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青区作为环城四区之一，是超大城市中心城区的扩展
区，具有近郊农村区位、土地、产业的资源优势。

近几年，西青区先后荣获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
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以全国
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成功创建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在全市率先
创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辛口镇创建成国家级农业产业强
镇。

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
西青区不断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创新实施了“书记项目”“青”锋突击队、“青”叩家门、“雏雁启
航”“青苗赋能”“揭榜招贤”等一批基层党建实践行动，形成
共促振兴的强大合力。

辛口镇第六埠村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的第一站。
西青区利用该村党群服务中心的闲置场地，成立了“创富工
坊”。工坊整合政策、社会组织、金融单位等各类资源，为第
六埠村和周边村打造了集展示、销售、推广于一体的特色窗
口。工坊成立以来，通过线上直播和线下订购的模式，蔬菜

订单突破10吨，初步实现村集体和农民“双增收”。
立足这一实践，西青区紧扣都市型现代农业，运用乡村

运营的理念，探索出“政府主导、集体所有、市场运作、抱团发
展”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今年7月，西青区启动“红色领航 乡村运营”行动，旨在
紧密联合地域相邻、产业相连的基层党组织，实现共富共赢、
共建共享。行动包括构建多元参与的“运营主体”、挖掘城乡
融合的“运营要素”、打造本土特色的“运营项目”、健全务实
有效的“运营机制”等4个板块、12项任务，快速推动标准化生
产、品牌化经营、专业化组织的发展模式。

目前，全区组建成“古镇夜市共富”“农特产品产销”“闲
置资产盘活”等6个抱团共富联合体党委，覆盖20个行政村、
5个股份经济合作社。

西青区始终不渝强化财政、金融、人才、土地对农业农村
的保障力度，不断拓展城市对农村辐射带动范围，并培养锻
造了一支能力过硬、本领高强、懂农村、爱农村的党员干部队
伍，有力有效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红色领航 走出城乡发展新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青区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全面实施
“散乱污”企业整治，狠抓环境治理，努力改善城乡环境面貌，
生态环境明显向好。

近年来，西青区成功创建全市首个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王稳庄镇、辛口镇获评“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全区
绿色生态空间持续扩大、
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生态环境保护机制体
制不断完善，生态环境
高颜值与经济发展高
质量齐头并进。

进入新发展阶段，
西青区将生态文明建
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
底”，不断提升生态环
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水平，相继建
设杨柳青大运河国家
文化公园、双城间绿色
生态屏障、大沽排水河
沿岸生态修复工程等
一批绿色生态项目。

作为京津冀协同
发展率先突破的重点

领域，西青区积极参与联建联防联治，全面实施河湖长制、考
核评价指标体系等一系列重大制度机制。环境对外吸引力、
对内承载力持续加强，累计引进北京项目近700个，协议投资
额超过2000亿元。

2023年，西青区启动王稳庄镇水环境修复工程，新建成
人工湿地1290余亩，与万亩稻田、生态片林、设施农业等形成
了“林、田、湿、渔”为主导的生态模式，镇域内气候明显改
善，累计吸引并观测到野生鸟类达100多种。

今年6月，“京津冀生物多样性协同创新中心科研创新基
地”在王稳庄镇揭牌成立，围绕王稳庄镇内独流减河流域，开
展生物多样性观测和生态系统等协同研究，不断擦亮京津冀
协同发展底色。

同时，全区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严格划定生态保护
红线，着力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空气质量、水土环境等进一步
得到改善，生态空间不断拓展。2016年至今，全区综合整治
河道139.56公里，完成退渔还湿1.2万亩，绿色生态屏障内蓝
绿空间占比达到79.5%，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
达到86.09%，PM2.5年均浓度较“十三五”时期下降15.4%。

此外，西青区全面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积极培育绿色发展“新
动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稳妥推进“双碳”行动，不断探
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为美丽天津建设贡献出西青力量。

脚下，是欣欣向荣的土地；前方，是海阔天高的征途，西青正
在浩荡春风中蓄势起航。全区上下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刻
践行“四个善作善成”重要要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
务，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奋
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贡献西青力量！本版撰文 于爱澍

久久为功 织就锦绣生态新画卷

新中国成立75年来，西青区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不
断为人民谋发展、谋幸福。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青区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使命担当，区级民生投入占财政支出比例始终保持
在80%以上，每年实施一批区级民心工程、全力办好一批民生
实事，用情用力增进民生福祉。

这两年，西青区以“高品质生活创造行动”为抓手，系统谋
划民生工作，推动经济发展与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双提升。

聚焦“一老一小”，西青区以教育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为抓
手，持续推进教育扩优提质，优质均衡发展，累计新增公办幼儿园
6所、学校6所、各类学位8250个。打造出“北文南武”课后服务育
人品牌，开通市场化、专业化运营的校车线路61条，受益学生2200
余名。在居家养老建设方面，初步形成了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
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建有日间照料中心82家、老人
家食堂164家。同步推出的“智慧养老打造西青农村生活性服务
新模式”，被农业农村部选树为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典型。

