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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万红）将车身与零部件依次组
装，再进行电器激活、检测、调试……昨天，随着一
辆全新探岳L缓缓驶下生产线，一汽-大众汽车有限
公司天津分公司（以下简称一汽-大众天津分公司）
迎来了又一新车型，将进一步带动区域汽车产业链
活力提升。

新生产线每小时可下线65辆探岳L

3款新导入车型预计2026年起陆续投产

走进一汽-大众天津分公司生产车间，全新探
岳L生产线上一派繁忙，机械臂忙碌焊接，焊接成型
的后备箱、侧围等部分被AGV（自动导向搬运车）沿
既定线路运输到指定位置……

作为探岳的改款车型，探岳L搭载了全新的电
器架构，全面升级了同科大讯飞合作研发的语音助
手。辅助驾驶方面，通过5G信号，可实时采集周围
200米范围内的车辆状况，并实时提醒驾驶员周围
车辆的异常状态。自动泊车系统也实现全新升级，
将同步升级支持人员通过手机遥控车辆泊入/泊出
车位，让自动泊车应用场景更加丰富。
“针对此次全新探岳L车型下线，我们投资了20

亿元对生产线进行改造，扩建了原有厂房，新增了
大量设备。”一汽-大众天津分公司总经理高解放
说，“比如，我们增加的视觉识别设备，可通过工业
机器人进行视觉拍照，再以软件算法识别车辆和零
件位置，让机器人装配更加准确；再比如，焊装车间
的车间机器人数量已由1140台增加到1232台，车间
自动化率提高到85%，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目
前，这条为配合新车型量产专门进行了新一轮技改
的生产线，可实现每小时下线65辆车的生产效率。

2018年，一汽-大众天津分公司在滨海新区北
部正式投产。截至目前，一汽-大众天津分公司已
先后投产探岳、新一代奥迪Q3等多款SUV（运动型
多用途汽车）车型，累计产量超120万台，累计产值

达2060亿元，随着智能制造水平不断提高，55秒即
可生产一辆车，有力带动了经开区及全市汽车产业
发展。

今年5月，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与天津经开
区管委会签署投资合作协议，将新增投资超过23亿
元，在原有车型基础上，在一汽-大众天津分公司相
继导入奥迪品牌、大众品牌共3款SUV车型，其中，2
款为新能源车型，预计于2026年起陆续投产。作为
我市龙头整车企业，这3款新车型落地，将有望带动
我市汽车产业产值提升近100亿元。

高解放说：“目前，我们已启动了新车型项目改
造，正进行新增设备规划，为项目正式启动做足准
备；同时，也在进一步提升工厂人员专业技能和设
备自主调试能力，以便更好地应对新车型生产中的
挑战。希望能在推动产品升级换代的同时，为本地
汽车制造业升级提供牵引力。”

配套零部件企业快速聚集

推动新能源车产业链强链补链

天津是我国最早的重要汽车生产基地之一，近
年来，我市不断在“链”上发力，支持汽车产业快速
发展，特别是新能源汽车方面，已形成涵盖整车开
发、动力电池、控制系统和试验检测等较为完善的
产业体系。

作为我市汽车产业主承载区，天津经开区目前
形成了以一汽丰田、一汽-大众、长城汽车、吉利远
程等整车龙头企业为主，大众自动变速器、电装电
子、纬湃科技、立中车轮等200余家各类零部件生产
和相关服务业企业集聚发展的态势。近两年，通过
新项目导入，经开区持续完善产业链布局，汽车及
高端装备产业规模已超过2000亿元。

