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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谈

据《今晚报》报道，有读者反映在商

场购物期间，去洗手间如厕时发现门口

的标志多种多样，区分男女性别的标志

不明显。有的没有中文标志，只有英文

标志；有的只有象形图案，没有明显的

男女性别标志，需要仔细辨认才能分辨

出来。有的顾客因此走错门，实在让人

尴尬。

公共场所的标志应该是清晰、明了、

简单易懂，尤其是厕所这种场所，标志必

须要让人一目了然。对于厕所标志，我

国《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城市公

共厕所规划和设计标准》等文件均给出

了明确要求，即用于男厕所的符号为一

站立男子、女厕所符号为一穿裙子站立

女子，并指出颜色只能使用黑色、蓝色、

棕色等。

然而现实中，许多商家为了提升顾

客的体验感、新奇感，往往会在装修、装

饰等“面子”上下功夫，其中之一就是把

公厕标志设计成别具特色的图案。为此

有些网友感叹“有些图案，我们年轻人都

看不懂，更别说是老人和小孩”，甚至调

侃“只能通过从里面出来的人去判断男

厕还是女厕”。

公厕装饰、标志可以有艺术审美，

但应以辨识度为先，而不能“标而不

识”。如果只注重标新立异、与众不同

的设计感，而丧失了其基本的辨识功

能，这无疑是舍本逐末。为此，城市管

理部门还需引导、督促商家在公厕的

建设中尊重常识、符合规范，避免过于

个性化、创意化给市民游客带来困扰

和不适。

归根结底，公共设施的设计、管理，

应该尊重使用者的需求和感受，以“方

便”为目标，而不是盲目追求奇特。如果

一个创意标志仅仅是为了貌似“有文

化”，而淡化了实用性、强化了尴尬感，那

反倒不方便了。

洗手间标志难辨
别让“方便”不方便

柏鉴

本报讯 1月3日，市委书记陈敏尔
前往西青区、津南区，调研我市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特色农业发展情况。他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挖掘用好我
市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农业品牌资
源，促进农文旅、商文旅深度融合，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更好推动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市领导王力军、谢元、张玲参加。
西青区杨柳青镇曾是京杭大运河

漕运重要枢纽，孕育形成了运河文化、
年画文化、大院文化等特色文化，享有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木版年画之
乡的美誉。陈敏尔来到石家大院、安
家大院、杨柳青古街、运河码头，察看
历史风貌建筑，了解古镇保护利用、文
旅消费等情况。步入杨柳青年画馆，
陈敏尔观看年画作品，与画师亲切交
谈，询问年画发展历史、艺术特色、技
艺传承、市场销售等情况，体验木版年
画制作工艺。他说，杨柳青是天津一
张靓丽的文化名片，要保护好、传承
好、发展好。要加强杨柳青古镇精细

化运营管理，推进理念、业态、服务、模
式创新，催生满足群众多元化、个性化
需求的新产品、新业态，多措并举聚人
气、增活力，不断提升古镇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把杨柳青这个招牌擦得更亮，
让优秀传统文化活在当下、服务当
代。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
产，要加强保护利用，让古老大运河焕
发时代新风貌。

陈敏尔在津南区小站稻作展览
馆，了解小站稻种植历史、小站由来、
稻耕文化、小站稻振兴等情况，察看
小站稻、沙窝萝卜等天津特色农产品
展示，与农技专家深入交流。他强
调，要用好我市小站稻产业基础优
势，在稳生产、提档次、延链条、增效
益上下功夫，促进小站稻产业高质量
发展。要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创新
线上线下多渠道市场营销模式，做好
宣传推广，做优做强品牌，切实提高
产品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让更多
“津农精品”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农
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要依托农业
科技力量，强化种业核心技术创新，

培育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
品种，为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贡献力量。

陈敏尔在调研中指出，天津拥有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的历史文
化资源。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
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
新，既保护传承好城市历史文化遗
产，赓续城市历史文脉，又勇于推进
文化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天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
提升城市品位、人文内涵和文化软实
力。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打
造特色文旅精品，提供优质文旅体
验，推动文旅产业焕新，进一步增强
城市魅力、增添城市活力。天津农业
资源禀赋独特，要做好“土特产”文
章，大力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加强
农业科技创新，培优特色品种，提升
产品品质，做强农产品品牌，探索“农
业+”模式，贯通产加销，推动农业“接
二连三”，实现农业高质高效，更好赋
能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市有关部门、区负责同志参加。

陈敏尔在西青区津南区调研时强调

用好特色文化资源 做好农业“土特产”文章
推动农文旅、商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本报讯（记者雷风雨）记者从市农
业农村委获悉，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
了以“秋采摘”和“冬农趣”为主题的
2023中国美丽乡村休闲旅游行精品景
点线路，本市3条精品线路入选农业农
村部2023年秋、冬季休闲旅游行精品
景点线路。

