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李杨）“这么快的速
度，确实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包括需要
办哪些事，准备什么材料，需要多长时
间办完，都是一次性讲明白说清楚，让
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审批效率出乎
意料的高。”6个工作日内同时领到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完成质量安全备
案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各阶段审
批结果，这让天津中海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项目总监季国忠非常激动。

不久前，天津中海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签订了西湖道（中医药大学北
院）地块土地出让补充协议。为了让
项目建设尽快落地，让企业发展更有
信心，南开区政务办连同市规划资源
局南开分局、区住建委、区国动办等
部门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开展联
合上门服务，针对项目实际情况研究
制定跨阶段、跨部门、跨事项的个性
化服务方案。

南开区政务办副主任吴迪说：“审
批中，我们根据企业需求优化审批流

程，对自取得土地到取得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证涉及的各个阶段审批事项科
学排定服务时间表，一次进件、并联审
批，最大限度压缩审批时限。从‘拿地’
到‘领证’仅用6个工作日，跑出了政
务提质增效‘加速度’。”
“企业办理事项前，收到了区政务

办提供的建设项目联合审批办事流程
图及全部事项要件清单，做好各阶段
可并联办理事项的一次性告知和辅
导，最大程度指导企业申报。”南开区
政务办审批一科科长付珩告诉记者，
以建设项目施工许可申办为例，原本
完成全流程审批大约需要20至30个
工作日，现在通过最大程度并联审批
流程只需6个工作日就可完结，极大
地压缩审批时限。

据悉，今年以来，南开区政务办深
入推进“放管服”改革，高位推动战备楼
B地块、西营门城市更新6号地块、西湖
道（中医药大学北院）地块等高效审批
工作，助力区域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南开区持续跑出政务服务“加速度”

从“拿地”到“领证”仅用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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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本市河东区大直沽街面向居

民开展失能老人照护者培训。培训课

程包括失能老人生活起居照料、家属日

常护理正确动作、老年人急救常识等，

由专业护士和康复师进行授课，提升家

属照护能力。

本报记者 周伟 通讯员 刘泽瑞摄

开展专业培训
提升照护能力

本报讯（记者雷风雨）记者从市发改
委获悉，日前，国家发改委办公厅、中国人
民银行办公厅联合印发全国第四批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的通知，本市河
西区获评第四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示范区。

据了解，近年来，河西区全面推动区
域信用体系建设，在信用服务实体经济及
社会治理方面先行先试。截至目前，河西
区已联合多家知名企业，推出“信易游”
“信易停”等8个信用惠民应用场景，信用
状况良好的市民可享受景点门票减免、免
费停车、购物优惠、健身优惠、体检专属套
餐等优惠、便捷服务。该区创新开展“信
易+政务服务”应用场景，对信用评价A
级以上的守信市场主体从行政审批绿色
通道、简化审批流程、优化政务服务方面
提供激励措施。

截至目前，国家共组织了4批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示范区评选，本市有2个区获
得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称号，分
别为第三批的滨海新区、第四批的河西
区。“下一步，本市将实施《天津市社会信用
条例》，对标信用建设一流城市，组织推动
各区参加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创
建，以示范区创建等工作为抓手，赋能‘十
项行动’，持续塑造‘诚信天津’品牌。”市发
改委相关负责人说。

全国第四批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示范区名单公布

河西区榜上有名

本报讯（记者雷风雨）从天津城投
集团获悉，日前，由该集团所属海河建
投公司实施的海河东路一热电段十三
经路南侧辅路非机动车道正式开通，
又一城市交通“堵点”实现销号。

海河东路作为海河沿线交通主干
道，日常车流量大，周边道路疏散导流
要求高，其中十三经路金阜桥南侧路
段未开通问题成为一个制约节点。未
开通前，居民往返需绕行北十五经路、
六纬路等路段或穿过海河东路机动车
道。建成后的路段全长254米、宽8
米，可供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为周边
居民提供了安全便捷的出行条件。