2023年12月，我国首个聚焦新能源领域的商用
车集团吉利远程新能源商用车天津工厂在经开区
竣工。该工厂将围绕醇氢动力的技术路线，加快醇

氢动力汽车的制造与推广应用。
在整车企业带动下，新能源汽车配套零部件企业

也在津快速聚集，这其中，控制系统、动力电池等汽车
核心部件的相关企业积极加速布局，推动我市新能源
车产业链强链补链。

今年2月，总投资约10亿元的敏实集团北方总部基
地项目在经开区现代产业区建成投产。“这一项目将整
合敏实集团金属外饰件新业务及新能源电池盒业务，建
成集智慧互联、智能生态、工业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化、数
字化工厂。该项目量产后，预计可年产15万台新能源
电池盒、9万台结构件。”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

一汽-大众天津分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张立中
透露：“为满足此次及未来新车型投产需求，一汽-大
众天津分公司新增了来自全国40多家汽车产业上下
游供应商，为新车型提供零部件，进一步带动了产业链
升级，其中5家供应商已落户天津。”

同样是在2月，大众汽车集团在经开区设立了新
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研发中心。不久前，富维海拉车
灯（天津）有限公司年产45.8万台套系列车灯生产基地
项目，完成了设备安装调试，预计将于本月正式投产。
格拉默乘用车座椅智能化生产项目也计划在今年四季
度投产。

目前，一汽-大众天津分公司本地供应商供货零
件数量占比超过60%，本地供货零件成本占比近七成，
带动天津当地汽车产业链上下游就业达6万人，本地
供应商产值达到120亿元规模。

去年，我市印发了《天津市加快新能源和智能网联
汽车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3—2027年）》，到2025年，
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市汽车总产量比重达到30%，产业
形成一定规模。天津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说：“接下来，经
开区将持续推动汽车产业焕新，向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方
向升级，打造智能车生态园、智能座舱生产基地，并进一
步促进京津冀地区汽车芯片产业集群化发展，积极引进
核心零部件企业，打造区域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基地，
助力我市汽车产业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

本报讯（记者 耿堃）11月 4日，
第六届中国仿真技术应用大会暨天
津（宁河）低空产业发展峰会开幕式
在宁河区举行。来自航空航天、智
能制造、工业软件等领域的专家学
者与企业代表近500人齐聚宁河，共
同探讨仿真技术前沿热点，分析行
业趋势与导向政策，展示创新应用
与实践成果。

仿真技术是指利用软件和硬件
技术模仿实际物理世界中的系统以
及系统的行为、操作和流程等关键特
征的技术。中国仿真技术应用大会
旨在打造我国仿真技术领域高水平
交流平台，通过推动技术标准化、自

主软件研发和行业生态建设，持续赋能
仿真技术在航空航天、装备制造、智能制
造等领域的深度融合。

本次会议以“数智仿真，创领未来”
为主题，采用“1+7+N”模式，包括1个主
论坛和7个专题分论坛。在未来两天的
会议中，百余位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在7
个专题分论坛中分别围绕仿真技术与航
空航天、高端装备智能制造、数字孪生、
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研发
与产业应用、汽车交通与船舶制造、低空
经济产业发展、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暨
数字工程、先进光/微电子器件制造等领
域的深度结合和前沿应用开展多维度研
讨交流。

第六届中国仿真技术应用大会在津召开

本报讯（记者 徐杨）为深入贯彻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六部委《关于进一
步做好无偿献血者激励奖励工作的通
知》精神，颂扬无偿献血志愿者无私奉
献的高尚情怀，呼吁更多人参与无偿
献血，闪耀的红——全国无偿献血者
优秀事迹巡讲活动天津站昨日举行。

活动中，来自江苏、河南、吉林、
黑龙江、陕西和我市的6位采供血机
构演讲者以真实的故事、丰富的内
容、生动的语言，为现场观众深情讲
述了一个个有温度、有力量的暖心故
事，演讲者们慷慨激昂、饱含深情的

