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4 2023年7月25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郑年红 时政经济部电话：23602861

本报记者 岳珊

连日来，滨海新区瞄准企业全生
命周期发展需求，主动靠前服务，推出
新举措、新招法，做强做优“专家+管
家”服务模式，精准破解企业办事难
点、堵点，助力企业高效、快速发展。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
环境，新区再提速。

新区政务服务办推出政务服务常
态化回访服务工作机制，及时了解企业
诉求，快速精准做好服务。最近，天津
医科大学总医院滨海医院向区政务服
务办提出增加老年医学科诊疗科目申
请，拟健全医院学科设置。事项办结
后，区政务服务办审批专员对医院办事
人进行了常态化回访，审批专员了解
到，医院增设诊疗科目是为升级三级医
院做准备，了解到这一情况，区政务服
务办迅速反应，主动靠前服务，多次赴
现场调研，细致讲解相关法规和审批标
准，并积极与市级部门沟通交流，制定
个性化审批方案。“我们了解到因为变
更地址以及核医学、临床心理专业等科
室的增加，需要增入、变更相关设备，通
过集成化服务模式，我们将医疗机构执
业登记、母婴保健、麻精药品、放射诊疗

等相关许可事项并联办理，帮助医院提
前办理相关手续。”新区政务服务办审
批四室审批专员毕文静介绍。

滨海新区政务服务办近日印发
《政务服务常态化回访服务工作制
度》，建立“回访评价、精准服务、宣传
政策、调研收集、问题化解、优化提升”
的政务服务常态化回访服务工作机
制。推动审批人员化身企业联络员，
在事项办结后5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
进行100%全量电话回访，及时掌握企
业发展动态，收集企业办事过程中的
堵点、痛点、难点问题，快速响应企业
合理诉求，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优
质的“专家+管家”式服务。

聚焦重点项目精准发力全程帮
办，新区政务服务办从滨海新区110
项“十大工程”和54项市级重点项目
中，梳理出30个政府投资项目和22个
企业投资项目挂图上墙，实行“挂图作
战、专人负责、全程帮办”。同时，建立
审批服务台账，帮办专员全程跟踪服
务，对跟踪情况形成日志，及时分析梳
理，发现问题，提出协调解决办法，全
速推进2023年重点项目建设。

推出“拿地即开工”改革2.0版，优
化公用报装服务，实行内部推送、主动

对接、全程免费代办模式，为工程建设
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精准服务，并将
改革适用范围扩大为社会投资新建工
业厂房，普通仓库（特殊需要项目除
外），放宽了建筑面积、建筑高度限制
条件，提高改革的适用性和普惠性，让
更多企业享受改革红利。

开发上线“水电气热靠前服务系
统”，搭建项目单位与各水电气热单位沟
通的桥梁。将项目立项信息自动推送至
各市政公用单位，实现公用设施报装靠前
服务。目前，天津滨海新区国家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园产业环境提升改造（一
期）工程在1个工作日内便通过该系统与
安达供水公司达成供水意向，国网滨海供
电分公司也第一时间联系项目单位，告知
项目单位前期相关手续办理流程。
“做强做优‘专家+管家’服务模式，

要求我们转换视角，站在企业的角度思
考问题，为企业、项目提供从设立、成
长、发展的全生命周期服务，思考问题
要靠前，主动服务要精准，及时、准确解
决企业发展的难点、堵点，下一步要把
为企业服务的优秀案例及时总结，把好
经验、好做法在全区推广，为企业提供
个性化服务，推动新区营商环境持续优
化。”新区政务服务办相关负责人说。

滨海新区“专家+管家”服务模式助力企业高效发展

主动靠前服务 破解企业难点

本报讯（记者黄建高）记者从市气
象台获悉，最新监测显示，降雨将成为
本周津城天气的主角，本周七天有五
天是降雨，提醒市民要做好相关防范。

昨日20时许，本市自西北向东南
出现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7
至9级短时大风。中心城区21时前后
开始降雨，全市平均降雨量为10至20
毫米，局地为20至40毫米，个别点位
50至80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为40
至60毫米。从最新预报看，今天下午
至夜间还有雷阵雨，降雨量为5至15
毫米，局地为20至40毫米。26日本
市局部有雷阵雨。从27日至28日还
将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市民应做好
强对流天气防范准备。

市防办同时提示，请广大市民密
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调整出行，尽量
减少室外活动。外出请远离高空悬挂
物和山洪灾害易发区等危险地区。行
车避绕下沉地道、隧道等低洼易积水
危险区域。

本周晴热“暂歇”
降雨成为“主角”

本报西藏昌都电(记者郑妍)在西藏昌
都丁青县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有一
片果蔬种植基地，这里便是瓜果飘香的丁
青县农业生态产业园，也正是这些现代化
的大棚，默默守护着当地百姓的“菜篮子”。

昨天，记者跟随“团结村里看振兴”天津
媒体昌都采访团走进产业园时，工作人员正
在大棚里查看即将成熟的蜜瓜，“这是新引
进的哈密瓜，今年是试种，效果好的话会大
量投产。”园区负责人王燕在一旁介绍道。

