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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萱 赵煜 文/摄

最近几天，路过民园广场的市民惊
喜地发现，干净透亮的广场又回来了。
曾经杂乱无章的小餐车全部被清理，满
是油渍的地面和烟熏火燎的环境消失
不见。这一变化让周边居民和广大网
友拍手叫好。

11月20日下午，记者来到民园广场，
三三两两的人们悠闲地漫步，很安静很惬

意。小吃街清理后，那份喧嚣也一并带
走，还原了广场独有的宁静。民园广场作
为天津五大道景区的重要建筑，一直是游
客和市民们休闲游玩的好去处。近几年
随着小餐车的不断涌入，民园广场的环境
卫生和整体风貌受到了影响。而最近不
仅清走了小餐车，还组织人员对地面进行
了彻底的冲洗和清洁。虽然部分地面还
能看到一些油印，但已经焕然一新。

热心市民冯先生曾经反映过小餐车

扰乱民园广场环境的问题，清理后他举双手
支持。冯先生称，民园广场是不可复制文
物，小餐车不仅外观五颜六色，与建筑十分
不搭，还会散发出各种食物的气味，食客随
处吃吃喝喝，留下脏污难清理。“一个欧式洋
气的建筑，里面藏着一堆臭豆腐、烤香肠、烤
冷面，实在难以理解。”冯先生说，“清理后还
原了建筑本身的色彩和味道，非常支持。”

很多网友将看到的“新民园广场”分
享到社交媒体平台上，这一变化也引来了

网友们的强烈反响。
网友“玲丽 123”说：“小吃哪里都能

吃，何必去民园呢？专业的地方做专业的
事情，整成‘四不像’也不能红得长远。民
园广场给我们带来优美的环境和特有的文
化底蕴就足够了。”

网友“grace yu”说：“天津洋气的建筑
需要静谧的环境和干净的地面相衬托，才
更能彰显美感。明明可以营造出‘高大尚’
的洋气非要被无端埋没甚至糟蹋。”

