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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是否具备开放包容的气
质、海纳百川的胸襟，不仅要看其基础设
施建设、服务和管理水平等“硬指标”，还
要看居民心态、历史传承、文化精神等
“软实力”。天津具备中西合璧的城市风
貌、古今交融的文化血脉，天津人也以开
朗豁达、风趣幽默的性格，成为互联网
“城市传说”中经久不衰的案例。

本期“今晚调查”发起“天津这城 有
多包容”主题调查，通过掌上天津App和
腾讯问卷网络渠道收回有效调查问卷
413份,以数据呈现天津居民、城市文化
的包容性特征，并通过个案采访还原“自
外向内”看天津的真实感受。

老同学成新邻居

今年春天，高菲请了十多天假，打

算带孩子去北京看升旗、游故宫、逛首

博……她没订酒店，就住在老同学木子

尚未退租的房子里，舒服惬意，还能做

饭。那么木子去了哪里呢？巧合的是，

木子新买的房子和高菲家在同一个小

区。时隔廿年，老同学成了新邻居。

高菲和木子是中学同学，高考后各

奔“津”“京”，毕业后也分隔两地，几乎没

有联系。高菲和丈夫都是河北人，在滨

海新区工作生活、贷款买房、安家落户。

直到去年，木子才联系高菲，说自己可能

很快就要来津工作，并询问了一些生活

细节方面的问题。此后，她们的交流日

益频繁。高菲分享了她在天津生活的感

受：生活成本低、公共服务好、居民素质

高……或许正是高菲的分享，坚定了木

子来津发展、乃至在津置产的决心。木

子很喜欢新区的环境，看房也看了许多

处，最终还是选择了高菲家所在的小

区。木子工作比较忙，高菲有时间就会

帮她去看看装修现场、监督一下装修的

进度。木子计划在供暖季前入住，在天

津实现自己多年的“安家梦”。

七成受访者在津有房
全部受访者中，男性占50.61%，女

性占49.39%；在年龄分布方面，19岁至
35岁占48.67%，36岁至50岁占37.05%，
51岁至65岁占11.38%，其他年龄段占比
偏低；在学历层次方面，大学学历的受访
者为主体，占64.89%，其他学历层次占
比偏低。

本次调查的七成以上（71.19%）受访
者在本市拥有自有或家庭所有的房产，
两成多（22.28%）受访者租赁或借宿他人
房产，极少数受访者住在企业宿舍或其
他住所。23.49%的受访者通过出租、出
售房产而获益，58.60%的受访者未有此
体验，17.91%的受访者表示将以此为目
标不断努力。

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拥有房产以
及希望通过出租、出售房产而获益的人
群往往倾向于“为城市留人”。本次调查

的受访者在整体层面上所显示出的包容
性较强，能够坦诚而热情地欢迎外地人
来津工作和生活，期待本市能为外地人
成为“新天津人”提供便利条件。

普遍支持外地人置业
调查显示，约半数（50.13%）受访者

认为本市住房的出租价格偏高，23.49%
的受访者认为租价经济实惠，一成多
（13.55%）受访者认为租价太低了，也有
12.83的受访者表示对房屋出租价格不
了解、不掌握。

近半数受访者对外地人在津购置房
产表示支持，其中29.78%的受访者非常
支持，19.37%的受访者比较赞同；41.40%
的受访者对待外地人在津置房产问题的
态度略显复杂，认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对此持反对意见的受访者不足一
成（9.45%）。

来自房地产行业平台的数据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天津本地人购买新房和二
手房的占比超过四成，均高于外地户籍
的购房者，而取得天津户籍的新天津人
占比均在三成以上。总体来看，天津人
仍然是天津房产的主要买家，“新天津
人”已经成为一支不容小觑的消费力量。

认同外来人口的贡献
城市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一

个健康循环、人口流动、文化交融的“活”
系统。一个有活力的城市，势必对外来
人口具备强大的吸引力；而外来人口的
流入，也会让城市文化愈发丰富多彩。

外来人口对天津做出了怎样的贡
献？七成左右受访者认为，外来人口参
与了城市建设、活跃了城市经济；六成
左右受访者认为，外来人口提升了城市
科技水平、发展了城市商业活动、创造
了文化艺术佳作；超五成受访者认为，
外来人口可以扩大城市影响力、提升市
民生活便利性、美化城市环境；认为外
来人口可以提供低廉易获得的商品及
服务的受访者占比为44.79%，低于其他
选项。总体来看，受访者高度认同外来
人口对天津的贡献，并且对其所作贡献
的价值认知与前景期待也随时代进步
而不断提升。

乐享天津“烟火气”

视频博主小耳从新疆来天津求学，

毕业后她选择留在天津工作和生活。小

耳住在河西区，她喜欢“烟火气”足的地

方，家附近要有菜市场，也要有健身房。

“因为我的工作不需要坐班，所以对生活

环境比较重视。虽然在我记忆里，新疆

的水果总是更甜一些，但有时候在出门、

回家的路上看到马路边有人摆摊卖水

果，我也会感觉很开心、很亲切。”

