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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起来，更要“活”得好

从“累点”中看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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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一琳：产业焕新是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涉
及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未
来产业的布局建设。由此带来的，是产业发展方
式和城市发展方式的双重转变。

丛屹：近日召开的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做优增量。产业体系现代

化，是城市现代化的核心。而产业焕新则是推动

产业结构调整和实现产业体系现代化的重要途

径。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在科

技创新和产业焕新上协同发力，才能更好实现城

市发展从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转变。对天津

来说，高质量发展、高水平改革开放、高效能治理、

高品质生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目标，需

要产业焕新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孙一琳：先进制造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
要动能。促进先进制造业同现代服务业、现代农
业融合发展，是产业焕新的重要抓手。您认为，融
合的着力点有哪些？

丛屹：今天，科技创新渗透于生产力诸要素

中，贯穿制造业、农业生产的全流程，正不断催生

出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但实际上，科技创新

在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领域的应用才刚刚显露

“冰山一角”。释放科技创新和产业焕新活力，现

代服务业应该找到更大的“用武之地”。去年下半

年，有关部门建立起工业数字化转型的资源池，为

企业、服务供应商和科研院所搭建三方“握手”平

台。一家此前想转型但不会转的医疗器械生产企

业，在这个平台上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智能化改

造方案。天津在现代服务业发展方面还有很大空

间，特别是金融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等领域，广泛地搭建起平台体

系，深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业务关联、技术渗透，才能形成

更强大的创新合力，满足产业发展所需。

孙一琳：面向产业焕新需求开展科技创新，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大技术研发力度，是以产业焕新带动科技
创新的应有之义。

丛屹：产业焕新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广阔应用空间，也提供了明确的

目标导向。近日，天津市首批17个产业链创新联合体揭牌成立，瞄准

重要产业的重点领域，聚集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金融服

务机构等单位，共同破解产业发展遇到的共性问题。说白了就是让产

业给科技创新“下任务”，面向产业需求共同凝练科技问题、联合开展科

研攻关、协同培养科技人才。如此，强化需求牵引与技术推动的有效衔

接，既有助于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突破，提升产业链安全韧性，也有

助于以产业应用场景为牵引，大幅缩短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化应用的周

期，形成科技创新与产业焕新的良性循环。

孙一琳：以产业焕新支撑城市更新，带来的不仅是土地、楼宇用途
的更新，更是机制、模式的创新。

丛屹：产业焕新，是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是城市更新的核心内

容。通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产业的导入，能建立新型生产关系，从

而带动科研、就业、消费等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的发展。同时，在全市层

面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能吸引优质企业落

户，借由企业和产业的带动力吸引高端产业集群，培育新动能、更新旧

动能。产业焕新和城市更新的深度融合不仅是物理空间的重构，也推

动城市在技术、管理和制度等层面广泛创新。这包括思想理念、发展方

向、战略举措上的层级跃升，设施质量、服务质量、生活质量上的整体提

升，甚至是城市风貌、城市文化上的“换颜提气”。以产业焕新支撑城市

更新，城市更新的含金量会进一步提升。

■ 李娜

一违法犯罪团伙，通过

在宾馆、酒店房间非法安装

“偷拍摄像头”，自导自演炒作

偷拍现象泛滥，最终达到销售

伪劣“防偷拍检测仪器”非法

牟利目的。近日，公安机关开

展集中统一收网行动，抓获犯

罪嫌疑人35名。

单君 画

“飞”起来治理，飞出了啥
■ 谷朋

“座椅”与“头盔”里的不同答案
■ 杨建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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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和平区龙通大厦，便利店、咖啡厅、打印店等办