民园广场找回整洁与惬意
小餐车全部被清理 地面进行彻底冲洗

■ 张照东

这几天，细心的网友发现，让人闹心

的小餐车不见了，地面也清洗了，大家心

中那个有颜值、有品位的民园广场又回

来了。不少网友纷纷在社交媒体表达欣

喜之情，对天津文旅、城管等部门虚心

“听劝”主动作为点赞。

民园广场不仅是天津中西合璧的城

市会客厅、文旅地标，因其厚重的历史，

还承载着天津人民的记忆和感情。民园

广场的前身民园体育场始建于1920年，

后由英国奥运冠军李爱锐参与设计并主

持提升改建，曾是远东地区首屈一指的

综合性体育场。

改造后的民园广场是一座集购物、

休闲、娱乐、观光、餐饮为一体的综合性

城市休闲广场，成为展示天津特色文化

和开展都市休闲旅游的名片。因地处五

大道旅游景区的核心地带，成为外地游

客来津热门游览地。

近年来，天津文旅产业快速发展，五

大道景区和其中的民园广场迎来海量游

客。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

来。有厕所不足、环境较差问题，有三轮

车无序拉客问题，深受广大网友诟病的

是广场环廊里不断涌入的小餐车。满满

当当的小餐车让气势宏伟、洋气、大气的

民园广场变得拥挤不堪，其环境卫生和

整体风貌受到影响。用网友的话说，看

着格调不搭，感觉有点变味，难免闹心、

堵心。唯有美食最慰人心，美食文化是

当地城市文化的组成部分，特色美食和

美食文化也是文旅产业不可或缺的内

容，特色美食更被视为热气腾腾的人间

烟火。在文旅产业和大经济中，如何做

好美食经济是一道必答题，也是一道考

验城市管理能力、管理智慧的难题。

美食可以搭配美景，搭得好会助力

美景，搭不好会大煞风景，关键是如何

搭？在哪儿搭？

民园广场不时有各类个人或团体文

化演出，受到市民和游客的欢迎，因为这

符合大众对民园广场的形象定位。但小

餐车嵌入民园广场，犹如漂亮的晚礼服被

弄得油脂麻花的，怎么看都不对劲。当初引

进小餐车，初衷可能是为了繁荣夜市经济，

丰富民园广场经营业态，满足消费者饮食需

求，解决部分人群就业，引入后也受到部分

消费者的认同。但从民园整体环境和更广

大消费者的反映来看，民园广场不适合这类

小餐车，因事而异及时调整就很有必要。

这不是说旅游景区不能有小吃地摊，

只是说民园广场不适合这类地摊。其实在

五大道多个街区，有特色的咖啡馆、酒吧、

中餐厅、西餐厅，也有煎饼摊、冷饮摊，可以

满足市民、游客的各种餐饮需要。

如同先前笔者的评论，在海河解放桥

摆地摊卖烤大鱿鱼是选错地点一样，在错

的时间、错的地点摆摊卖美食只能大煞风

景。我们要有烟火气，方便游客饮食消费，

但要美食与美景相得益彰，而不是因美食

破坏景区固有格调。

很多网友对民园广场环廊小餐车有意

见，说明对消费体验和品质的要求有了明

显提高，这对有关部门而言，是挑战，也是

机遇。

前不久，女理发师李晓华火得一塌糊

涂。原因很简单，听劝。只需三十元，就能

做到消费者心坎里，比那些自以为是的动

辄几百元的美发总监要强百倍。同为服务

业，文旅产业与理发行业有异曲同工之处。

近年来，几个文旅出圈的城市之所以

爆火，关键是当地政府能听得进游客的合

理意见，满足消费者合理需求，提升消费者

旅游体验，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从“我办

你看”到共创共建，尊重网络民意，这就是

我们提倡的走好群众路线。走好群众路

线，不仅是文旅部门的流量密码，也是我们

城市管理者的必修课。

天津文旅部门这次能及时捕捉到群众

对民园广场的意见和建议，并联手城管部

门清理小餐车、进行环境卫生整治、改善如

厕环境、修缮破损设施，不断提升市民和游

客的旅游消费体验，也是在走群众路线，得

到群众的支持点赞也在情理之中，这也是

文旅部门工作中的应有之义。

希望文旅等相关部门，不但能走好群众

路线，而且要把眼光放长远些，把工作做细

致些，抓住城市的独特气质，打造专属品牌。

不是所有的景区都适合小吃摊

本报讯（记者 陈璠）在政策红利影响下，银行系金融资产投资
公司（AIC）正加速涌入股权投资市场，我市接连迎来AIC股权投
资基金落地。昨日，天津天保控股有限公司、天津市滨海产业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交通银行天津市分行
举行签约仪式。四方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交银AIC股
权投资基金正式启动。该合作是落实国务院出台《进一步支持天
津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具体行动，将为我市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今年9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宣布，将AIC股权投资试点
范围扩大至天津等18个大中型城市，同时，放宽了股权投资金额
和比例限制。AIC是典型的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耐心资本”。
AIC基金的设立为股权投资行业带来增量资金源头活水，为科创
企业后续轮融资带来资金支持，对国内投融资环境和流动性改善
具有非常积极的示范意义。

为抢抓AIC股权投资试点政策机遇，切实助力高质量发展，在
滨海新区科技局支持下，天保控股公司等四方单位深化银企合作，
共同发起设立AIC股权投资基金，该基金总规模10亿元，投资方
向包括但不限于以航天航空、海洋经济、生物制造、智能装备制造、
新能源等为代表的优质实体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产
业焕新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本报讯（记者 房志勇）“根据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移送的相关
案件材料，你公司××牌照车辆载重49吨，实际54吨，涉嫌超限。
请携带公司相关证件，尽快到我队，配合我们执法工作。”日前，我
市东丽区交通执法支队与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十支队联
合开展异地超限案件协作，对我市一家运输公司在北京市界内的
超限行为展开调查。而东丽区某运输公司违法超限运输案，成为
京津冀依照《京津冀公路超限非现场证据信息移送互认办法》办理
的跨省超限非现场行政处罚“首案”。

日前，我市某运输公司一辆轴载限重49吨的六轴货车途经北
京市马朱路附近时，接受非现场执法技术监控设备检测，被发现存
在超限行为，随后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十支队对该公司下达了《执
法检查调查通知书》，并根据《京津冀公路超限非现场证据信息移
送互认办法》，将相关违法信息报送给天津市交通执法总队。接到
通报信息后，相应的执法人员约谈了涉事公司法人，公司法人对超
限行为认可，并自愿在车籍地接受处理。“以前出现这类情况，要到
违法现场的属地去接受处理，来回路费加往返时间都是成本。现
在由企业属地处理，省了很多精力。”该公司法人表示，有了京津冀
信息互认，以后要更严格管理企业的运输细节。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2023年12月5日，《京津冀公路超限非
现场证据信息移送互认办法》正式印发，为实现公路超限非现场证
据信息的协同管理提供了制度支撑。“这个互认办法对执法工作十
分实用，由属地职能部门执法，省去了确认违法行为后再去外地寻
找企业实施处罚的时间。”东丽区运管局执法支队队长靳长伟告诉
记者，三地交通执法协作机制降低了执法成本，提高了执法效率，
便利了涉事企业和行政相对人，由过去的京津冀三地各自为战转
变为现在的协同作战，是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举
措。该起案件的成功办理，标志着京津冀交通协作执法机制在天
津落地，京津冀三地交通执法协作迈上新台阶。

“耐心资本”加速落地 四方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交银AIC股权投资基金在津启动

天津市环保督察整改落实信访举报电话和投诉信箱

专门值班电话：022—83635046

举报电话受理时间：工作日8:30—12:00，13:00—17:30

专门邮政信箱：天津市第89号邮政专用信箱

市环保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本报讯 截至2024年11月21日，我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信
访举报专线共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6443件，其中：滨海新区3040
件，和平区484件，河东区922件，河西区926件，南开区1076件，河北
区741件，红桥区380件，东丽区869件，西青区1020件，津南区1075
件，北辰区1168件，武清区984件，宝坻区1044件，宁河区696件，静海
区1086件，蓟州区876件，海河教育园区36件，市水务局7件，市城市
管理委6件，市交通运输委2件，市国资委1件，市生态环境局4件。群
众信访举报具体问题调查核实及处理整改情况详见《天津日报》和天
津广播的新媒体、北方网、天津市政务网和各区政府网站。

京津冀一体化获新突破

三地打通交通执法信息闭环

本报讯（记者 孟若冰）日前，河东
区文创办与北京朝阳国家文创实验区
管委会签署《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合作计
划》。据悉，双方将在产业发展联动、产
业园区携行、人才培养合作、文化活动

共建、互学互鉴交流、顶层设计协同等
方面加强协作，建立健全日常联络机
制、定期互访机制、资源共享机制。围

绕资源共享、产业联动、平台搭建、人才
培养等内容，加强互学互鉴合作交流，
共同推进京津两地文化产业协同发展。

河东区推进文化产业协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