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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晴间多云 东南风2—3级 降水概率10% 夜间 晴转多云 南风2—3级 降水概率20% 温度 最高32℃ 最低21℃ 责编 阙天韬 胡晓伟 徐士萍 美编 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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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立平

长城万里，跨越千年。
她宛如一条巨龙，横亘在中国北方的辽

阔大地，守护着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

视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文物遗产传承保护
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北京市八达岭长
城脚下石峡村乡亲们的回信中说：像守护家
园一样守护好长城，弘扬长城文化，讲好长
城故事。

2019年，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启动，
随着国家层面顶层设计的强力推进，长城沿
线15个省区市开启协同探索、一体化推进、
高质量建设的步伐，将这规模宏大的线性文
化遗产“串珠成链”，长城保护被赋予了新的
使命与内涵。
作为长城全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城国

家文化公园（天津段）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近期目标7大工程基本完工，形成了“一
核”——黄崖关核心展示园、“一带”——天津
长城文化遗产带的空间布局，以及管控保护、
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四类主体功能
区。雄浑古朴的长城以及她脚下的村庄，焕
发出新时代的生机。长城，这个中国文化的
超级符号，续写着千年长城的当代“芳华”。

最大限度地保护好长城

战旗猎猎，战鼓铿锵。艳阳之下的蓟北
雄关，威武庄严。黄崖口关，大将军身披甲
胄，手执官刀，排兵布阵，率兵巡城。关城之
内，人流如织、熙来攘往。

这是数百年前长城脚下最为寻常的一
幕。如今，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黄崖关核心
展示园，蓟州区评剧三团以沉浸式演出的方
式，带领游客穿越到当年的大明边塞。

古老的长城，活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徐徐展开的新时代画卷，将长城带进了人们
的生活。

2022年，《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天津段）
建设保护规划》出台，天津要在严格保护长城
文化遗产和周边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做大做强

中华文化重要标志，探索新时代长城文物和
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的新路。
“我们立足蓟州全域打造长城国家文化

公园，这个公园不仅包括长城本体，也包括
长城辐射带动的区域，共560多公顷。”蓟州
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李淑伶说，这是一座
没有围墙的公园，最大限度地将长城保护
好、传承好、利用好，把长城天津段打造成展
示中华文明的璀璨文化带、绿色生态带和缤
纷旅游带。

近年来，随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天津
段）的建设，我市加大对长城本体的保护，实
施了黄崖关段第21、20、12段墙体修缮工程
和黄崖关段6号敌台、前干涧1号敌台修缮工
程；实施了龙凤岭长城保护项目前期勘察及
考古勘探项目，成为我市首个将考古引入长
城保护的实例。

前干涧村外的山坡上，蜿蜒着一条黄褐
色的“长龙”，这就是前干涧段古长城。今年
年初，市文化和旅游局选取前干涧段古长城
进行石质长城抢救性保护维修研究。在修复
过程中，使用原材料、坚持原形制，保有原风

貌，只要不危及长城本体的安全，就不添补新
料，连石块间的黏合材料也是古法制作。前
干涧段古长城的修复是一个探索，以预防性
保护为主，坚持“最小干预”，最大限度将真正
的、真实的长城保存下来。
饱尝了千年岁月的风霜，每一块砖石都是

历史的见证。守护长城，就是守护我们的精神
家园。在长城沿线，活跃着一群“守城人”。

前干涧村村民卢学艳，从小在长城脚下
长大，对长城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他的人生
第一份工作就是参与黄崖关长城修缮。如
今，他年逾五旬，又成了一名长城保护员。

2016年，天津对长城展开全面保护，蓟
州区文物部门从长城周边16个村招募长城
保护员，成立志愿者队伍，卢学艳第一个报
了名。
周末的清晨，沿着一条狭窄的碎石小路，

带上干粮，卢学艳出发了。这些年，1万米的
古长城巡护责任段，他来来回回走了400多
趟。他吼过违章施工的工头，劝退过前来野
游的驴友，他的手机里留下了数千张长城的
细节照片。卢学艳说：“这些石头在这儿躺了

