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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委了解到，我市
近日出台《天津市支持个体工商户转企发展若干措施》（以下
简称《若干措施》），通过优化登记审批流程，加强支持政策集
成，畅通“个转企”各领域、各环节，支持推动个体工商户转型
为企业，促进个体工商户持续健康发展。
《若干措施》围绕“个转企”全过程，聚焦登记许可、经营

延续、金融帮扶、就业创业补贴、税费减免、优化监管、档案
管理等方面，提出18条具体举措，为个体工商户转企发展提
供便利。

提供“一窗式”办理，《若干措施》提出，坚持高效办事，进
一步优化登记和审批服务。“个转企”可选择“直接变更登记”
方式办理登记。实行“一窗受理、一网通办”，“个转企”同步办
理营业执照、印章刻制、发票申领、就业社保登记等相关业务，
并简化办理行政许可变更手续，提高政务服务效率，节约个体
工商户办事成本。

（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记者从天津海关获悉，今年前8个
月，我市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值达18.6亿元，同比增长30.2%。

天津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医疗健康产业基地，为助力高端
医疗器械创新研发及出口，今年以来，天津海关以智慧海关建
设为抓手，优化口岸、属地协调联动监管模式，进一步提升进
出口全链条货物通关效率。通过建立网格关企联络机制、加
强归类指导等方式，帮助企业提高合规申报水平。同时，及时
推送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帮助企业了解最新政策，提高自检
自控水平，进一步提升产品在海外的竞争力。

本报讯（记者 王音）日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向我市
供水超过100亿立方米”新闻通气会在市水务局举行。记
者从会上获悉，截至9月10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
我市供水超100亿立方米，有力地保障了我市供水安全。

据了解，2014年12月12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向
我市供水。10年来，我市相继建成王庆坨水库工程和武
清、宁汉、宝坻、静海供水工程，以及引滦引江连通尔王庄段
明渠复线应急工程等配套项目，进一步增强了引江供水调
蓄能力和覆盖范围。
市水务局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王峰介绍，截至目前，我

市引江供水体系已覆盖全市16个行政区中的15个（除蓟州
区外），形成以“一纵一横”引滦引江输水干线为骨架，于桥、
尔王庄、王庆坨、北塘、北大港等5座水库调蓄调度，辐射城
乡的供水安全保障体系。全市年供水量由2014年的26.18
亿立方米增至2023年的32.72亿立方米，其中引江年供水量
由0.06亿立方米增至10.34亿立方米，成为城市供水主水源。

依托引江供水的有力保障，我市加快自来水供水能力
提升建设，相继完成凌庄、津滨、杨柳青等重点水厂改扩建
及提升改造；通过农村饮水提质增效等工程将城市供水向
农村延伸，提升了2817个村、286.8万农村居民的饮水质
量。引江原水水质常规监测24项指标始终保持在地表水
Ⅱ类标准及以上，城市供水水质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农
村供水水质合格率达到93%以上。

同时，引江调水全面提升了我市水生态环境质量。自
2016年起，我市逐步实现对海河等中心城区重点河道常态
化补水，对七里海、大黄堡、团泊、北大港四大湿地及独流减
河等南部地区河道定期补水，年生态补水10亿立方米以
上。2019年起，我市每年利用南水北调东线北延一期应急
调水，向静海区、滨海新区等地河道、水库补充引江东线水，
累计补水1.34亿立方米。2023年，全市地表水断面优良水
体比例达到60%，为历史最高水平，劣Ⅴ类水体全部消除，
12条入海河流水质总体达到Ⅳ类以上。

■本报记者 徐杨

企业遇到困难来反映、寻帮助，解
决得有多快、有多好，直接关系其满意
度和获得感，也反映出一个地区的营
商环境建设水平。
面对企业的热点、难点问题，如何

实现“一次性答复”“一揽子解决”？
依托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市政务服务办在设立“企业营商环境”
专线，为经营主体开辟绿色通道的基
础上，专门打造“专家+管家”服务模
式。通过以“暖心招牌”提供知心的专
家式服务和贴心的管家式服务，全面
提升政策解答、在线引导、反馈提升等
便企综合服务能力，切实解决企业的
“急难愁盼”。

这天临近中午，“企业营商环境”
专线电话铃声响起。
“麻烦您一定帮帮我们，没有这个

要件，下午的投标就会受影响。”电话
刚接通，听筒里传来急切的声音。

原来，这是一家参与投标急需使
用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企业，前期
在网上办事大厅试了很多次都未能下
载成功，于是致电12345政务服务便
民热线寻求帮助。
为了不耽误企业投标，“企业营商

环境”专线工作人员戴爽了解情况后，
立即联系电子证照技术人员咨询并加
急处理。经过反复对接沟通，终于在
双方工作人员的配合下，协助企业完
成了下载。
“幸亏及时打了12345，不然这些

