区政府与市公共交通集团、国汽（北京）智能车联网
汽车研究院签约，三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深化拓展在智能
车联网产业领域合作，共同探索河北区智能网联应用场景创
新，形成产业链和商业闭环，助力河北区打造产业发展新名
片。同时，河北区数据局与上海济达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山东
易构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推进智能车
联网和智慧交通领域合作。

本报讯（记者 米哲 周志强）3月22日上
午，市长张工在迎宾馆会见英国伦敦金融城
市长梅睿孟一行。

张工说，去年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教授
致电祝贺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和王后卡米拉
加冕，表示愿同英方一道努力，扩大互利合
作。天津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
具有区位、港口、科教人才、产业基础、金融创
新等综合优势，外向型经济活跃。一直以来，
我们十分重视与英国在经贸、教育、产业等领
域开展合作，特别是在金融领域同伦敦金融
城交流频繁，与多家英国跨国金融企业保持

良好合作关系。伦敦金融城全球性金融机构
集聚，现代化金融服务体系完善，希望双方在
巩固深化既有合作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推动
航运服务、航运金融、国际贸易、金融集聚标
志区建设、科教人文等方面交流合作。

梅睿孟说，很高兴来到天津这座中西
合璧、古今交融的美丽城市，希望双方在绿
色金融、海事航运、融资租赁、经贸会展、旅
游教育等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取得更多务
实成果。

副市长李文海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
参加。

本报讯（记者 于春沣 刘国栋）3月22日，市委书记
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陈云，党委副书记、总裁陈文健一行座谈。

陈敏尔、张工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陈云、陈文健一行
来津深化合作。陈敏尔说，当前，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
战略牵引，深入落实“四个善作善成”重要要求，着力盘活存
量、培育增量、提升质量，不断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

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中国中铁是国有大型
重要骨干企业，希望充分发挥全产业链优势，在扎实做好在建
项目基础上，共同探索城市轨道交通全生命周期管理创新，进
一步加大在津投资布局力度，深化交通一体化运营、装备制
造、融资租赁、城市更新、水利水电等领域合作，形成更多新质
生产力，努力实现共赢发展。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
业在津发展和职工在津生活创造良好条件。

陈云感谢天津对中国中铁发展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企

业在津业务开展情况。他表示，中国中铁将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主动服务京津冀协同
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实施，在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轨道交通专业
化运营管理、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持续深化合作，助力天津高
质量发展。
中国中铁任鸿鹏等有关负责同志，市领导连茂君、王力军、

谢元、范少军，市政府秘书长和市有关部门、区负责同志
参加。

本报讯（记者 于春沣 刘国栋）3月
21日，市委书记陈敏尔、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喻云林与来津调研的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一行
座谈。
陈敏尔、喻云林代表市委、市人大常

委会、市政府对全国人大、民革中央长期
以来对天津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
陈敏尔说，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津
视察指导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天津以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在发
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提升城市治理现
代化水平上善作善成。我们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国两
会精神，把北京科技创新优势和我市先
进制造研发优势结合起来，推进科技创
新、产业焕新、城市更新，着力盘活存量、
培育增量、提升质量，推动“四个善作善
成”重要要求落地见效。我们将一如既
往支持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开展工作，为
各民主党派履行职能、发挥作用创造良
好条件。希望民革继续关注天津、支持
天津，对天津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

郑建邦表示，天津改革发展各项工
作卓有成效，干事创业氛围浓厚。民革
中央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
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
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实
施，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
为天津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民革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市政协副
主席、民革天津市委会主委齐成喜参加。

本报讯（记者 刘平）近日，市政协主席
王常松深入滨海新区、河东区、东丽区，就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
落实市委关于推进盘活存量资产情况进行
调研。

在滨海新区，王常松一行实地察看大港
街道迎宾街城市更新项目、南港工业区待建
设用地、商业楼宇，听取新区实施城市更新、
地块盘活利用、商业楼宇产业导入情况介绍。
在河东区，王常松一行走进二次方·城市