在另一个大棚里，村民索朗岗措正在
和工友们一起采收当地百姓爱吃的辣椒。
“我们同村伙伴在这里工作，我看他们干得
好，三个月前也来了。之前在家里没有固
定工作和收入，现在一个月能赚3500元，我
家也富裕了。”索朗岗措开心地对记者说。

据天津援藏干部、丁青县副县长吴家
海介绍，丁青县海拔较高，主要种植青稞、
油菜花等适合高原生长的农作物。而蔬菜
瓜果以前大多要从外地运来，运输成本很
高。后来在天津举办的昌都招商引资和消
费扶贫工作推介对接会上，天津企业挺身
而出，协助北辰区政府对昌都市的投资支
援，成立了丁青县鼎农科技公司，在丁青县
协雄乡农业生态产业园区，采用政府+企
业+(科研机构)+合作社的“津鹏模式”，开
展果蔬、花卉种植、技术培训等，打造产供
销产业链条，同时带动了周边不少村民就
业、致富。

丁青县农业生态产业园二期建成投运
后，已成为昌都市为数不多的全年生产果
蔬基地，先后产出了黄瓜、西红柿、豆角、茄
子、白菜、辣椒等十余个品种的蔬菜。今年
以来，大棚内所种植的黄瓜、西红柿亩产量
达到2.5万斤以上，辣椒亩产量达到1.5万
斤以上，有力保障了广大群众的“菜篮
子”。今年还种植了西瓜、蜜瓜、香瓜三类
瓜果，借用高原昼夜温差大、日照强的特
点，打造高原无公害特色产品。目前园区
产量不断提升，加上市场对本地蔬菜的认
可，园区由之前的扶贫产业，已慢慢转变成
了现在的致富产业。

据了解，天津市第十批援藏工作队丁
青工作组进行实地调研，在天津市对口支
援西藏工作前方指挥部和县委县政府指导
下，丁青工作组组长、县委常务副书记、常
务副县长马博带领援藏队员和当地相关部
门研讨论证拿出文旅+农业的提升加力方
案。目前方案正在进行项目评审，实施后
将进一步带动当地就业、增加农牧民群众
收入。

天津援藏打造“津鹏模
式”新产业

瓜果飘香
雪域高原

本报记者 王绍芳

在本市南开区中营小学，有一位
校园之星，提起她，大家都会露出赞许
的笑容：连续两年红领巾四星章获得
者、连续三届市级优秀学生、学雷锋标
兵、天津市学宪法讲宪法个人组冠军
及全国二等奖……她是一个阳光女
孩，她以善良和赤诚对待身边的每一
个人，自强自律，品学兼优，全面发
展。她就是获评天津市第十三届中小
学生“自强之星”“智慧星”的吴思桓。
“思桓入学至今一直担任班干部，

爱好广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班
里勇于担当责任，班中大大小小的事
情，只要有她在，就不会出现纰漏。”吴
思桓的班主任告诉记者，“这孩子还一
直热心公益，经常帮助同学。”在一位同
学骨折期间，她给同学发作业和线上讲
题，坚持四个月一天都没落下；她会悉
心陪伴引导后进的同桌学习进步，获得
同学家长的高度认可，并组织班干部成
立学习小组，主动“结对子”。她加入

“苗苗义工”，积极参与社会公益，近两
年来参加多场“关爱自闭症儿童”公益
售卖，捐赠大量衣物、图书。
“四年级的时候，我听到妈妈的朋

友唐阿姨说，在她们帮扶的湖北十堰
市，有一位高中大姐姐。她的爸爸患
有肝腹水，她的母亲工作不稳定，她自
己又突发糖尿病，她还有个弟弟，家庭
很困难，但她却是班里学习最好的孩
子。当时，我立刻就有了帮助她的想
法，最终在妈妈和唐阿姨的支持下，我
拿出自己的3000元压岁钱捐给了大姐
姐。”吴思桓忽闪着大眼睛对记者说。

为积极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她系
统学习了《唐诗三百首》，独立录制“小
吴同学学唐诗”系列诗作讲解视频，在
“小红书”上开设学习账号进行分享。
吴思桓告诉记者：“我从2020年开始
系统学习《唐诗三百首》，先是让妈妈
帮我精挑细选了中华书局的经典注释
版，然后在B站上找老师的详解，一边
学，一边背，越来越入迷，忽然萌生了
一个想法：我为什么不能自己注册个
学习账号，把自己对诗歌的理解录制
成视频分享给大家呢？”说干就干，从
张九龄的《感遇二首》开始，吴思桓翻
找各种资料，逐句讲解诗意的同时也
会说说自己的小感受，介绍作者的同
时也尝试体味作者当时的心情，每个
视频3至6分钟不等。“开始时是妈妈
帮我录制和制作，后来我学会了自拍，
就研究自己配乐、配文字，成了自拍自
导自演一条龙！五年级开始系统学习
《古文观止》，那些哲思和历史故事深
深感染了我，每学一篇都会录制讲解
视频。渐渐地，我已经有200多位粉丝
啦，他们大多跟我是同龄人，同样爱好
国学，大家共同进步，小红书的学习园
地已经成为我在网络上的另一个家。”

南开区中营小学吴思桓获评第十三届自强之星

多才多艺勇担责任“领头雁”

图为索朗岗措在丁青县农业生态产业

园内采收辣椒。 本报记者 王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