在天津，小耳有维族的好朋友，也有

汉族的好闺蜜。年轻人之间生活没有隔

阂，大家都有为了工作发愁、失恋了伤心

哭泣的时候，也有相约聚会、一起品尝美

食、拍照留念的快乐时光。她常和朋友

们去五大道、民园，约下午茶、喝咖啡；今

年，热门景区游人太多，她们的约会也换

到奥城或者梅江周边。小耳非常喜欢夜

晚的海河，有段时间每天都去海河边散

步，看大爷大妈们跳舞，欢快热闹的氛

围，总是让她觉得“很治愈”。

说到城市包容性，小耳表示，自己在

天津生活了这么多年，从未感受到任何

来自本地居民的排外情绪。“我刚来时觉

得：怎么大家说话都像是故意抬杠呢？

后来习惯了，发现这是天津人独特的、幽

默的语言习惯。我还发现天津人很热

心，这种热心不是一两件大事能说清楚

的，是你得生活在这里、一天天慢慢感受

到的。”如今，她的工作需要频繁出差，每

到一个新地方都像开启了全新的冒险；

而每次回到天津又会让她由衷地长出一

口气——这就是回家的感觉啊！

包容是尊重也是分享
在提到“包容性”一词时，64.41%的

受访者会联想到“重视个人价值、尊重个
体差异、鼓励各抒己见”；21.79%的受访
者联想到“尊重”，11.62%的受访者联想
到“禁止干涉他人”，极少数受访者会联
想到“容忍”。

受访者群体对外来人口的包容与接
纳是绝对的吗？不可否认，在本地居民
享受城市包容性发展的同时，也会存在
一定的困惑，比如社会资源的分配、现
实利益的冲突，就有可能导致部分居民
产生排斥心理。针对社交网络平台上
常见的、城市居民关于城市外来人口的
担忧与非议，我们也邀请受访者进行反
馈评分。在设置满分为5时，受访者对
城市外来人口分享公共服务（3.65）、分
享社会福利（3.54）、获得本市户口
（3.40）的包容度均值较高，对于所谓的
城市外来人口带来的“抢占工作机会”
“恶化治安环境”“破坏生态环境”问题
的包容度均值也在3以上，对于外来人
口导致医疗资源不足（2.90）和本地孩
子升学难（2.84）问题的包容度均值相
对较低。综合来看，受访者对于外来人
口共享社会资源的容许度均值为3.2，显
示出一定的包容性；但在医疗资源和教
育资源共享方面，仍有部分受访者未能
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继续提升服务和待遇
对于天津的城市管理水平，超半数

受访者表示满意，近四成受访者认为基
本达标，而对此不满的受访者占比不足
一成。

在公共服务方面，六成多（62.71%）
受访者认为本市应继续提升外来人口在
天津的社会保障；四成多受访者认为本
市应为外来人口提供更好的教育
（46.49%）、医疗卫生（46.25%）、就业
（44.07%）服务；此外住房（39.47%）、薪资
（39.47%）、托幼（33.66%）等外来人口需
要的待遇提升也被提及。只有一成多受
访者认为，对外来人口在天津的待遇没
有什么需要继续提升的了。

由此可见，受访者在重视维护自身
所享受的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完整性的
同时，也并未将外来人口单纯视为“人有
我无”的竞争者，而是希望通过扩充资源
储备、提升服务品质，确保外来人口享受
到更好的城市建设红利，实现不同群体之
间和谐包容、扶持共进的良好发展局面。

文化交融滋养同理心
天津人为何更容易接纳外来人口，

也更重视提升外来人口的幸福感和归属
感？除了丰富的公共资源、公平的竞争
环境和包容的社会政策之外，城市本身
的文化血脉也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
用，滋养出本地居民强大的包容力和同
理心。

在对天津城市文化的认知调查中，
七成以上受访者认为天津的城市文化呈
现了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共生的
包容性；六成多受访者认为天津的城市
文化在工业文化与商业文化、乡村文化
与城市文化、运河文化与海滨文化、本地
文化与异地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
的包容性方面表现突出。

对于“哪些群体的权益需要在未来
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鼓励”的问题，近七成
受访者希望空巢老人、高龄老人能够更
好地维护合法权益，享受较好的社会服
务；近六成受访者关心低收入群体的生
活和权益问题；半数以上受访者关心心
理疾病患者、残障人士、慢性病患者、妇
女儿童的权益是否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近五成受访者希望失独老人、精神疾病
患者、非正规就业者、家暴受害者的生存
和生活权益获得社会关注；约四成受访
者希望失业者、因灾害而急需帮助的人
群、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
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与保护。

本报记者 张译丹

调查数据显示，大部分受访居民认可外来人口对天津的贡献，支持外来人口
享受城市建设红利—

天津这城 有多包容

“挖呀挖”爆火 童谣该唱给谁听

欢迎您使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填答本

次调查问卷。您的参与对我们非常重

要。本次调查无需署名，请您根据自己

的真实情况填答即可。对于您填写的内

容，我们会严格保密。

本市和平区朝阳里社区举办活动，

联络邻里感情，增强社区凝聚力。

本报记者 庞剑摄

互动调查

本报记者 曹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