据介绍，滨海新区以“秋日遛娃，走
进中塘”为主题，包含冉冉家庭农场、潮
宗桥村设施农业园、硕成农场等3个点
位的线路入选农业农村部秋季精品线
路。东丽区以“东丽温泉花海主题游”为
主题包含滨海国际花卉科技园区、东丽
湖恒大温泉旅游区等2个点位的线路，
蓟州区以“蓟州冰雪嘉年华”为主题包含
盘山滑雪场、国际滑雪场、玉龙滑雪场、
吉姆冒险世界、和顺农场等5个点位的
线路，共计2条线路入选农业农村部冬
季精品线路。“3条精品线路通过突出绿
水青山特色、擦亮生态田园底色、传承乡
土文化本色，充分展现了农耕文化、节庆
文化和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展示了科
普教育、农事体验、乡土美食、乡村夜经
济等各类创新业态。”市农业农村委工作
人员说。

农业农村部发布秋冬季
休闲旅游行精品景点线路

本市3条精品线路入选

本报讯（记者岳珊）日前，在2023
全国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与标准创新大
会上，天津港保税区生物制造谷园区
入选首批全国工商联民营企业科技创
新基地（园区类），这是天津市唯一获
奖园区。

生物制造谷园区位于天津港保税
区空港片区，占地面积约8平方公里，
以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合成生
物学海河实验室为引领，构建“平台-企
业-人才-资本-政策-组织”六位一体
产业支撑生态，已吸纳瑞普生物、正天
医疗等龙头企业，拥有瑞普生物、海航
科技、普林电路、恒银金融、天汽模共五
家民营上市企业，企业总数达132家，
其中民营企业超90家，占70%以上。

天津港保税区坚持“育龙头、强链
条、建集群”，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不断
融合。依托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
所、复星集团等产业龙头，建设生物制
造产业园、中科复星产业基地，培育了
丰沃生物、工微生物、百葵锐、中科美

宁、星魅生物、星联肽生物、星丝奕生
物等一批创新型高成长企业，初步形
成了生物制造谷园区“技术创新-成果
转化-产业应用-反哺创新”的融通发
展格局。
《天津港保税区关于科技创新型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天津港
保税区关于加快新动能引育支持科技
型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天津
港保税区关于推动人才引领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措施（试行）》等扶持政策陆
续出台，更大力度引育各类人才、激发
创新创业活力。

目前，生物制造谷园区已集聚了
四大产业板块：以上市公司瑞普生物、
恒瑞医药、中恩医药、复星医药为代表
的生物制药板块；以华大基因、艾迪康
为引领的基因检测板块；以中国科学
院天津工业生物所、北合科技为代表
的生物制造板块；以GE医疗、柯顿医
疗、纳通医疗防护、正天医疗为代表的
医疗器械板块。

园区内企业发展也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绩。天津市与中国科学院共建
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为合成生
物相关产业发展提供源头技术，在
DNA合成、基因编辑、高性能工业菌
种等方面实现技术突破。继2021年首
次在实验室实现了从二氧化碳到淀粉
的人工全合成后，中国科学院天津工
业生物所今年又实现了从二氧化碳到
糖的精准全合成，使糖分子立体结构
可控，为摆脱自然合成途径、利用二氧
化碳创造多样的糖世界提供了可能。

生物医药产业是天津市重点培育
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天津港
保税区将继续强化高质量发展硬核支
撑，推动创新要素融通，加快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积聚力量进行原创性
引领性科技公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大力引育生物制造龙头企业，培育“雏
鹰”“瞪羚”和科技领军企业，建成具有
国内影响力和区域带动力的生物制造
产业集群。

入选首批全国工商联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基地

生物制造谷园区发展按下“加速键”

本报讯 1月3日，天津市人民政
府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深化战略合作协议。市委书记陈敏尔，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与中国三峡集
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雷鸣山，党组副书
记、总经理韩君见证签约。

签约前，陈敏尔、张工与雷鸣山、
韩君一行举行了工作会谈，围绕推动
海上清洁能源开发，促进天津港产城

融合发展，深化科教人才、海洋经济、
装备制造、融资租赁、科技研发等领域
务实合作，服务保障企业在津发展等
方面进行深入交流。

根据协议，双方将建立高层领导
会商机制和具体事项协调沟通机制，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推进天津区
域海上风电开发，加快海上风电光伏
投资建设，积极推动海洋经济产业链

提档升级，拓展陆上“新能源+”融合发
展模式，开展新业态及综合智慧能源
业务，持续深化科研人才、电力市场和
资本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促进绿色
低碳转型，助力天津高质量发展。

中国三峡集团李富民、王武斌等
负责同志，市领导刘桂平、连茂君、王
力军，市政府秘书长和市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参加。

天津市与中国三峡集团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陈敏尔张工与雷鸣山韩君见证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