公配套设施错落有致，客人络绎不绝。几年前，这座大厦

的空置率超过80%。来到滨海新区融鑫智惠产业园，一

栋栋高标准厂房整齐排列，一家家入驻企业忙碌地生产，

这里，曾是空旷萧条的闲置园区。津沽大地上，一处处闲

置资源盘活焕发新生，由“包袱”变为“宝藏”。

盘活，将沉睡的资源“唤醒”只是基础，不仅“活”起

来，更要“活”得好。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

以做优增量推动盘活存量，有效提升质量，存量“富矿”将

得到更好开发与利用，进而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大

活力。

让增量更“优”，一个前提就是对存量资源知根知底。

读懂存量，首先得明白什么是存量。存量不只是闲置的土

地资源、老旧厂房，企业产能是存量，低效使用的金融资产

是存量，科技成果等无形资产同样是存量。用好天津的产

业基础、生产要素，聚焦企业、产业，统筹好存量与增量，全

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使其互相转化、互相赋能，正向循环

之下，存量更“活”、增量更“优”。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将增量的“花

圃”打理得更好，除了让存量“活”起来，还需看到更多的

“风景”。由天津第一热电厂改建成的金茂汇购物中心

里，煤斗、桁架、吊车梁等工业元素与多家城市首店、特色

店铺交相辉映，老厂房焕发新生机，周边居民获得便利；

天津滨海高新区新智感知科技产业园以生态聚合的方式

发展产业，除了一家家上市公司、创业企业落户，还有许

多高校科研团队入驻，园区与科研成果被一并盘活。

将产业基础、生产要素等优势充分发挥出来，盘活

更有招法，做优更有底气。反过来，“活”起来的存量也

可以与周边区域、企业、产业、市场更好衔接，让更多

“闲置”转化为“优质”，更多“金篮子”装上“金鸡蛋”。

深冬时节，寒风刺骨，北辰区一个社区“先蜂骑手”红

色加油站内却暖意融融。一位外卖小哥走进去，把一张

纸条贴在“微心愿”墙上。原来，外卖员遇到生活中的难

题可以来这里求助，有关方面将根据具体情况给予帮

助。面向新就业群体，北辰区建成380多个“先蜂骑手”

红色加油站，协调解决子女教育难、倾诉维权难、看病就

医难等实际问题。不少“微心愿”墙上，不仅贴着外卖小

哥的心愿，也贴满了人们质朴的祝福。

城市治理、社会工作，实际上都是在做群众工作。多

一点人情味，多一些人文关怀，用工作的“燃点”照亮群众

生活的“盲点”、化解群众日常的“累点”，这是为群众办事

的当务之急，也是城市发展的长久之计。

最近，一些人常用“累点低”自嘲身体劳累阈值低，看

似是对自身精神状态的吐槽，实则是现实需求与困境的

投射。在群众工作中，需要看到人们的“累点”，读懂千变

万化的个性需求。夜深人静时，在路上的货车司机想要

洗个热水澡，该去哪里？最近天津市总工会依托高速公

路服务区、各类加油站建设的115个工会服务“司机之

家”陆续挂牌投用，24小时提供专属服务；位于两条主干

道交汇处的天津市第四中学，附近早晚高峰交通拥堵成

了家常便饭，为了保障学生安全，教育部门联合交通部门

推出“护学专线”……不仅善于从一个问题拓展到一类问

题，也能够从普遍现象中发现个体之需，城市发展自然就

多了温暖气息。

服务群众的状态“燃”起来，“累点”“痛点”会变为

亮点。人们常用“有人情味”来评价一个人，在城市发

展中，人情味也是一种力量，一种氛围。走近群众、服

务群众，硬件上的完善，是一种实打实的支持，软件上

的升级，则是一种深沉的关爱。这种关爱，体现在规则

完善、治理出新。“现在有了这个码，一天能多跑好几单

了！”在滨海新区，升级后的“骑码进门”App让外卖骑手

送单更顺畅。扫一扫二维码，外卖小哥、快递小哥就可

以进入社区，同时接受后台引导、监督，已产生的数十

万次扫码记录中，超速减少了，小哥跑得更顺利，居民

更安心，这样的多方共赢，就是治理手段创新带来的服

务增量、治理增值。

最该讲的人情是以心交心。“不能像LED灯有亮度没

温度，要像白炽灯有亮度有温度。”一位干部用形象的话

语，道出了为群众办事的关键。保持燃的状态、燃的激情，

为城市注入更多暖意，高质量发展就会多一份能量。

“嗡嗡”声响起，一架无人机随即从河西区天塔街道气象

南里社区居委会楼顶的机巢起飞，巡查画面实时回传到街道

指挥室大屏上。“看！这个楼顶有堆物。”工作人员发现问题

后，调出天塔街智治指挥系统，准确锁定相关信息，并将情况

同步给网格员和相关部门，不到两个小时，安全隐患排除。

有了智慧手段赋能，飞起来的不只是无人机，后台系统也

插上了“智慧之翼”。街道工作人员张岩介绍说，天塔街道联

合市测绘院，搭建起一套智治指挥系统，把街道社区的台账信

息、各部门的共享数据，都“投喂”给这个系统。当治理之“智”

