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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桥区着力打造“高铁+航空+交通运输服务”大蛋糕效应

“一步”登机 天津西站要建城市航站楼

上津云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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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王彬

9月25日，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木棉
花酒店，京津冀民航协同发展大兴机场推
进会暨“925首都大兴航旅嘉年华”成功举
办，红桥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及相关负责
同志出席活动。

本次推进会以“激发改革创新动力
源，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成效”为主题，
共设置解读重要政策及展望发展趋势、京
津冀城市航站楼签约仪式、机场和航司推
介、“925首都大兴航旅嘉年华”启动仪式
四个环节，由京津冀三省市区域交通一体
化统筹协调小组和首都机场集团联合举

办，旨在通过解读相关重要政策、展望行业
发展趋势，推介航空业务及服务产品，促进
交通与相关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京津冀地
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在签约环节，大兴机场、天津市红桥区
政府、雄安雄商发展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首新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分别签署了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雄安
城市航站楼合作协议。

天空航班呼啸而过，地面动车穿梭不
息，“铁三角”空铁联运体系日益完善，京
津冀交通一体化捷报频传。随着津兴城
际铁路开通，京津冀同城商务区交通网络

愈发便捷，红桥区凭借城市之“源”的历史
文化与“津津有味”的各色美味还吸引来
不少外国朋友，旅客数量节节攀升，加之
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距大兴机场直线
距离 78公里，从天津西站搭乘津兴城际，
最快约38分钟便可抵达大兴机场，在各种
优势发酵下，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项目得
以花落红桥。

目前，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项目完成
签约，即将开工建设，预计年底投入运行。
未来，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将成为京津冀
地区首个依托国铁建设的城市航站楼，可
逐步为旅客提供值机、问询、行李托运、购
票等航空地面服务，方便天津乃至北方各

地游客解放双手，轻松出行。此外，针对天
津旅客还将特别推出购机票送高铁票等优
惠政策。

坐落在红桥区的天津西站是“轨道上的
京津冀”的核心节点，具有综合交通枢纽、中
心城区配套、棚改释放土地空间等优势。未
来，乘着京津冀交通一体化不断“吹来”的“东
风”，红桥区将着力打造“高铁+航空+交通运
输服务”大蛋糕效应，不断完善以天津西站为
核心的“站产城”一体化枢纽，更好地服务雄
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新两翼”建设，积
极融入“京津雄同城生活圈”“京冀临空产业
圈”，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激发新引擎，焕
发新活力。

■ 通讯员 李华香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近日，甘肃省合水县关良
村集体种植的黑小米将迎来丰收，饱满的米穗随风摇曳。
“再过20多天，咱这小米就能开镰收割了。合水县太莪乡
关良村书记石廷辉望着这片米田，眼里充满希望。

黑小米是一种新兴的杂粮农产品，营养价值很丰富。
为了促进村集体增收，今年，合水县关良村集体利用流转土
地种植35亩黑小米，由村集体负责采收，统一加工、销售。

由于是第一年种植，村内并无小米加工设备。为提高小米
加工效率，红桥区三条石街道大胡同社区动员社会力量，为关
良村购置了小米脱皮机、封口机等设备供村集体和村民使用。

合水县地处黄土高原，黄小米是传统农作物，作为一个
新兴品种，如何拓展销售渠道，提高市场认可度，是急需破
解的新课题。红桥区组织区企业聚合宏程公司赴关良村实
地考察，在小米尚处生长期就签订了收购协议，对关良村集
体种植的黑小米兜底全收，解决了后顾之忧。在西北角特
色街区成立东西部协作产品销售驿站，宣传推广合水县农
特产品，将文旅流量转化为品牌推介效能，共同推动关良村
“粮”产业不断壮大。

■ 通讯员 李华香

9月20日，由天津市东西部协作和支援
合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共甘南州委、
甘南州人民政府主办，中共红桥区委、红桥
区人民政府，中共碌曲县委、碌曲县人民政
府承办的“风雨兼程二十八载 同心奋进新
征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暨津
甘文化交流汇报展演在天津市红桥区举行。

甘南和天津，虽相隔千里，但海河之畔
的暖流早已翻山越岭，融入黄河之源。在国
庆节来临之际，甘南民族风吹到海河之畔，
吹到充满烟火气的西北角，吹到这座融合古
今、中西交汇的魅力之城。来自甘南州、碌

曲县和红桥区的演员们联合为天津市民奉
献民族风与时代感相融合的歌舞盛宴。

碌曲县素有“中国锅庄之乡”的美誉，演
出在歌舞《锅庄，舞动的家园》欢快节奏中拉
开帷幕。

甘南，是距离内地最近的雪域高原，是
人一生要去的50个户外天堂之一，每一步都
是风景，每一眼都是画卷。随着演出开始，
雪山、草地、湖泊、峡谷、石林、藏寨、腊子口
景区等多种自然、人文、历史景观在大屏幕
上交相辉映，来自甘南州和碌曲县歌舞团的
《欢庆锅庄》《再唱山歌给党听》《格桑梅朵》
《吉祥颂》《藏族服饰展演》《握住世界的手》
等节目让观众们感受到甘南州藏族同胞热

