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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建高）记者从市水务局获悉，
当前，本市大清河水位持续下降，第六埠站水位
已降至洪水黄色预警标准以下。依据《天津市洪
水预警发布管理办法》（津水综〔2022〕19号），天
津市水文水资源管理中心于2023年8月21日9
时将大清河洪水黄色预警降级为蓝色预警。

本市大清河仍处于退水阶段，保持较高水
位，存在安全风险。请社会公众远离河道区域，
确保自身安全。

大清河洪水黄色预警
降级为蓝色预警

本报记者 史莺

说起天津的轻工，每个老“天津卫”
准能打开话匣子，引以为豪地聊上半天：
海鸥手表、飞鸽自行车、抵羊毛线、山海
关汽水……这些家喻户晓的老牌儿轻工
贯穿生活方方面面，也串起百姓回忆里
的点点滴滴。近年来天津不断调整产业
结构，以智能科技为引领的高技术制造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快速增长，但作为
本市12条重点产业链之一的轻工，从未
停下发展脚步。众多津门老品牌积极开
辟“新赛道”，更有层出不穷的“新势力”
加速崛起。从“衣食无忧”到“高品质生
活”，新老携手助推上半年本市轻工产业
链的稳中有增。
“上半年，我们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了23.5%，新品贡献率达20%。好成绩和
老品牌紧跟国际国内潮流、坚持研发创
新有很大关系。现在我们生产的专业套
胶技术水平在世界名列前茅。”一走进天
津渤海化工集团旗下的天津七二九体育
用品有限公司（下称“729”），便立刻收到

来自董事长米伟刚分享的好消息。
“729”，听着很熟悉？“它在成就乒乓

国球辉煌上立下汗马功劳。”看着企业
“成就冠军之路”的展示墙，米伟刚告诉
记者，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天津市橡胶工
业研究所肩负起为国研制新型胶粒的艰
巨任务。1972年9月，中国第一块“弹
性”与“摩擦力”完美结合的套胶产品在
天津诞生，“729”从此走上历史舞台。

老字号的优势在于“老”，出路在守
正创新。为此，“729”发掘品牌价值，拓
展更大市场，打造更加硬核的品牌质量
和技术。“‘奔腾III’是今年主推的最新
套胶产品之一，经各个省队试打后，速
度、旋转、控制等性能均得到高度认可。”
要获得年轻人的青睐，“729”格外用心，
米伟刚说，“以往套胶大多是红黑色，为
在保证性能的同时提升颜值，我们不断
尝新，攻克技术难关，推出绿色、蓝色、粉
色等套胶产品，还有炫彩球台、发球机
等，也收获很多小球迷。”

坚持创新和严守品质，不单是老字
号的焕新之道，更是新品牌与明天“对

话”的法宝。位于西青区的元气森林（天
津）饮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每天约300
万瓶饮料在此下线，随后运送至华北、东
北等地区。“生产数量这么多的饮料，您
估计得要多少工人？”在参观通道，元气
森林（天津）饮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顾雅蕾
笑着问，“现在4条全自动无菌碳酸生产
线24小时运转，每班次所需人工只是个
位数，正因建厂之初企业就瞄准智能化
绿色工厂的目标。”
“我们在生产技术上创新突破，引入

全球行业先进的无菌碳酸生产线。这种
无菌生产工艺较普通的碳酸线技术难度
更高，对灌装温度、环境、压力等的控制
要求更精准。有了数字化、智能化赋能，
料液、包材、灌装环境过程全程无菌，让
饮料无需添加任何防腐剂，还提质增效
节能。”创新还体现在“停不下来”的新品
研发上，顾雅蕾介绍，后起之秀如何“破
圈”，在于抓住消费者的味蕾，“企业在京
津两地都有研发部门，携手组成一支两
百人的研发团队，‘追赶’消费者口味的
快速变化，寻找新的增量赛道。”

“企业来天津来对了！”顾雅蕾告诉
记者，自从落户就感受到政府部门无微
不至的帮扶和支持。原来，元气森林天
津西青工厂是本市首家“拿地即开工”的
项目，从2020年底建设，到转年4月正式
投产，正常至少需16个月的工期，用了
不到6个月，刷新全世界行业内同体量
工厂建设速度新纪录。“我们还享受到近
1000万元智能制造资金支持，更要为天
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希望能
吸引更多上下游或其他轻工企业落户西
青，逐渐形成中国食品饮料高质量发展
的聚集区。”