天来的准备怕是要白费了。没想到仅
仅一个电话，又是在中午，这么快就解
决了问题。”企业后续再次专门来电表
示感谢。
“企业对相关业务的掌握程度不

尽相同，有些企业可以自行操作解
决，但如果遇到不好解决的问题就麻
烦了，像这家企业就有可能错过招
标。”戴爽说，“虽然在线指导操作一
般用时较长，但对于企业来说，这样
的管家式服务体验，会让他们感到更便捷和暖心。”

据市便民专线服务中心主任刘亚晖介绍，为持续优化我
市营商环境，“企业营商环境”专线聚焦发展所需、企业所
盼，一方面从“办事人角度”开展业务培训，通过“请进来+走
出去”方式提升工作人员“高效办成一件事”相关知识信息
储备，实现高频、面广、问题多的“一件事”高效办理。另一
方面全面建立企业解难纾困一站式服务机制，协调联动有关
职能部门，由“按部就班”向“高质高效”转变，提升企业诉求
响应解决效率。 （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
市商务领域推出了 230余场促消费活动，潮流商圈、特
色展演、传统美食让津城节日氛围更浓。市商务局重点
监测的 438 家商贸流通企业假期 3天累计实现销售额
12.2亿元，同比增长0.3%；累计客流量达736.6万人次，同
比增长9.8%。

节日期间，各大商圈纷纷推出特色活动聚客引流：金街
联动欢乐谷引入巡游表演，晚间上演中秋月光音乐会，带动
商圈内商业体客流显著增长；古文化街的高跷、武术、舞狮
等文化展演为游客奉上民俗盛宴，令街区人气十足；今年焕
新亮相的吉利大厦主打二次元和夜间潮玩特色，受到年轻
群体欢迎，假期客流量同比增长15倍； （下转第2版）

我市实施“个转企”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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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向我市供水超百亿立方米

■本报记者 王音

金秋良辰，盛收可期。“京津蔬菜第一镇”西青区辛口镇
稻浪翻滚，诗情画意尽收眼底，广袤田野上孕育着新的希望。
辛口镇第六埠村村民张凤文一整天忙个不停。清早在

大棚里采摘蔬菜，按着客户的预订单分装、打包，一箱箱带
着露珠的蔬菜刚装上车，她又马不停蹄地赶到村里的“创富
工坊”上直播。
“今天主推咱家的西红柿，瞧这红红的火柿子，看得见

沙瓤，像咱农民的好日子，红火又甜蜜……”直播间开通
1个多月，张凤文从带货新手变成了“人气主播”。
忙到中午，张凤文回家简单扒拉两口饭后又“上岗”，这

次她当起了文旅推介员。来采摘的游客问起村里灾后重建
的事，张凤文娓娓道来，将大家的思绪带回一年前……

2023年夏，在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中，东淀蓄
滞洪区（辛口镇区域）受灾农作物 18170.572 亩、经济林
1659.145亩、设施棚室5657亩。
灾后，辛口镇迅速开启重建模式。截至目前，全镇共恢

复冬小麦等粮食作物8204.75亩，完成蔬菜育苗2379.8274
万株，提升农业设施大棚棚室3787.365亩，各项生产任务全
部恢复。
洪水来了，张凤文家的大棚被损毁。在政府帮助下，一

家人很快收到了国家发放的灾后补偿款和保险赔付款，新
建的大棚比原先更高、更宽、更结实。

张凤文的忙碌生活，是辛口镇灾后重建欣欣向荣的缩
影。一年来，辛口镇建起“创富工坊”，开通了农民自己的直
播间，农特产品搭上电商“快车”，从田间地头直接端上百姓
餐桌；农家院里迎来送往，除了观光采摘、吃农家饭等“传统
项目”，还有丰富的研学活动，带火了农家深度游；乡村“伴
手礼”不光只有“土特产”，颜值与气质并存的特色文创产
品，让乡村成了更多人的“诗和远方”。

一幅幅和美乡村新画卷成为辛口镇努力推进“强镇富
村”的真实写照。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重

建美好家园，创造幸福生活，在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道
路上善作善成。”辛口镇党委书记赵均说。
今年以来，辛口镇大力实施“强镇富村三年行动计划”，

基层党建引领提升、乡村振兴示范带动、重点项目提质增
效、历史难题破冰清零、生产生活保障服务、干部队伍攻坚
克难六项行动齐头并进，努力打造组织“强”、发展“活”、治
理“和”、服务“优”的幸福辛口，在沃野上绘就乡村全面振兴
新图景。

带动幸福
走好党建强村“引领棋”

走进第六埠村，醒目的2024年“书记项目”公告映入眼
帘。围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第六埠村重点实施“红色领航”
“产业振兴”“六埠民安”三大工程，并在产业振兴中划分农业、
教培、文旅三大板块，分别成立了六埠农副产品销售公司、强
村富民文旅产业公司和田园生态农业发展公司。第六埠村将
党组织建在三大产业公司和村民网格上，优化网格精细化治
理，明晰了62项“强村富民”重点任务。