近千年，我们要为后代把它们保护好。”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特聘研究员李哲在用

另一种方式守护着长城。
早在20年前，李哲所在的团队就开始对

长城进行研究。2004年，他们将无人机低空
信息采集技术应用在测量中，2018年首次启
动“长城全线实景三维图像”采集工程。几年
来，他们跨越十几个省区市，完成了5500公
里的明长城测绘，用数字化手段为万里长城
“造像”。

特别有意义的是，去年李哲带领团队完
成了对天津段黄崖关长城的航拍，在全国有
长城资源的15个省区市中，我市率先实现了
域内长城全段实景化、沉浸式展示。西起三
界碑，东至天津长城与河北马兰峪、清东陵交
界点，全程40公里，天津长城的资源、特色遗
存、沿线风光在19分钟内一览无余，沉浸式
效果如同亲身飞越。
“我们在和时间赛跑，希望通过我们的研

究，呈现出长城真实、完整的历史价值和文化
内涵，增强长城遗产的文化阐释力和吸引
力。”李哲说。 （下转第2版）

古长城绽放新“芳华”
——采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天津段）建设

左图 黄崖关长城如一条巨龙，蜿蜒在蓟州北部的大山里。

右图 持续举办了21届的黄崖关长城国际马拉松吸引了众多中外长跑爱好者参加。 本报记者 钱进 潘立峰 通讯员 赵敬波 李志义 摄

本报讯（记者 陈璠）记者从市
发展改革委获悉，截至5月底，我市
125个增发国债项目已全部开工，
提前一个月达到国家要求。财政部
下达我市的200.61亿元国债资金已
使用45.67亿元，资金支付率达到
22.7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我市
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推动投资
良性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去年下半年，我国增发1万亿
元国债，专门用于支持以京津冀为
重点的华北地区等灾后恢复重建，
以及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此
次，我市共成功争取到125个增发
国债项目，涵盖水利、气象、城市排
涝等多个方面，涉及全市16个区。”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高位推动增发
国债项目工作，市发展改革委统筹
牵总，相关区和部门协同配合，全力
推动项目建设有序实施。

据了解，我市结合实际印发了
灾后恢复重建提升防灾减灾能力规
划，明确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建立
分工明确、职责明晰的工作体系，严
把项目质量，保障项目落地。建立
由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水务
局等13个部门组成的市级工作机
制，抽调骨干力量集中办公，统筹推
进增发国债项目建设实施，确保全
市上下同频共振、同向发力。此外，
我市还创新开辟增发国债项目绿色
审批通道，实行联审联办和审批全
生命周期管理，进一步精简压缩项
目审批时限和流程，开展单体分段
联合验收，全面推广“容缺后补”“承
诺办理”，确保所有审批许可事项工
作时限全部压缩至法定时限的50%
以内。

我市按照大部分项目4月底前
开工、个别前期工作复杂项目5月
底前开工的原则，逐个项目倒排工
期，形成工作台账，明确11个前期
工作关键节点，确保各项手续压茬
推进。针对进展缓慢的项目，定期赴项目现场实地督查，分
类采取提示函、通报、专题会议等方式重点督导推动，确保
所有增发国债项目加快推进。同时，加强项目规划用地、生
态环保等要素保障，缩小用地预审范围、简化预审手续，支
持列入国家清单的项目先行用地，帮助项目在达到环保要
求前提下连续施工，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在资金使用上，我市以重点项目前期经费为抓手，在经

费安排上向增发国债项目倾斜，指导项目单位提前做好项
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加快环评、能评等专项评价方
案编制，为国债资金使用创造良好条件。为加快资金使用
进度，我市多轮专题调度已下达资金项目，尤其是对28个
下达资金1亿元以上的重点项目，加快前期征迁和资金支
付进度，推动项目应纳尽纳、应统尽统，形成更多投资增
量。在国家分批确定项目清单并下达资金计划后，第一时
间将国债资金分解下达到市级主管部门和区级财政部门，
及时将国债资金纳入直达资金系统管理，实现全流程监管，
确保资金花在项目上、用出效益来。
下一步，我市将统筹加大增发国债项目调度力度频次，