产业园、天津金茂汇、棉3创意街区、天津第
一机床总厂城市更新项目，察看闲置楼宇升

级改造为二手商品产业园、工业老厂房保持
“修旧如旧”特色引入产业情况。

在东丽区，王常松一行来到军粮城、新立
示范镇、国际医疗器械产业园，了解低效土地
资源利用、闲置楼宇盘活情况。
王常松肯定了滨海新区、河东区、东丽区

以“三新”“三量”为抓手，积极摸清资产底数、
创新盘活思路，扎实开展盘活存量工作取得
的成效。他强调，盘活存量扩充容量，增强发
展潜力、拓展发展空间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天津提出的重要要求，也是市委、市政府作出
的重要决策部署。 （下转第2版）

陈敏尔张工与中国中铁董事长陈云总裁陈文健一行座谈

王常松赴滨海新区河东区东丽区

开展盘活存量资产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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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春意渐浓，我市旅游业日趋火爆，市区各旅游景区、景点外地游客摩肩接踵，旅游纪

念品销售红火。图为古文化街。 本报记者 钱进 摄

这里有个能办成事的

“办不成事”反映窗口

天津智能车联网示范展示中心启动
多家车联网与数据要素企业集体入驻

未来40天 哪儿的花最艳
全市主要观赏花卉赏花时间表发布

纪念今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

我市启动节水主题宣传

2版

■新华社记者

春和景明时节，北京迎来一批来自太平洋彼岸的年轻
朋友。这是一次期待已久的赴约，也是一场历时多年的友
谊接力。
作为中方邀请美国青少年访华学习交流计划的新一批成

员，来自美国华盛顿州林肯中学和斯特拉孔中学的24名学生
正在中国访问。22日，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湖北十堰、广东
广州和深圳等地参访。
“欢迎大家到中国，体验和感知中国，全面深刻地了解中

国，也希望你们热爱中国。我愿邀请林肯中学100名学生明

年到中国去做客。”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
访问期间，曾到访林肯中学，向学校师生发出诚挚邀约。

林肯中学音乐老师琳·艾森豪尔当时参与接待了习近平
主席。这一次，她随代表团来到北京，在参观故宫时，得知记
者曾参与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林肯中学的报道，便一下子
打开了“话匣子”，感慨习近平主席那次访问的积极效应延续
至今。
“当时，习主席表示要邀请100名学生到中国做客，我还

想这会是真的吗？谁知第二年我们就真的来中国了，到了北
京、福州、成都等地。”回想起当年的场景，艾森豪尔仍难掩激
动的神色。 （下转第3版）

“习主席邀请我们来中国，我特别激动”
——美国华盛顿州中学生代表团访华速写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吴齐强

全国两会结束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赴湖南考察，并
在长沙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

党的二十大以来，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了高标准高质
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强荒漠
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新时代推
动东北全面振兴、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深入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区域发展座谈会，这次新时代推
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是第7场推动区域发展战略落实的
座谈会。“下一步我们还要召开推动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座谈会，这些会议一届开
一次，一个一个抓起来，一轮一轮抓下去，久久为功、步步深
入，必有所成……”看准了就持续抓下去、不成功决不罢休，
是总书记抓工作的定力、韧劲和方法。

2020年总书记考察湖南时曾有感而发：“我们现在都
是在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上。”那时，“十三五”即将
收官，“十四五”即将开局。2024年，我们即将迎来新中国
75周年华诞，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也进入关键一
年。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召开这次座谈会，是中部地区崛起
战略在更高起点上新的出发。

中部6省以约占全国十分之一的国土面积，承载了约
四分之一的人口数量，创造着约五分之一的经济总量，是我
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
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

5年前，总书记在江西南昌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
起工作座谈会，擘画了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的宏伟蓝
图。“这5年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向着正确的方向持续走下
来，成绩很大，成效很明显。”