牵手系统之“能”，城市更加聪明，也为居民带来更多幸福感。

大城智管，“智”是技术问题，其实也是资源配置和治

理理念问题。智慧城市建设，不是技术的堆砌，也不是简

单地建平台、搭架子，而是要借技术之力让资源互通，高效

协同。以前，一些网格员为“表”所困，五花八门、名目繁多

的报表，多口收集、多头报送的数据，使得小表格成为大负

担。我市依托信息资源统一共享交换平台，升级社会治理

“一张表”，并将数据下沉，基层的“小马”马力更足。从政

务服务“一网通办”到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打破信息孤

岛，跨层级跨部门的信息数据和资源互联互通，激发出更

多城市治理的创新活力。

智慧的手段看似“高大上”，但落笔常常就在细节处。

从这个角度来说，“智管”也是带动“细管”的手段。蜿蜒流

淌的海河之上，各式桥梁是天津的一道风景，但多数人或

许没有注意到，一些桥的桥体、桥头上安装了传感器。最

近，一套桥梁智能安全监测系统投入使用，桥的内部温湿

度、振动频率等数据会迅速传输到在线监测系统中，便于

工作人员进一步掌握桥梁结构的性能变化，制定预防性的

养护与安全管理措施。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延伸至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城市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生活的高品质变得更加可知可感。