加强项目要素保障，解决堵点难点问题，加快资金支付使
用，确保6月底前资金支付率达到30%以上，为投资“半年
红”提供强力支撑。同时，坚持质量第一，恢复重建与功能
提升并重，确保将各项工程建成民心工程、优质工程、廉洁
工程，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筑牢坚实保障。

本报讯（记者 王睿）近日，《中新天津生态城生态产品
总值核算技术导则》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发布，成为
我市首个对外发布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标准，并于6月1日
起实施。
该标准由生态城发展和改革局与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南开大学等联合制定，明确了生态产品
总值核算的指标体系、具体算法、数据来源和统计口径。据
了解，该标准不仅借鉴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编制的生态产
品总值核算规范和全国各省区市核算地方标准，还参考了
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项目的评估标准。

结合生态城区域特色，该标准构建起以大城市生态
系统为整体，涵盖湿地、海洋、城市绿地等子生态系统的
“1+3”核算框架，形成了物质供给、调节服务、文化服务3
个方面16项核算指标，创新增设生物多样性、产业溢价2
项特色指标，力争从多维度视角科学评判生态城总体生
态价值。

该核算标准发布后，生态城还将持续探索生态产品价
值核算可行性路径，促进生态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高
标准引领绿色低碳发展，力争为我市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贡献典型案例。

《人民日报》昨日头版“奋进中国式现代化·一线见闻”专栏

报道我市保护和利用好历史文化街区——

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贴合年轻人需求主动创新

天津古文化街韵味浓

今日“理论创新”版，摘要刊发“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学术

研讨会部分与会专家发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共谱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新篇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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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发布首个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标准
6月1日起实施

连日来，在西青区精武镇智慧农业水稻种植基地内，插秧机来回穿梭，种植人员抢抓时节

开展1500余亩高产品种秧苗的播种。 本报记者 潘立峰 通讯员 陈奕如 摄

天津自贸试验区持续服务实体经济

9年推出161个金融创新案例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日前，市委金融办
召开发布会，推出新一批18个自贸试验区金
融创新案例。

在发布的年度金融创新案例中，全国首
单8个。东疆综保区落地全国首单离岸发
动机融资租赁业务；发布全国首个融资租赁
绿色评价机制，开展全国首笔标准化绿色融
资租赁业务、全国首笔金融机构采信绿色租
赁评价机制后对绿色租赁项目发放的绿色
贷款；落地全国首笔“专利转让登记+专利
质押登记”相结合的知识产权融资租赁创新
业务。天津港保税区区内企业天津临港港
务集团资产证券化（ABS）项目取得上海证
券交易所无异议函，核准储架发行额度
13.68亿元，是全国首单优先级AAA评级港
口收费收益权ABS项目，也是全国首单京津
冀协同发展ABS项目。人保财险天津分公
司承保国内首艘引入的大型汽车滚装船，为
该船舶共计提供80亿元风险保障。兴业金

租落地全国首单可持续发展挂钩金融租赁
业务，业务总额为5亿元，按照承租人关键
环境绩效指标及可持续发展绩效目标完成
情况调整利率水平，资金最终用于承租人某
绿色造纸公司产业升级。由中化保理担任
原始权益人和发起机构的“2023年度中化供
金1号第一期定向资产支持商业票据”成功
簿记发行，规模5亿元，为首单中央企业贸
易行业应收账款产品。“中合保理供应链2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平急两用）”在深交所
成功发行，为国内首单“平急两用”资产证券
化产品，发行规模1.91亿元，优先级证券票
面利率3.24%。

此外，年度创新案例中还有全市首单5
个、金融机构系统内首单5个。

天津自贸试验区挂牌成立9年来，已累计
发布161个金融创新案例，充分体现了自贸试
验区金融创新持续服务实体经济的鲜明特
征，有力促进了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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