演讲赢得了现场阵阵热烈掌声。同时，
我市5位献血百次以上的全国无偿献血
终身荣誉奖代表也上台讲述了他们的献
血故事。

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刘先夺表示，无
偿献血事关临床用血需要和安全，事关人
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权益，市卫生健康委
将立足于“以自身为主、调剂为辅，开源、
节流并行，重点加强团体无偿献血工作”
的原则，持续提升采供血服务能力，完善
无偿献血者激励奖励措施，加强无偿献血
宣传动员工作，以优秀无偿献血者、志愿
者为榜样，讲好献血者故事。

全国无偿献血者优秀事迹巡讲活动天津站举行

本报讯（记者 姜凝）11月 3日，
202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皮埃
尔·阿戈斯蒂尼受聘南开大学名誉教
授，并为“皮埃尔·阿戈斯蒂尼超快光
学与应用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揭牌。

202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皮
埃尔·阿戈斯蒂尼、费伦茨·克劳斯和
安妮·卢利尔，以表彰“为研究物质中
的电子动力学而产生阿秒光脉冲的
实验方法”。早在2002年，皮埃尔·阿
戈斯蒂尼就与南开大学现代光学研
究所所长刘伟伟教授开展合作研究，
并于2005年共同发表文章。此次他
加盟南开大学，双方将结合先进激光
技术、新物质创造、极端尺度光信息
技术等重大需求，瞄准超快光子学国
际学术前沿继续深化合作，旨在为南

开大学光学领域高水平科学研究和人才
培养提供强大助力，为造福人类的全球
基础科学合作作出重要示范。

诺奖得主受聘南开大学名誉教授
同时成立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本报记者 张雯婧

11月4日，“理润津沽——天津市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基层大宣讲”活动走进东丽区东丽湖
街道星火驿站。由市委讲师团办公
室、市社科联、东丽区委宣传部联合
组织的宣讲小分队，把党的好声音
“送”入社区，“传”到新业态劳动者身
边，“讲”到百姓心坎里。

活动中，河北区委党校教师杨艳
伟、南开区基层宣讲员代表王凡、外卖
配送员王博文、市委宣传部“好学能
讲”青年宣讲小分队成员潘红飞，以
《习近平总书记到天津》《宝塔山下的
熠熠光辉——传承弘扬践行延安精
神》《心有理想，春暖花开》《致敬守护
的力量——传承弘扬践行抗美援朝精
神》为题，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亲身

经历、切身感受，用不同的形式为大家呈
现了一场精彩纷呈、激动人心的宣讲。
“以前总觉得理论知识晦涩难懂，宣

讲小分队用真挚的情感、鲜活的事例和
朴实的话语，让今天的学习很‘对胃
口’。未来，我们将做好本职工作，尽心
尽力为百姓服务。”东丽湖街道星火驿站
外卖小哥于学伟说。

这种“接地气”“冒热气”“有生气”的
宣讲也为广大基层宣讲员作出了良好示
范。“我们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
感，精心做好宣讲工作，持续掀起学习贯
彻全会精神的热潮，为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天津篇章贡献力量！”碧溪苑社区党总
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周杰说。

活动期间，来自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东丽区中医医院的多位资深医疗专家，还
现场为社区居民、外卖配送员进行健康科
普宣讲和义诊，服务百姓求医需求。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理润津沽——天津市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基层大宣讲”进社区

把党的好声音“讲”到百姓心坎里

本报讯（记者 刘平）4日，市政协
医疗卫生体育委员会组织部分政协
委员和专家学者到天津市第四中学，
围绕“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主题开
展监督性视察，就进一步做好相关工
作进行协商交流。

委员们实地察看学校近视防控设
施，听取市、区两级教育部门和学校工
作情况介绍，充分肯定我市儿童青少
年近视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并就建
立近视预警机制、增加体育锻炼时间、
加强科普宣传等提出意见建议。

委员们认为，近视防控工作事关

儿童青少年身体健康，事关国家未来。
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儿童青少
年近视防控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
强协调配合，努力遏制儿童青少年近视
高发势头。要积极发挥自身优势，认真
履行职能，当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
“宣传员”“战斗员”“监督员”，为守护儿
童青少年视力健康贡献智慧和力量。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儿童
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着力构建家校社
协同防控新格局，2018年至2023年，我
市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下降了
7.46%，近视防控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为做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建言
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开展监督性视察