情豪放的人文风俗和对美好生活的礼赞。
红桥区原创节目《美丽红桥》通过多种艺

术形式展现了全区日新月异的变化和独特魅
力，让远方的客人更熟悉红桥、了解天津。

演出前播放美丽甘南和魅力碌曲旅游宣
传片，展厅前摆放的旅游宣传展板吸引了观
众驻足观看。

在《歌唱祖国》的全体大合唱中，红桥区
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暨津甘文化交流汇
报展演圆满闭幕。从渤海之滨到雪域高原，
从锅庄之乡到天津之眼，天津与甘南山海相
连，血脉相亲，站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新的
历史起点上，津甘两地将继续同心协力，携手
奋进新征程。

■ 通讯员 郭启闻

近日，位于西于庄街道西于
庄党群服务中心的24小时智能
工会驿站正式启用，完成首次扫
码登记后，生成工会会员码，即
可扫码享受服务。

在智能驿站，设有免费
WiFi、充电宝、换电站、医用箱、
微波炉、冰箱、按摩椅、修车工
具等设施，满足了户外劳动者
各种需求，外卖员、快递员、环
卫工人、滴滴司机等户外劳动
者和新业态从业人员通过刷脸
可以进入工会驿站休息，享受
多种服务。

智能驿站加装24小时智能
门禁系统、智能消防设备、智能
灯控、物联网管理设备、电子图
书阅览器等智能设备，通过视
联网、物联网设备，结合 AI 算
法，达到安全、节能、便捷的目
的，并通过后台数据分析，精准
把握受众群体特点，为户外劳
动者提供差异化、精准化的 24
小时“全天候、不打烊”工会服
务项目。

自 2024 年以来，西于庄街
道总工会以服务“全天候”，爱
心“不打烊”为宗旨，沿着“服
务化、体系化、品牌化、创新
化、数字化”思路，牢牢把握
“小站大爱”的功能定位，不断
充实服务内容，结合智慧平台
的数据分析，整合社会资源拓
展服务项目，帮助户外劳动者
实现了从“客人”到“主人”的
角色转换，为他们筑起了“温暖
港湾”。

■ 通讯员 王彬

古树名木保存了弥足珍贵的物种资源，
记录着大自然的变迁，传承着人类发展的历
史文化，孕育了自然绝美的生态奇观，承载
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乡愁情思。

近年来，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红桥区城市管
理委多措并举做好古树名木保护工作，擦亮
生态底色，守护城市绿水青山。

强化制度赋能，积极建章立制。红桥区
古树名木共23株，数量在市内六区中排名第
一，广泛分布于历史悠久的学校、历史文化
街区等地。著名的有原明朝三官庙遗址的2
株国槐（龙凤槐）、红桥一幼院内的白蜡王，
树龄均已逾百年。

区城市管理委将古树名木保护作为林
长制和绿美红桥生态建设工作的重要一环，
制定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制度，完善古树名木

管养机制，严格保护古树名木及其自然生
境。组织专家编制《红桥区古树名木复壮方
案》，从总体要求、发现问题、具体措施、建设
思路等方面，完善古树名木管养机制，严格
保护古树名木及其自然生境，守护“绿色文
物”，描绘绿美红桥生态建设的宏伟蓝图。

强化巡查巡护，压紧压实责任。对城区
范围内的23株古树名木进行逐一定位、照
相、登记，建立详细规范信息档案，制作、悬
挂标识牌和二维码，为每一棵古树名木都配
上了专属的“身份证”，实行“一树一档”精细
化管理。

同时，结合林长制“区—街道—社区”三
级巡林工作机制，加大对古树名木分布区域
的巡查频次，设置问题清单，逐个销号解
决。截至目前，巡护人员达160人，巡护时
长3.7万时，总巡护里程4229千米，巡护过
程中各级林长发现问题42个，均已全部整
改完成。

科学保护管理，做好修复服务。按照《红
桥区古树名木复壮方案》，在前期调查古树衰
弱原因、古树生长状况、历史价值和周边环境
等情况的基础上，制定“一树一策”抢救复壮
方案，因树施策，精准制定管护技术方案，对
立地环境不良的古树名木，推进立地环境整
治并加装围栏，消除不利于古树生长的水泥
硬底化等情况。

对长势衰弱的古树名木，通过树体防腐、
修建单点支撑、修建围栏、促根复壮等一系列
措施，开展复壮工作。截至目前，清除古树保
护区范围内杂草190平方米、浇水29余吨、喷
洒除虫药剂300余公斤，修剪古树枯枝、病
枝、密生枝80余处，有效控制了古树名木的
病害蔓延，确保古树名木健康生长。

