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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阴转雷阵雨 东北风2—3级 降水概率60% 夜间 雷阵雨 北风2—3级 降水概率60% 温度 最高30℃ 最低24℃ 责编 阙天韬 胡晓伟 李婷 美编 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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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袁诚 宁广靖

立秋后的天津，天高海阔，碧海流云。在这个依海而
生的城市，港口作为“硬核”资源串联起千行百业。

一艘艘来自世界各地的船舶在这里落脚、从这里起
航，吞吐装卸昼夜不息；海洋油气及石油化工、海洋装备
制造、海洋文旅等适港产业拔节生长；以“津城”“滨城”双
城为载体，航运服务集聚区加速形成……

近年来，天津把港产城融合发展行动作为“十项行
动”见行见效的重要内容，聚力优化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
服务。

翻看经济运行数据，港口“成绩单”格外亮眼——天
津港与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保持贸
易往来，今年上半年完成货物吞吐量2.48亿吨，同比增长
3.1%；集装箱吞吐量1188万标准箱，同比增长4.6%，再创
历史新高。
数据背后，是企业创新拔节有声，是项目建设如火如

荼，是海洋文旅人气高涨。目前，我市海洋经济规模已突
破4000亿元。
百年老港口如何“载”出新增量？通道经济如何成为

港口经济？一帧帧以港口为核心、以关联产业为侧翼的
港产城融合新图景正在延续天津与生俱来的“蓝色基因”
和精神底色，谱写向海图强新篇。

产业引领 适港经济拔节有声

日前，来自卡塔尔的“阿姆瑞娅号”LNG（液化天然
气）运输船穿越“海上丝绸之路”，历经24个昼夜的航行，
平稳靠泊在中国石化天然气分公司天津LNG接收站。
“这次接卸了9.2万吨液化天然气，可气化约1.4亿立

方米天然气，按家庭日常用气量来算，能供980万户家庭
用1个月。”该接收站相关负责人说，今年以来，他们已累
计接卸超240万吨液化天然气，外输天然气达30亿立方
米。当前是用电高峰期，天然气与煤电、绿电形成互补，
携手缓解电网负荷，为城市送去凉爽。

驱车行驶在153公里的海岸线上，海洋装备、绿色石

化、跨境电商等适港产业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天津大沽船舶工程有限公司造船车间，一艘长10

米、宽4.2米的水陆两栖全垫升气垫船的船壳刚刚完工，
即将安装动力系统。
“这是一种介于飞机、船舶和汽车之间的特殊交通工

具。航行时不需要考虑航道水深，可直接跨越壕沟、暗
礁、沙丘、泥潭等各类障碍。停靠时也不需要码头，乘客
在岸上便可登船、下船。”该公司总经理贾春生告诉记者，
这艘船是公司自主研发、设计的新船，适合执行抢险救
援、湿地保护等任务。
采访中，智能化贯穿于很多企业的业务场景中，生产

线上的创新升级屡见不鲜。
走进太重（天津）滨海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厂区，一台

自重达650吨、每小时可抓取600多吨货物的“大块头”门
座起重机映入眼帘。“这是负责煤渣、钢材、粮食等散货装
卸的港口装备，现在在河北省黄骅港、深圳市赤湾港等港
口都有应用。”据该公司技术中心港机所所长贾涛介绍，
与传统的起重设备不同，眼前这台装有摄像头、激光传感
器等装置的门座起重机无需司机坐在狭小的驾驶室里操

作，技术员在中控室控制，便可实现设备自动化作业。
在智能化创新的赋能下，天津适港产业不断升级，一

批响当当的产品和项目“出圈”——全球最大的“全坐地
式”液化天然气储罐升顶；国内最大的民用全垫升气垫船
成功交付；海上“巨无霸”FPSO（海上浮式生产储卸油船）
填补了我市浮式生产设备总装业务空白……
眼下，天津聚焦海洋装备、石油化工和化工新材料等

适港制造业六大产业领域，着力引项目、育企业、促对接，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适港产业提质升级。今年
前5个月，我市海洋装备产业完成产值超60亿元，同比增
长25.2%；石油化工产业产值超1400亿元。

港为城用 港城联动“点亮”生活

与港口“大进大出”的产业相比，153公里的自然海
岸线使这个依港而建的海滨城市多了一些风情。海风市
集、水上运动、邮轮旅行、海边音乐节……夏日的海边热
闹非凡。
正值暑假，有着“海上故宫”之称的国家海洋博物馆（以

下简称海博馆）人头攒动，很多家长领着孩子前来参观。
“看，这是我国首台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作业型深

海载人潜水器。”一位小男孩站在“蛟龙号”载人深潜器模型
前兴奋地说，“它曾在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成功下潜7062
米，刷新了世界同类作业型载人潜水器下潜深度纪录。”

据海博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博馆除了常设的海洋
自然、海洋人文、海洋生态三大板块的展览，今年还引入
了“大河文明”“遇见蓝眼泪”“舰证强军”“海洋我想对你
说”等临时展览。该馆在暑期迎来客流高峰，已累计接待
游客超60万人次，其中外地游客约占85%。

天津持续为各地游客奉上海洋文旅“大餐”。不久
前，近2000名游客登上“爱达·地中海号”邮轮，他们从
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出发，途经韩国济州岛和日本福冈，
一路观沧海、尝美食、赏歌舞，享受邮轮之旅。据介绍，
目前“爱达·地中海号”和“梦想号”邮轮在天津国际邮轮
母港交替靠泊，为人们提供超过20个暑期日韩精品邮
轮航次。 （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日前，载有16.4万吨进口锰矿的“皮格”号货轮
抵达天津港南疆港区10号泊位，海关查验放行后，该批货物被运往河北、
山东、内蒙古等地。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天津口岸累计进口
矿产品7441.2万吨，同比增长21%。其中，锰矿、铬矿分别达1094.7万吨、
938.2万吨，进口量均居全国首位。
围绕矿产品进口需求，天津海关为企业提供了先放后检、提前申报等