全新探岳L昨下线 一汽-大众天津分公司落户6年累计产值超2000亿元

带动区域汽车产业链活力提升

■本报记者 岳付玉

昨天，天开高教科创园（以下简称天开园）迎来
一个重要时刻——天开科创专板开板了！这个由
天开园管委会与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以下简称
天津OTC）共同建设的园区特色板块，进入究竟有
何好处？入板又有哪些条件？天津OTC相关负责
人一一给出了解答。

好处至少有四个

其一，可获得全生命周期的精准服务。天开科
创专板共分培育层、规范层、孵化层三个层次。其
中，进入孵化层的企业可以获得宣传展示、政策咨
询、成果转化、业务培训等一系列的公益服务；企业
进入规范层则能得到股权规范、管理咨询、多元融
资、产业对接等普惠服务；企业一旦进入培育层，可
以获得上市规划、财务顾问、审前辅导、三四板对接
通道等专业服务。

其二，能够轻松拥有多元融资渠道，比如银行
授信、专属融资产品、“认股权”“投贷联动”等创新
融资产品，以及各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昨天，作
为支持单位参与天开科创专板启动仪式的渤海证
券方面就表示，其已经与天津OTC建立了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接下来，将依托自身在资本市场的深厚
积累，为入板企业提供投融资高效对接、股权激励、
证券承销及改制辅导等全方位综合金融服务。

其三，加速上市进程。天津OTC借助新三板绿
色通道，为专板企业提供申报前咨询、优先受理、快速
审核等专享通道，较正常审核时长减半；针对专板培
育满3个月的优质企业，在新三板官网专区公示20个
自然日，未接到异议即可挂牌，大幅简化审核流程。

其四，入板企业可优先参与“创客中国”“中博
会”“APEC技展会”“民洽会”“一月一链”“一起益
企”等高端展会论坛对接活动，提升品牌价值、促进
资源融通。

三个分层门槛不同

天津OTC相关负责人介绍，入板的企业应为天
开园所属企业，符合国家鼓励类产业方向，坚持专
业化发展，有持续的研发和创新能力。

具体到培育层、规范层、孵化层，天开科创专板对

入板企业在技术创新、成长经营等方面有入板门槛要求。
培育层的入板要求是：具有核心科技创新能力的

成长期或成熟期优质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及高层次人
才企业，重点面向科技领军（培育）企业、国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以及上市后备企业和具有上市潜力且
明确上市、挂牌意向的拟上市、拟挂牌企业等。

规范层的入板要求是：具有行业领先优势、具备一
定产业规模的科技型、成长型中小企业，重点面向瞪羚
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以及已获得私募股权投资的
投后企业等。

孵化层的入板要求是：具有一定产业先导性和市场
竞争力的科技型、初创型企业，重点面向战略性新兴产
业、高技术产业、重点支持产业的优质中小微企业等。

据悉，截至目前，天津OTC在助力天津新质生产
力发展方面成绩明显：纳入分层体系企业6125家，各
类机构总数1889家，各类融资合计892.49亿元，各类
活动场次1109场，挂牌上市收购兼并数量64家。

根据天津市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此前印
发的《天津市上市企业三年倍增行动计划（2023—2025
年）》，2023—2025年我市新增上市企业中，科技型企
业占比不低于90%，新增不少于45家，科创板上市企
业数量翻番。天开科创专板显然肩负着重要使命，也
给广大科技企业带来更多资本市场机遇。