今年以来，西青区升级打造“书记项目”3.0版，全区133
个行政村、25个股份经济合作社党组织书记围绕乡村振兴各
个领域，瞄准产业兴旺，做大做强现代都市型农业，牵头领办
“书记项目”，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点燃“红色引擎”。
“‘书记项目’让想干事的带头人一茬接着一茬干下去，一

步接着一步上台阶。”在第六埠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郝庆
水看来，组织引领，领起了共富的决心，领出了幸福的生活。
不久前，第六埠村创新开展“创富工坊”项目，以党组织为

中心组织党员群众搭建统销平台，对接社区、单位团购，拓宽
带领群众致富的新途径。同时，依托便民服务站“小办公、大
服务”去政务化改造，打造“创富工坊”展销阵地，销售各类蔬
菜20余吨。

乡村振兴离不开“新鲜血液”，为吸引“乡村能人”参与家
乡建设，第六埠村通过开展“三问三亮三访”主题活动，建起了
“乡建工作营”。与此同时，村里携手南开大学、天津农学院等
高校，回引大学生返乡，建立后备干部队伍，实行“导师帮带
制”，让一批有乡愁、有梦想、有干劲的“归乡人”投身到乡村振
兴中。

六埠水岸露营公园就是“80后”班子成员郝明带领后备
干部打造的“小而美”文旅项目。“大家有想法、有干劲，花了
1个月就把基地建成了，运营3个多月收入10万元。”说起自
己参与的项目，郝明很有成就感。

今年以来，第六埠村先后策划了“寻迹悟行”、红色教育、
廉洁教育、国家安全、农业研学等10余条教育培训路线，吸引
500余个团队、4万余人次前来学习。

追求幸福
引好产业发展“活力源”

南运河畔，一颗名为“泽沐淇园”的高端农旅休闲业态“种
子”正在悄然萌芽。

“泽沐淇园”位于辛口镇宣家院村，距离天津南站仅6公
里。漫步在绿影婆娑的园中，露营基地、乡野小屋、清脆蛙鸣，
满是回归乡野的恬静舒展。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个闲置12
年的农业项目。
“这里干过采摘、垂钓、马场，也红火过一阵子。因为不懂

规划、不懂运营，一直没干好。”提起园子的起落，宣家院村党
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金森有说不出的滋味。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科学规划，立足优势，宣家

院村迈出了盘活农村资源的第一步。这一次，在镇招商办的
带领下，村里认真做好了招商规划。
“首先确定了‘近南站高端农旅休闲业’的定位，结合庄园

用地性质、周边农业发展特色充分分析，成功对接了社会资
本。再根据企业开发需求调整村庄规划，将村庄商业服务业
用地调整至庄园内，让企业有了充足的开发空间。”辛口镇招
商办负责人徐琼玉说。
辛口镇成功促成宣家院村与企业共同成立公司，计划总投

资8000万元，全部由社会资本建设运营，逐步打造集休闲运
动、农业体验、养生餐饮、酒店式民宿于一体的休闲庄园。8月
初，“泽沐淇园”一期开门纳客，铺开了这座小村庄的“富村图”。

目前，辛口镇已引进项目17个，计划总投资70.94亿元，
有效盘活闲置载体6553.25平方米。辛口镇成立了招商专
班，服务覆盖从招商引资到竣工验收全环节，从“企业找着部
门办”变为“部门跟着项目跑”。

今年以来，西青区启动“红色领航 乡村运营”行动，通过
“揭榜招贤”的形式，推出涉及文旅、闲置资产盘活、特色农产品
品牌建设等领域的21个村级集体经济项目，吸引经营主体、人
才团队“揭榜”，并成立了村村抱团共富联合体，招募“乡村运营
CEO”，探索“政府主导、集体所有、市场运作、抱团发展”的集
体经济发展模式，为乡村发展聚人气、添才气、强底气。

共享幸福
谱好基层善治“和美曲”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由乱到治，由治到兴，辛口镇冯高
庄村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变化。

2019年，冯高庄村因还迁矛盾，问题较多，成了“挂号”的
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连续两年被评为“无星村”。2021年，
新一届“两委”班子上任后，成立了“阳光议事会”，组成由党
员、村民代表参与的议事组，开展会前议、事中督、事后评，把
难事、大事通通拿到会上公开讨论。随着矛盾减少、议题减
少，到2023年底，冯高庄村实现了问题“归零”。

（下转第3版）

西青区辛口镇大力实施“强镇富村三年行动计划”

执“和美”笔 绘就幸福乡村新画卷

中秋假期释放消费活力

重点企业实现销售额12.2亿元 聚客736.6万人次

昨日是中秋佳节。当晚，一轮圆月

高悬津城夜空。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