做足科技文章，推进大城智管，带来的是城市治理的

现代范儿。

首次乘坐津静线到达团

泊健康城站，很多人会被墙

上悬挂的几幅大型芦苇画震

撼到。这些画来自静海区杨

成庄乡宫家屯村，那里盛产

芦苇。当地人“靠芦苇吃芦

苇”，就地取材，从前编席、编

篓，如今以芦苇作画，在剪、

熨、烫、贴间，讲述着水乡湿

地独有的韵味与灵动。

津津有味的文化，在城

市，也在乡野。

植根乡土的文化是淳

朴、自然的。在以稻闻名的

津南区小站镇，可以听到欢

快的挠秧号子；到了北辰区

刘快庄村，还能在形意拳传

人一招一式中感受当地“尚

武承文”的文化底蕴……传

统技艺、风俗等让这些地方

有了自己的专属味道，丰富

着津派文化的内涵。走进它

们、读懂它们、用好它们，让

乡土文化的特色充分彰显，

守住的不只是一地一乡的独

特标识，更是乡村振兴的源

头活水。

传承是最好的守护。文

化根脉的延续，并非简单意

义上的接力，而是强调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现

代生活相融。因为“年轻人

更喜欢小巧、精致、便携的产

品”，江苏徐州马庄村香包，

在坚持传统工艺的基础上，

将体积缩小至原来一半，并

与钥匙扣、胸针等结合，拓宽

了其在生活中的应用场景，

受到欢迎。为了“把非遗更

生动地呈现给观众”，河南省

宝丰县打造“永不落幕”的马

街书会，让观众即便不在当

地，也能借助光电显示、交互

等技术在虚拟环境中欣赏曲

艺，甚至通过体感设备，触碰

说唱艺人的乐器，体验“隔空

弹奏”。文化传承，需要传统

底蕴，也需要时代新韵。与新技术、新模式、新场

景结合，开发出更多具有当地特色、符合当下需求

的优质产品，活态传承的意义将愈加清晰地显现

出来。

传承，提升文化价值，也创造经济价值。越是

独特的乡土文化，对外界吸引力越大，而这种独特

性一旦与产业有机融合，就有了激活乡村经济发展

潜能的澎湃力量。一些地处深山的传统村落，原本

名不见经传，当地通过挖掘村落文化内涵，发展写

生经济，吸引美术院校和机构在村子设立写生基

地，因特色产业而广为人知；还有的村镇以农业种

植为主，靠打造农耕文化体验基地，串起农业、旅

游、餐饮等多业态，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挖

掘乡土文化内涵、特质，将文化与产业连起来，让城

与乡“融”起来，打造叫得响的乡村文化品牌，实现

的是文脉延续与经济效益提升的共赢。

靠不了、坐不住的椅子你遇到过吗？在湖南长沙就

有这样的椅子：座椅设计呈弧形，由5根圆柱体的铁管构

成，人坐下来实际上只能接触到两三根铁管支撑的面

积，背部无法倚靠，且由于座椅太矮，坐下起身都不方

便。工作人员表示，这样设计是为了防止乘客候车时躺

卧在座椅上。

为了杜绝少数不文明行为，而给多数人带来不便，即

便在座椅设计上花了不少心思，仍无法掩盖背后治理思路

的粗暴。让市民“听劝”，只能靠“堵”吗？江西抚州交警给

出了不同答案。执勤时，路遇困难群众没戴头盔，不仅不

罚款，还送一顶新的。这样的头盔，过去两年抚州交警共

送出三千多个，全市头盔佩戴率从此前一度低于50%上升

到85%以上。交警送头盔为啥能把佩戴率“送”上去？因

为市民的心态变了。当地一位交警说：“相比于简单开张

罚单，有时送个头盔教育效果更好，让人们觉得交警不是

为罚款而罚款，而是为大家安全着想。”

城市治理，就是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

精细化水平，让城市既有光鲜的“面子”，又有充满人文关

怀、治理智慧的“里子”。

往更深处想，面对“坐不住”的座椅，谁最该如坐针

毡？答案与其说是具体的人，不如说是“一根筋”的治理思

路。避免思路“一根筋”，就得在治理方式上多动脑筋。“怎

么不让定规则的人自己来试试？”常有网友这样调侃一些

不合理的政策。说白了，多动脑筋不是单纯的一个办法行

不通就换另一个，而要从根本上改变思维方式，用群众的

视角、围绕群众的感受、紧贴群众的需求去思考。和“一根

筋”的治理思路相比，多动脑筋、多想几步的思维模式，对

管理者的要求更高，实施起来难度不小，但二者产生的效

果往往有天壤之别。设身处地换位思考，让思路多转几道

弯，总能找到有力度也有温度的解决办法。

城市的核心是人。优化市容市貌也好，推进城市更新

也罢，都不是单纯的拆与建、管与修，要看到建筑与设施背

后的人，在治理中，尊重人的感受、关注人的需求，一座“近

者悦，远者来”的品质之城、魅力之城会更加触手可及。

产业焕新是科技创新的载体和
落点，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广阔
应用场景。以产业焕新带动科技创
新、支撑城市更新，可以推动城市业
态、功能、品质不断提升，开拓高质
量发展新空间。

让城市治理更有温度
■ 王昊

市集、早餐车、小修小补，都与居民生活关系紧密。要更加精细化管

理、人性化服务，合理地设置便民经营点，在点旺城市“烟火气”的同时，让

城市治理更有温度，助力消费“火”起来、市场“旺”起来、经济“热”起来。

为民服务不妨多些烟火气
■ 习津

近期，几条消息烟火气十足。“2025年新建6个菜市场，提升改造3个

老菜市场。”“宝坻无人驾驶公交车，市民体验后直呼，太奇妙！”为民服务

就是要多些烟火气，更加接地气。这样的惠民举措不仅解决了市民“菜

篮子、米袋子”问题，还丰富了就业渠道，把事业干起来，让烟火旺起来，

生活自然就好起来。

烟火气也是文化名片
■ 田聪浩

每座城市的烟火气，都藏着独特的文化基因。一份煎饼馃子、一碗

热干面，不只是果腹的食物，更是地方文化的象征。将地方小吃、美食摊

位与城市文化IP结合起来，打造独具特色的文化品牌，烟火燃起时，文化

也随之传扬，让每一口都充满故事。

别让商业化的“风”吹散人间烟火

本期主题：点旺烟火气

■ 杨璧如

不少旅游地本可以靠独特的烟火气“火出圈”，却在商业化的“流

水线”上弄丢了文化特色，人气和口碑双双跌落。将文化特色与旅游

消费有机融合，把握好热门打卡地商业化的“尺度”，才能实现可持续

发展，让文化旅游的人间烟火持续升腾。

别为自导自演的偷拍买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