守护绿色“文物”，赓续生态文脉。区城
市管理委将进一步加强古树名木的保护工
作，讲好古树故事，为维护生态平衡和生物多
样性贡献红桥力量。

红桥区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暨津甘文化交流汇报展演

津甘同心协力携手奋进新征程

红桥区助力甘肃关良“种好粮”

西北角特色街区成立

东西部协作产品销售驿站

红桥军地馆校共抓全民国防教育

“捆”在一起抓

“联”在一起建

■ 通讯员 许非

近日，由区委宣传部、区人武部、区教育局主办，平津
战役纪念馆、区退役军人局、区国动办协办的2024年全民
国防教育日主题活动暨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在天津市第
三中学举办。

军地联动、馆校协同是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的有效路径
和有力抓手，红桥区与驻区部队、平津战役纪念馆密切配
合，把全民国防教育工作“捆”在一起抓、“联”在一起建，实
现同频共振、同步发展，军营开放日、“行走的课堂——红
色记忆穿越平津战役纪念馆研学之旅”等一批深度体验、
感染力强的主题活动持续推出，不断推动红桥区全民国防
教育工作提质增效。活动现场，红桥区委、平津战役纪念
馆、驻区部队举行了“全民国防教育共建单位”揭牌仪式，
进一步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工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不断探索深化全民国防教育新模式、新路径，推动全民国
防教育走深走实。

红色基因，血脉相承。红桥区是天津城市、商业、近代
教育和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也是红色沃土、英雄故乡，有着
丰富的红色资源，涌现出一批革命烈士，培育了爱国奉献
的地方品格。红桥区注重发挥红色优势，开展了“凝固的
红色记忆”主题展览、“有一种传承叫信仰”红色故事讲述
等一系列活动，特别是聚焦青少年群体，开展“品读红色档
案，感悟奋斗历程”思政小课堂、“同心共筑强国梦”开学第
一课等精品活动，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广泛覆盖。

在去年遴选首批雷锋小学等6名“红色少年讲解员”的
基础上，今年，红桥区依托天津三中“方舟精神展室”、红桥
区实验小学“学生宣讲团”，继续充实了8名“红色少年讲解
员”加入宣讲队伍，并在活动现场为他们佩戴绶带，勉励红
色少年们用青春话语讲好红色故事，努力当好红色精神、
红色文化、红色故事的传播者、传承者。
“我们何其有幸，生活在和平安稳的中国，吾辈青年当

树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来自天津三中的潘乃康同学，
用鲜活的故事和生动的阐述，诠释爱国情怀、国防观念，呼
吁青少年学生要牢记使命，传承红色基因，用青春报效祖
国，实现强国梦、强军梦。
“军体拳预备！”来自天津三中的学生代表们身着迷彩

服，步伐坚定有力，呐喊气势十足，在驻区部队教官的带领
下，每一个动作从起势的沉稳到收势的利落，都凝聚着同
学们辛勤的汗水和不懈的努力，或拳如流星，或腿似闪电，
将军体拳的刚劲有力与灵活多变展现得淋漓尽致，赢得了
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本次活动还为获评“全国中小学国防教育示范学校”
的天津市第三中学、红桥区实验小学2所学校举行了挂牌
仪式，校领导分别发言，表示要以此为契机，注重用好红色
资源和各类红色阵地，持续将国防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各环
节，持之以恒地致力于培养具有爱国情怀和国防意识的优
秀人才，不忘初心、立德树人、守正创新，不断探索学校国
防教育的有效途径，进一步激发广大师生关心国防、建设
国防的热情和信念。

现场活动结束后，参会人员一同参观了国防动员知识
主题宣传、退役军人双拥工作专题讲解、平津战役纪念馆
流动展览。

近年来，红桥区紧紧围绕“国防”内核，牢牢抓住“全
民”关键，多维拓展“教育”途径，组织开展“牢记历史，勿忘
国耻”主题纪念活动，“强国复兴有我”博物馆研学实践、
“奋进新时代 聚力强军梦”国防科普巡展、“最美好军嫂”
典型选树等宣传教育活动，以多元化活动为载体，推动国
防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下一步，红桥区将进一步用好合作共建的模式，将红
桥丰富宝贵的红色资源作为国防教育的生动教材，进一步
打造红色体验路线，深入挖掘整理红桥革命历史故事，创
作国防教育主题文艺作品，线上线下相结合，挖掘运用相
融合，学习实践相贯通，推动构建全民国防教育新格局。

智能驿站
小站大爱
户外劳动者有了
24小时温暖港湾

智能驿站设有免
费 WiFi、充电宝、换电
站、医用箱、微波炉、冰
箱、按摩椅、修车工具
等设施，满足了户外劳
动者各种需求

多措并举做好古树名木保护工作

快看看你家周边有没有绿色“文物”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充分展现我区老干部和社区“五老”跟

党走、奋进新时代的良好精神风貌，红桥区委老干部局、区关工委联合举办“翰

墨迎国庆 丹青谱华章”老干部书画作品主题展，以笔代言、以纸为媒，用书画作

品抒发爱国热情。 朱双银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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