对于本市轻工企业创新能力逐年
显著增强，市工信局消费品工业处处长
高君有话说：“目前已有海鸥、富士达、
天纺、王朝国家级技术中心4家，市级
企业技术中心95家；海鸥表业、津宝乐
器等2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美克、
郁美净、芦台春等4家市级培育工业设
计中心，还建成一批全国‘首个’‘首创’
的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他表示，工
信部门系统梳理本市消费品行业的各
类品牌资源，借鉴上海、重庆等先进省
市成功经验，正在编制《天津市振兴传
统品牌实施方案》。“我们还开展轻工产
业链‘一品一策’专项行动，并‘组团’参
加全国各类大型展会进行推介，进行补
链强链专题撮合对接等，为百姓美好生
活助力。”

作为本市12条重点产业链之一的轻工产业发展稳中有增

守正创新，让老轻工焕发新活力

本报讯（记者王绍芳 通讯员杨培斌）走进
天津市政务中心数据监控室，透过监控屏可以
看到综合节能各项实时数据，技术团队正对项
目运维情况进行监管分析。8月21日，天津首
家“双托管”（能源费用+机电运维）公共机构能
源托管项目运行近一个月，节能减排初见成效，
对加快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打造绿色用能、低碳
节能及优质供能的公共机构能源托管“双碳”示
范项目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天津市政务服务中心能源托管项
目于8月2日完成相关改造，新建能源系统及能
源管控平台均正式投入运行。国网（天津）综合
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作为受托方，在前期分析测
算的基础上，制定节能改造方案，全面升级冷热
源系统，用电能驱动的高效、稳定、环保、节能的
磁悬浮机组及冷凝低氮燃气锅炉，替代运行近
20年的燃气溴化锂机组。同时新增变风量控
制柜、智能远传电表、水表，对用电用水做到实
时监测、数据整理、统计分析，实现末端设备集
中计量管控。据测算，托管试运行期间，综合节
能率为15.72%，整体预计年节约燃气18.4万立
方米，年节约标准煤235吨，年减少碳排放578
吨。据悉，市政务服务中心能源托管项目的成
功运行，一方面实现了节能和安全的“双提升”，
另一方面实现了能源系统的智能化、自动化、可
视化管控，实现了管控深度与广度的“双提升”，
为高质量开展托管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本市首家“双托管”公共机构能源
托管项目投运近一个月

实现节能安全“双提升”

“我们的节日——‘七

夕’”暨“七夕华彩 携手一

生”主题活动，昨天在北辰

区集贤里街发电楼社区举

行。活动通过“爱的回忆”

“携手一生”及“美好心愿”

等凸显爱情忠贞、家庭幸

福的互动环节，让居民了

解传统民俗文化，在社区

营造传承良好家风、家训，

弘扬家庭美德的氛围。

本报记者 高莹辉摄

七夕华彩
携手一生

本报讯（记者郑妍）“我们昨天
刚回到家，没想到这么快师傅就来
了，帮着把宽带设备和电视都调好，
家里有Wifi就方便多了。”静海区台
头镇义和村的孙润红边收拾着屋子
边和记者说。昨天，记者在静海区
台头镇和王口镇采访时看到，为了
保障受洪灾影响回迁群众能用上通
畅的网络，天津联通的技术人员不
分昼夜抢修通讯网络线路、随时响
应群众需求。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镇上时，天津
联通静海分公司王口综合网格经理郑
洪斌正带着技术人员，在孙庆义老人

家里调试为老服务网络设备。“村里给
独居老人等弱势群体的家里安装了烟
感、SOS和人体探测设备，担心受水灾
影响这些设备不能正常使用，我们派
了专人优先给这些回迁家庭把设备调
好。”郑洪斌说道。

离孙庆义老人家不远的幸福村党
群服务中心，另一组技术人员也在抓
紧安装之前因为担心洪水浸泡拆除下
来的网络设备，保障村委会能够尽快
用上网络，更高效地组织好群众回迁
后的事宜。在台头镇和王口镇的大街
小巷，不时可以看到身着工服的技术
人员，踩着梯子及时维修户外的线缆

以及网络设备，为了让回迁群众尽快
恢复生活而忙碌着。
“昨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回迁以后，

工作人员就昼夜抢修，大家想用最快
的速度，帮助群众把家里的网络修好，
恢复生活。”天津联通静海分公司网络
部副主任曲培硕说。据介绍，联通方
面抽调40余名工程师，组织了一支专
业的网络保障队伍，对于回迁居民出
现的网络故障第一时间进行修复。同
时对于孤老户、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召
集了由党员、青年团员组成的志愿者
团队，协助当地的政府部门进行回迁
安置。

天津联通抽调40余名工程师组成专业网络保障队伍

保障回迁群众网络通信顺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