海河东路打通
一处交通堵点

本报讯（记者马明）日前，“地质海洋与
生态”创新联合体在河东区成立，将聚拢京
津冀地区的高能级科研院所、知名高校和
产业链企业，加强各方合作与交流，推进基
础研究、应用及工程研究、技术开发、成果
转化一体化，吸引“地质海洋与生态”领域
企业聚集发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生态
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为区域高质量发展
注入新动能。

据了解，“地质海洋与生态”创新联
合体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
心联合天津华北地质勘查局、国家海洋
信息中心、中国地震局第一监测中心、天
津地热勘查开发设计院、水利部海河水
利委员会水文局等单位共同发起成立，
将依托地质调查与研究、海洋大数据管
理与应用、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等多领域
基础研究的“国家队”，持续放大资源集
聚优势。同时，创新联合体联合了24家
高能级科研院所、知名高校和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汇聚产学研各界智慧，联合协
同攻关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创新资
源高效配置，加快传导原始创新成果，破
解重大技术难题。

“地质海洋与生态”
创新联合体在津成立

本报讯（记者岳珊）今年上半年，
天津港保税区认真贯彻落实本市“十
项行动”特别是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
支撑引领行动决策部署，发展质量稳
步提升。

据悉，上半年，天津港保税区经济
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求进良好态势，主
要经济指标为全市和新区高质量发展
做出主力支撑。工业支撑作用增强，
工业增加值增长8.1%,拉动GDP增速
2.2个百分点。实体经济加快发展，高
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增加值
分别增长49.9%、82.1%、19.1%。第三
产业表现活跃，限上商品销售额、限上
社会零售额、限上住餐营业额分别增
长12.7%、21.1%、53.8%。民营经济活
力释放，民营工业产值、商品销售额、
服务业收入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企
业发展质效提升，新增国家小巨人企
业2家，新获评市级专精特新企业46
家、专精特新种子企业13家、专精特
新各梯度优质中小企业74家。新增
国家级绿色工厂3家，市级绿色工厂
10家，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有力。

深入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聚焦“一基地三区”功能定位，推进重
大项目落地见效。上半年，保税区引
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项目181个。空客
天津A320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中
船重工全国民用船舶生产基地、中海
油环渤海新能源总部基地等一批国家
重点实体项目成功落地。投资结构持
续优化，工业投资增长16.6%，制造业
投资增长 22.3%，高技术投资增长
50.1%，产业项目占比达到68.6%，较
同期提升6个百分点。天津港保税区
和天津港综合保税区完成整合验收，
天津临港综合保税区正式获批，临港
新材料产业园获市级认定，高质量发
展后劲充足有力。

保税区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
各项改革创新措施落地见效，使自贸
红利得以加速释放。上半年，保税维
修再制造产业规模进一步壮大，临床
急需进口药品绿色通道持续拓宽，离
岸贸易“天津模式”等自贸政策创新持
续扩面，中翼航材、美卓奥图泰等企业
顺利开展相关业务，合计结算额约

2000万美元。进口汽车转口业务规
模进一步扩大，平行车标准符合性整
改试点工作稳步推进，区内平行车试
点累计达37家，占全市74%。

保税区还建立了“创新源头—创
新转化—创新服务—创新加速度”全
流程服务链条，大力推行创新积分制，
精准扶持科技企业。“一心两基四所”
创新引领作用凸显，区内各类研发平
台累计达到159家，其中国家级研发
平台38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达到15
家，在全市各区域中排名第一。

今年以来，保税区抢抓文旅复苏
机遇，率先推动5个经典工业游主题
线路开门迎客，接待参观游客约5.2万
人次，其中空客、海鸥手表旅游点位被
纳入夏季达沃斯论坛与会嘉宾参观项
目，区域文化旅游产业迈上新台阶。
书香保税建设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加速完善。空港医院二期、临
港医院、逸阳空港小学等项目如期建
设。建设社区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
6个，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高，高质量
发展成果丰富有力。

工业支撑作用增强 实体经济加快发展 第三产业表现活跃

天津港保税区上半年经济发展质效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