入板天开科创专板有何好处？要哪些条件？
天津OTC相关负责人解答热点问题

连日来，西青

区张家窝镇杰盛

里社区入户检修

排查暖气管道，网

格员走进辖区内

独居、空巢老人家

中，排查暖气管道

漏水、堵塞等问

题，做足准备让老

人安全过冬。

本报记者 潘立峰

通讯员 刘臣 摄

■本报记者 姜凝

“大家注意看，这是菌菇种植用过的废菌棒，会
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我们以它为原料，加上鸡
粪，利用生物菌进行发酵，就能成为孔隙度合适的
基质，可以育苗，可以种植。这个项目的意义是变
废为宝，还保护了环境。去年我们在这个大棚做的
育苗实验，出芽率能达到90%，下一步能直接推广
了！”“嗨，各位家人，这就是有‘小九寨’之称的官鹅
沟，有时间您来看看，肯定不虚此行！”“淄博有烧
烤，天水有麻辣烫，我们宕昌有什么呢？今天我带
大家探访宕昌美食……”天津大学环境学院教师黄
俊在工作之余，用2年多时间拍摄了500多条视频，
推介甘肃宕昌的美景、美食、风土人情，给助农产品
带货，推广科技项目，助力乡村振兴。

天津大学自2013年起定点帮扶甘肃省陇南市宕
昌县，黄俊是该校派出的第三批骨干教师，扎根宕昌
2年多，成了一个能给当地百姓解决问题的名人。
“黄老师能干，能把粪坨坨变成金疙瘩。”当地

老百姓所说的，是黄俊负责的“农业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项目。随着该县产业大发展，菌菇、金鸡、中
药材等支柱产业的废弃物不断积累，处理这些废料
是宕昌亟待解决的问题。“把废料资源化利用是天
津大学的强项。”2022年，黄俊放弃赴美访学的机
会，挂职宕昌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以“变废为肥”
为突破口，借助天大科技资源对菌菇渣、人畜粪便
等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利用，解决宕昌县人居环境整

治和产业发展问题，成功开发出“菌菇渣+鸡粪联合发
酵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等。黄俊还通过技术支持，
帮助宕昌县引进相关公司，实现帮扶工作从“输血”向
“造血”的转变。公司一年多来已生产有机肥3000吨、
育苗基质600吨、栽培基质800吨、半成品有机肥3万
吨；共建水肥一体化试验大棚12个，产品与技术推广
辐射蔬菜大棚200多个。助力宕昌这个“千年药乡”生
产出更高品质的中药材，黄俊作为第一完成人的“科技
赋能，‘变废为肥’，呵护宕昌绿水青山”项目，成为去年
教育部第七届直属高校精准帮扶和创新试验典型。

两年的挂职期满后，黄俊选择了申请延长一年帮
扶期，助力乡村振兴新发展。

■本报记者 王音

不到20元一份的午餐都能吃到什么？在北辰
区瑞景街道新开的惠民大食堂，几十种荤素菜品自
选、粗细主食搭配，养生汤品、餐后水果样样俱全，
这样营养又实惠的自助餐，每人仅需17.6元。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北辰区龙泉道与辰昌路交
口物美超市二楼的惠民大食堂。正是午餐时间，服
务员将刚出锅的饭菜摆上餐台，食客们端着餐盘排
队选餐，他们中有老年人，有外卖员，还有周边的上
班族。开业以来，惠民大食堂已经吸引了不少“铁
粉”。快递小哥王亮告诉记者，他几乎每天中午都
来这里用餐，这儿的饭菜干净卫生、价格合理。

惠民大食堂面积近300平方米，提供午餐、晚
餐。食堂负责人阎安军介绍：“所有菜品都是现场
烹饪。我们使用机器人炒菜，减少人工成本，还与
本地净菜商合作直接供货，微利经营，尽力做到物
美价廉。”

11月3日，皮埃尔·阿戈斯蒂尼受聘

南开大学名誉教授。

通讯员 宗琪琪 本报记者 姜宝成 摄

助力乡村振兴 天大教师科技赋能“千年药乡”

惠民食堂带来幸福“食”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