就医、就业是人民关注的热点、焦点。西青区持续完善

三级医疗服务体系建设，西青医院、西青中医医院发挥龙头
作用，1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夯实基础，112个社区卫生服务
站（村卫生室）筑牢网底，民营医疗机构达到408家，总床位数
6943张。同时，各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继开通了延时服
务和居家医疗服务，上线了26项居家医疗服务项目，并通过
建设区域紧密型医联体，使“云药房”和慢病管理中心内的保
障药品达2700余种。“十四五”以来，全区新增就业人数超8.6
万人，公共就业服务实现“一网通办”“全程网办”。推出援企
稳岗、“人才强区十五条”等多项利好政策，建设人力资源服
务产业园等人才培养服务重点项目，打响了“运河工匠”品
牌，全区人才队伍不断扩大。

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追求，全区线上线下文化
服务设施不断完善，初步形成“15分钟文化服务圈”，组建群
众文化队伍达600余支。

此外，西青区全面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严格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制，全力防范化解风险，人民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
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精准提升 构筑美好生活新高地

西青区因运河而生、因漕运而兴、因非遗而美，南北荟
萃、古今交融的地域风情滋养出年画文化、大院文化、精武文
化、赶大营文化等。

近十年来，西青文化传承亮点频出、文旅融合异彩纷呈、
文艺精品层出不穷、公共文化蓬勃发展。“运河明珠·活力新
城”等地域文化旅游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在2024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上，以“运河明珠·润泽
西青”为主题的西青区展台引人注目。展位以京杭大运河为
故事线，生动再现河畔古镇杨柳青繁荣的漕运景象，同时，通
过曲艺武术表演、民俗文化讲堂、互动体验和70多种文创产
品等，全方位呈现了西青特色文化魅力。

文有脉，行必远。作为大运河岸的活力新城，西
青区积极推动文商农旅深度融合，初步形成以“一文

一武”为龙头，生态、农业、旅游全产业链发展新格
局。“水韵西青 入画杨柳”主题线路、稻香农谷、工业
特色游等承载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旅产品的影响力、美
誉度不断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青区统筹推进研究、保护、传承、传
播，加快建设大运河艺术之城、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为杨柳青木版年画等非遗资源，建立了“非遗+”工作模式，不
断推动非遗项目传承发展。

截至目前，区内国家、市、区三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达8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165人，编辑出
版了《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杨柳青卷》、双语版《天津市西青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典》和杨柳青民间文化系列丛书等有
关书籍20余本，形成了珍贵的非遗资料。

蓄势赋能 激活文化融合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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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高质量发展先锋闯将
——新中国成立75周年西青区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新中国成立75年来，西青百姓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矢志奋斗、砥砺前行，西青大地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一座开放包容、多元发展的现代化活力新城崛起。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西青区聚焦高质量发展，全面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效：经济总量突破千亿，科技创新实力显著增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

建设扎实推进，文化事业日益繁荣，文明魅力愈发彰显，城镇化率稳步提升，治理体系和能力持续优化，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显著提高，党的建设持续加强，全面从严

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

岁月如歌，奋进的西青向新而行，笃行不怠。

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天津提出“四个善作善成”的重要要求。

站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起点，西青区牢记嘱托，锚定担当大区之责，立足千亿基础，深入落实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不断巩固根基、增进活力、提升能级，努力以西青

之进为天津发展大局添彩添秤。

新中国成立以来，西青百姓的生活实现了从温饱向小康
的历史性跨越。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西青区跃升为产业
实力雄厚、地理空间优越、科教资源富集、文化底蕴深厚的全
市经济大区之一，产业、招商、项目、创新、营商环境齐头并
进，地区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元大关。

站在新征程上，西青区勇担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任，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力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
服务业的融合发展。

聚焦制造业立区，西青区统筹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着力发展集成电路、车联网、汽车及新能源汽车、高端装
备、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集群。其中，集成电路产业增加值
增速达到10.2%；车联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占全市总数近
40%；能源矿产装备产业集群入选工信部2024年度国家中小
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

截至目前，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 649家，五条重
点产业链增加值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到 48%，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均位于全市
前列。

为激活创新引擎，全区扎实推进“人才强区”战略，充分
发挥天开西青园等创新平台作用，引导支持创新主体在西青
共建研发孵化基地和创新应用场景，持续完善制造业领航企
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创新型中小企业等优质市场主体梯
度培育体系。

如今，全区高新技术企业达到918家，市级以上“专精特
新”企业达到183家，“雏鹰”“瞪羚”、领军企业达到226、18、24
家，市级企业重点实验室11个。

聚焦服务业强区，西青不断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
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聚集区加速形成，“中北、南站、梅江”
等优质商圈的辐射带动能力不断增强。

全区成功投运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的商业综合体20座，
精心打造集便民服务、消费体验、休闲娱乐、康养于一体的便
民生活圈12个。着力打造“钜惠西青”消费品牌，举办了超过
百场的消费促进活动。

前三季度全区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销售额增速达到
12.1%，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达到5%，加速形成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西部节点。

夯实根基 锚定立区强区新目标

天开西青园

鹏瑞利国际健康商旅城 田建摄

王稳庄稻田画 刘嘉成摄

创富工坊 潘立峰摄

旅博会 李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