5年过去，中部地区发展站到了更高起点上。总书记
在这次座谈会上为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指明了方向。

总书记的话充满信心和力量：“我相信，相关工作思路和举措
通过大家的认真领会形成因地制宜的具体方案，并在6省全
面推开，中部地区加快崛起又会迎来新一轮高潮。”

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好景在春耕。
正是春耕备耕时节，习近平总书记19日下午来到常德市

鼎城区谢家铺镇粮食生产万亩综合示范片区。
平畴沃野，碧水绕田。春风中摇曳着一片片碧绿金黄，空

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清香。
当地负责同志介绍，示范片区采用“五统一、两利用”技术

模式——统一优良品种、统一机插机抛、统一机械深施肥、统
一绿色防控、统一物化技术，利用田埂种植大豆、利用冬闲田
种绿肥，早稻、晚稻两季亩产达到1152.3公斤。
沿着田边小道，总书记走向农田深处。
一旁的稻田里人们正在育秧，秧盘上的种子刚刚播下。

“你们这里什么时候开始插秧？”总书记走上前仔细察看，并同
在场的种粮大户、农技人员等亲切交流。
“4月上旬和中旬。”
“南方不插五一秧啊！”总书记对农业生产的熟悉，引来大

家会心的笑声。
“一亩地纯收入能有多少？”总书记关切地问。
“兼种油菜的话，加上种地补贴，大概可以拿到1300元到

1400元。”
在场的种粮大户陈帅宇是一名“90后”返乡大学生，带头

成立了一个合作社，承包了2800多亩水稻田。总书记和他攀
谈起来：“大学学什么的？回来多久了？”
“我是学工商管理的，回来9年了。”
“打算继续干下去吗？”总书记问。
“肯定继续干下去，现在国家对种粮的支持力度很大，我

们越干越有劲了！”小伙子高声回答。

希望的田野上，活跃着青春的身影。他们接过父辈的重
任，用新的理念和技术打开新的天地。

离开稻田，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港中坪村种粮大户戴宏家
中看望。院子里，为春耕准备的插秧机、抛秧机、喷洒农药用
的无人机，以及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一应俱全。

戴宏告诉总书记，自己承包了480多亩水田，全部种植双
季稻，去年种田纯收入55万多元，政府还补贴了7万多元。
总书记听了十分高兴：“种粮户不能吃亏，有钱赚，才有种

粮积极性。”
“湖广熟，天下足。”八百里洞庭浩浩汤汤，湘资沅澧绵延

流淌，滋润出湖湘大地的沃野粮仓。
“我常说，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而且里面

应该主要装中国粮。我们14亿多人靠谁都不行。现在生活
好了，也千万不能忘记这一点。”总书记的话给村民们吃了
“定心丸”，“党中央会继续鼓励支持我们广大农村走农业现
代化的道路，继续完善这方面的政策，让种粮也能够致富，
让广大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不断过上更幸福更美好的
生活。”
粮食，一头连着百姓民生，一头连着国家安全。
湖南在扛稳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担当重任——以占全国

2.8%的耕地生产了占全国4.4%的粮食，水稻面积和产量均居
全国第一。
21日上午，在听取湖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总书记

从粮食安全谈到粮食的损失浪费问题：“我在农村插队时，扛
麦子都不能换肩，换肩抖一下，麦子就会掉下来浪费了。现在
粮食损失有不少在机收上，要改进机械，避免粗放作业。”

他要求湖南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抓住种子和耕
地两个要害，守牢耕地红线，坚决遏止耕地“非农化”和基本农
田“非粮化”。

从湖南放眼整个中部地区，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中有
5个在这里。2023年，中部6省粮食产量占全国的29.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中部6省考察，每
一次必谈粮食安全。 （下转第3版）

站到更高起点 挺起中部“脊梁”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并主持召开
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