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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雷风雨）日前，在市
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十项行动·中心城
区更新提升行动方案”新闻发布会上，
市规划资源局一级巡视员霍兵介绍了
本市坚持规划先行，塑造现代化大都
市风貌的有关情况。“为落实好中心城
区更新提升行动方案，我局将从四方
面加强和完善我市现代化大都市的城
市风貌。”霍兵说。

据霍兵介绍，多年来本市坚持规
划先行，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延续天津
历史文脉，突出“古今交融、中西合璧、
多元并蓄”的文化底蕴，以中心城区规
划建设为重点，逐步形成“大气、文雅、
精致、有品位”的城市风格。
“本市将发挥规划引领，塑造津城

整体风貌。”霍兵说，编制“津城”总体
城市设计，以“津城”核心区（环内部
分）为重点，划分历史文化区、滨水特
色区、公共中心区等五类重点风貌管

控区，通过城市设计合理确定开发强
度和建筑高度，并对各类风貌管控区
内城市风貌进行引导，在片区内形成
整体风貌协调、风貌特色突出的形象
特征，彰显“大气、文雅、精致、有品位”
的城市风格。

同时，突出重点区域，加强天际
线管控。重点对中心城区的历史文
化街区，重点城市公园、城市广场等
公共开敞空间周边，重要河道两岸等
开敞空间开展天际线管控。通过城
市设计和规划策划，分析建筑空间尺
度，塑造高低有序、疏密有致的城市
形态，体现地域特征和时代风貌。注
重历史肌理及风貌的传承，在重点区
域打造统一协调、错落有致的整体空
间形态。

强调以人为本，注重城市空间体
验。规划管理中，加强人视角的城市
空间分析，注重人在城市中生产生活

感受和体验。挖掘和拓展人的步行活
动和绿化空间，提升小区域的空间品
质和活力。结合海河两岸提升更新规
划的编制，完善津湾广场等海河重要
节点的跨河步行桥规划，促进海河两
岸互动，增强城市活力。

此外，本市以项目为抓手，提升城
市风貌和宜居水平。加快推动河北区
金钟街、和平区金耀广场、河东区第一
机床总厂、河西区柳林南、南开区西营
门等城市更新项目建设，配合谋划新
一批城市更新项目，兼顾历史风貌保
护和城市文化底蕴的传承，改换城市
容颜，提升城市风貌。在项目规划策
划中，改善老旧住房居住条件，采用
“绣花”“织补”的微更新方式，利用插
花地、空闲地，按需补充老旧社区停
车、医疗、体育、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
设施短板，让城市更宜居、群众生活更
便利。

四方面加强完善现代化大都市城市风貌

让城市更宜居 让生活更便利

本应静谧的清晨，却被一阵急促
的鸣笛声打破——位于武清区杨村街
道的智慧助老指挥中心收到了居民陈
爷爷家的紧急呼叫报警，助老团队工
作人员迅速赶到老人家门口，帮助摔
倒在地的老人检查身体、联系家人，并
拨打120陪同就医，得到了家属的连
连感谢。

据了解，武清区以数字化赋能养
老服务提质增效，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为老人提供“一站式”便利服务。“互联
网＋大数据”的安全生产智慧监管正
在跑赢风险隐患，筑牢智慧养老的“铜
墙铁壁”，令“十项行动”走深走实。“前
段时间，我出去给邻居帮忙，忘了关炉
灶，锅里的粥煮沸而把火扑灭，差点引
发燃气泄漏，多亏智慧平台报警帮我

解决了安全问题！”居民李阿姨说。一
幕幕智慧养老画面正在武清居民身边
上演，托起幸福的“夕阳红”。记者从
武清区了解到，目前该区已为1400余
户独居、高龄老人安装了紧急呼叫、防
跌倒、燃气报警等智能设备，通过武清
区智慧养老救助管理服务平台累计处
理燃气报警1211例、紧急求助1023
例、紧急送医42起等应急事件，确保
老人安全。

武清区围绕进一步提升全区物联
化、互联化、智能化开展社会救助和养
老服务工作能力，着力解决养老服务
机构监管手段单一，困难群众主动发
现有欠缺，居家养老服务补贴、残疾人
两项补贴、助餐补贴等数据动态更新
不及时等问题，开发建设了武清区智
慧养老救助管理服务平台，自今年3
月运行以来效果良好。
“通过这一块块屏幕，我们可以

实时监控养老服务机构，及时发现安
全隐患，避免意外事故发生。”在位于
区民政局的武清区智慧养老救助管
理服务平台前，监控屏幕实时更新
着画面和数据。平台联通了全区18
所养老服务机构，为公共部位、关
键点位安装物联网监控设备 187
个，明确巡检点位 147个，安装 190
套电气火灾紧急避险系统，开发使
用智慧用电消防安全管理系统、消防
和食品安全管理App，以全覆盖做好
全方位守护。