便利化措施，并结合企业发展情况，丰富保税仓储功能，建立起全链条服
务机制，吸引更多企业来津开展业务。此外，海关部门还搭建了“海关—
代理企业—口岸机构”三方合作平台，提前了解船舶动态，制定口岸检查
方案，确保矿产品通关“零延时”。

一港“链”百业 产城涌动能
——我市海洋经济规模突破4000亿元的背后

来自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正在靠泊中国石化

天津LNG接收站。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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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产业龙头入驻氢能示范产业园
将建大型专业水面光伏漂浮系统生产、研发基地

前7个月天津口岸

锰矿铬矿进口量全国居首宝坻区西刘举人庄村

▲制作玫瑰花饼。
�整洁的村容村貌。

�削好的葫芦条挂到架子上晾晒。

眼下正是食用葫芦成熟的季节，宝坻区大口屯

镇西刘举人庄村的葫芦加工厂内一片繁忙。80万

公斤葫芦已陆续采收，经过清洗、切削、晾晒等工

序，加工成火锅涮菜，“走”上市民餐桌。

西刘举人庄村通过发展食用玫瑰、葫芦、大姜、

芋头等特色农作物的种植与深加工，村集体产业从

无到有、由弱变强，2022年村集体收入达130万元，

2023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6万元。

百姓的腰包鼓了，西刘举人庄村的村容村貌也

焕然一新：昔日狭窄的土路成了宽敞的柏油路，道路

两侧除了种植乔木灌木，还立起了太阳能路灯，铺上

了健身步道……人居环境得到了大幅提升。

本报记者 钱进 通讯员 李家正 摄

好吃的

■本报记者 陈璠

公共服务关乎民生、连接民心，是提升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保障。日前，我
市公共服务设施地方标准《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
施规划设计指南》（以下简称《指南》）顺利通过技
术审查，正式发布。
《指南》分别对教育（托育）、医疗卫生、文化、

体育、养老服务、商业服务、管理与服务、市政交
通及其他公共安全设施的配置指标和配置要求
等作出明确规定，将为我市公共服务设施科学布
局、有效供给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指南》的发
布，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如何配套，我市有了
新的“教科书”“规划图”，津城居民生活品质升级
路径愈加清晰。

集中打造三级“服务核”

公共服务“按需”匹配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养老、托育、卫生医
疗、休闲活动等方面的新需求日益突出，社区公共
服务设施配置成为影响社区生活品质的重要因
素。为此，市规划资源局积极开展深入调研，组织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编制了《城
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设计指南》，在控制性详
细规划编制、新建项目规划设计与规划审批管理中
落实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要求，力求推进全市公共服
务设施的均衡布局、多样性发展和落地实施。
“《指南》是落实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的具

体举措，也是实施高品质生活创造行动的重要技
术支撑。”市规划资源局建管处处长李威表示，《指
南》结合天津实际，因地制宜，提出差异化的公共
服务设施规划设计标准，建立分级对应的设施布
局模式。在层级方面，明确将居住社区划分为街
道社区、居委会社区、业委会街坊三级，通过居住
分级体系与社会管理和规划管控相对应。在类别
方面，主要分为八大类，包括教育（托育）设施、医
疗卫生设施、文化设施、体育设施、养老服务设施、
商业服务设施、管理与服务设施、市政交通设施及
其他公共安全设施。
《指南》提出，将社区公共配套设施整合集中

建设布局，提高服务效率，打造三级“服务核”——
街道之家、邻里之家、业主之家，成为地块内必配
公共服务设施。基于新、老社区的现状差异，《指
南》对新建社区和老旧社区有着不同的设施配建要求。对于新建社区，形
成服务5万—10万人的街道之家、服务1万人左右的邻里之家、服务0.1
万—0.3万人的业主之家，并且将其临近轨道站点、公交首末站、公园绿
地、中学、小学、幼儿园等集中布局，形成服务高效、生活便利的社区综合
性服务中心。对于老旧社区，改造补建公共服务设施的，根据建设条件，
形成一个或多个街道级社区中心和居委会级社区中心，为社区居民提供
家门口的公共服务，有效补齐基层服务设施短板。

除了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各类公共设施提出指标要求外，《指
南》还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商业方面增设了高标准配置的提升型
设施指标，鼓励公共服务供给多元化，力求丰富百姓生活，提升各类人
群幸福指数。 （下转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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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璠）近日，诺斯曼能源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诺斯曼能源）与天津临港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临港控股）签署租赁协议，将在天津市氢能示范产业园内投资建设一座
大型专业水面光伏漂浮系统生产、研发基地。项目建成后，预计年生产
能力达到2.5吉瓦。

诺斯曼能源是一家专为光伏电站建设提供整体综合解决方案的
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引入前沿技术，成功打造了高端化、智慧化、绿色
化的水面光伏漂浮系统，是全球最大的水面漂浮式光伏电站浮体生产
及建设施工单位。诺斯曼能源计划在天津市氢能示范产业园内建设
的基地，将用于高密度聚乙烯浮体模块、支架及配套产品的生产加工
及研发。

今年以来，临港控股下属海洋集团与诺斯曼能源合作建成了临港
首个污水处理厂分布式光伏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同时，双方合作
谋划区域新能源项目，不断实现强链补链。天津港保税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继续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绿色低碳产业上持续发力，进一
步健全“光伏风电—氢气制取—氢储能—氢应用”链条，助力天津新能
源产业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