此外，该平台开发社会救助微信
二维码和村居社会救助协理员巡防关
爱小程序，实现困难诉求网上申请、关
爱巡防网上报告、急难问题网上督办
的云上主动发现、云上主动救助新机
制，并为老人、儿女、企业、志愿者搭建
需求、服务桥梁，打造“没有围墙的养
老院”。

武清区以数字化赋能养老服务提质增效

智慧助老全覆盖 养老服务不设墙

本报讯（记者雷风雨）日前，在市
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十项行动·中心城
区更新提升行动方案”新闻发布会上，
市住建委二级巡视员侯学钢介绍了本
市推进中心城区城市更新的有关情
况。“该行动方案系统谋划了未来五年
工作安排和2023年重点任务，其中近
20项内容涉及住建系统，包括老旧小
区改造、风貌保护利用、地铁建设、绿
色发展等多项工作，接下来我们制定
专项工作方案，细化工作内容，逐项深
化落实，确保有序推进。”侯学钢说。

据侯学钢介绍，《中心城区更新提
升行动方案》的制定实施将有力统筹中
心城区生产、生活、生态布局，助力宜
居、韧性、智慧城市建设。从2020年以
来，本市连续三年在全市开展城市体
检，通过市、区、街（镇）三级城市体检，

系统梳理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的短板
问题，并制定整改措施。本市将围绕中
心城区更新提升需要，继续做好城市体
检，以查找“城市病”为导向，围绕设施
承载能力、人居环境改善、城市功能提
升等方面优化体检指标，做好体检评
估，完善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的衔接机
制，确保体检发现的各类问题及时解
决，服务中心城区更新提升。

同时，本市以项目为抓手，服务中
心城区更新提升实施。2021年以来，本
市大力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挖掘存量资
源，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目
前，全市审定城市更新项目16个，总投
资1473亿元，已开工项目11个，今年以
来完成投资46.1亿元。做好商务楼宇、
闲置老旧厂房、小洋楼等闲置低效资源
利用类更新，盘活存量、扩大增量、提升

质量。做好天开高教科创园、金融街等
功能区周边配套类更新项目，服务重点
项目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做好老旧
小区、老旧房屋、基础设施补短板民生
类更新项目，建设宜居环境。

此外，坚持改革创新，探索中心城
区更新提升路径。多年来本市探索城
市提升完善发展路径，在和平区山益
里、河东区棉三创意街区、河北区金钟
河等区域，分别就风貌建筑活化利用、
工业遗存赋能提升、完整社区建设等
方面进行积极探索，积累了一定经
验。接下来，本市还将围绕中心城区
更新提升需要、企业发展需要、民生改
善需要，加快制度建设，从房地产调
控、基础设施建设、社区物业管理、绿
色低碳发展等关键环节，制定一揽子
支持措施，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

以项目为抓手服务中心城区更新提升实施

全市审定城市更新项目16个 总投资1473亿元

本报讯（记者王绍芳）记者近日从市
市场监管委获悉，京津冀市场监管部门首
次签订重点保护企业品牌备忘录，开展京
津冀优秀案件汇报交流，组织京津冀市场
监管综合执法业务培训，共谋推动京津冀
协同发展走深走实。备忘录的签订，体现
了三地携手持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重拳打击侵权假冒违法犯罪行为的坚定
决心，是落实我市“十项行动”之首——推
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行动的具体
举措。

据了解，三地市场监管部门群策群力、
集思广益、凝聚共识，有利于京津冀区域内
联动协同执法，有利于对违法行为的精准
打击、源头打击、全链条打击，提升联动执
法效能，促进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三
地根据前期线索摸排，选取北京市珐琅厂
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内联升鞋业有限公司、
北京瑞蚨祥绸布店有限责任公司、天津正
标津达线缆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军星管业
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天立独流老醋股份
有限公司、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
公司、君乐宝乳业集团有限公司、今麦郎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等9家重点保护企业，正
式签订了2023京津冀重点保护企业品牌
备忘录。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要将京津冀协同联动执法打造成全国市场
监管区域执法协作的样板示范。

据悉，此前三地在市场监管总局指导
下，紧紧围绕1个框架协作机制，搭建形成了
《京津冀市场监管执法协作框架协议》《京津
冀营商环境一体化发展监管执法领域合作
框架协议》等“1+N”执法协作体系，逐步实
现了多领域、多层次的执法协作，在服务和
保障京津冀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取
得了积极成效。今后将依托“1+N”执法协
作体系提升监管合力，以更高水平的执法协
作服务好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

京津冀市场监管部门首次
签订重点保护企业品牌备忘录

共谋推动京津冀
协同发展走深走实

达沃斯道旗亮相
连日来，市路灯管理处将一面面印有

达沃斯论坛宣传内容的道旗，整齐安装在

本市重点道路的灯杆上，为即将开幕的第

十四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营造浓郁的氛围，

迎接八方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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