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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辛璇）今晚播出的《百
姓问政》节目，邀请市民政局、静海区相
关负责人，一起关注新的一年养老服务
话题。

静海区陈官屯镇吕官屯村60岁以
上的老人有600多位。村里年轻人大多
外出工作，为了解决老人吃饭问题，村里
依托乡村饭店的服务功能，成立了老人
家食堂。由于村内老人居住分散，订餐
数量不多，企业送餐没有利润可赚，不愿
意提供配送服务。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属地镇街想出不少实招取得一定成效。
本期节目，从居家养老助餐服务、养老服
务综合体建设以及津（金）牌智慧养老平
台打造三个方面，介绍新一年的工作思
路和解决问题方案。

节目中，居民代表也针对养老综合
服务体建设提出不少意见和建议，相关
负责人也都给予了回应。大家表示，新
的一年要继续打造津（金）牌养老服务品
牌，兜牢民生底线，让人民群众不断有新
的获得感。

《百姓问政》关注养
老体系建设

做好养老服务
兜牢民生底线

本报讯（记者史莺）正月初五上午，
“地中海”号邮轮缓缓靠泊天津国际邮
轮母港，包括天津东疆海关旅检一科副
科长张强在内的海关旅检现场关员们
迅速进入状态，开始一天的工作。核对
旅客数据、设备热机、体温监测、行李物
品检查、旅客引导、答复通关咨询……
张强和同事们紧张忙碌，各项工作有条
不紊地进行着。不到两个小时，邮轮上
近 2000名旅客便顺利完成了进境通
关，踏上了回家的路。对于现场的旅检
关员来说，入境旅客的通关结束便是出
境旅客通关开始的信号。在完成安全
检查、行李托运、登船手续登记后，来自
华北、华中等地近2600余名旅客即将
登船出境。
“对于在旅检现场工作的关员来说，

一年差不多接送旅客几十万人次，每次
的通关流程已经轻车熟路。但对于来天
津乘坐邮轮的旅客来说，每一次的通关
体验都是新鲜的，我们要把每一次通关
都做到最好，尽最大努力给旅客们带来
最好的通关体验。”张强说。

今年是本市国际邮轮复航后的首个
春节，作为近年来旅游休闲消费的新方
式，这个春节仅从天津国际邮轮母港乘
坐邮轮出入境旅游的旅客就有上万人。
旅客出入境涉及到体温监测、医学巡查、
身份核实、行李物品检查等多个环节，国
际邮轮相对飞机航程更长，旅客人数更
多，再加上邮轮靠泊时间有限，瞬时人流
量非常大。

为确保旅客出入境的每个环节都
能够高效、准确，东疆海关旅检现场的
关员们不断创新旅客通关的监管模
式。张强介绍，为应对春节期间旅客数
量的激增，天津东疆海关积极推进智慧
旅检建设，通过旅客托运行李“先期机
检”和通关行李条码、边检码、船票码
“三码合一”的组合通关模式，简化通关
流程，将整体通关时间平均压缩20%，
为旅客带来了更加便捷和舒适的通关
体验。

天津东疆海关保障
邮轮通关高效顺畅

本报记者 雷风雨文并摄

春节假期，一些市民已经品尝到了
东丽区欣融格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种
植的第五穗西红柿。这些西红柿不仅
因其果肉饱满、沙瓤多汁、酸甜可口而
闻名，还因为引入了一个名为丰聆的气
象小设备，展现了本市在打造特色农业
专属气象服务品牌方面的新成果。

丰聆服务平台是市气象局构建智
慧农业气象服务的最新尝试，通过发挥
都市农业气象服务中心的优势，创新性
地打造了集“智能监测+精准预报+定
制服务”于一体的气象服务新模式。“我
们首创的国内农业气象服务‘供销社’
模式产品——丰聆，专门针对产值高、
规模小、名优特农产品等作物种植，提
供智慧化、专业化、全过程伴随式气象
服务，有效解决了传统气象服务产品不
能完全满足农户需求的问题。”市气候
中心高级工程师柳芳说。

记者近日来到东丽区欣融格蔬菜
种植专业合作社采访，在温暖的大棚
内，挂满枝蔓的西红柿，宛如小红灯
笼，透着节日的喜庆。该合作社经理
邢万祥指着棚里悬挂的巴掌大的小盒
子告诉记者，这是去年3月市气象局安
装的小气候监测站，起了一个文艺的

名字——丰聆。通过手机扫描二维
码，即可看到空气温度、湿度、光照强
度等多种气象要素的实时数据。

邢万祥种植的西红柿因其鲜美口
感而著名，对棚室内的气象条件有着
严格的要求。过去，员工需要每天多
次查看记录棚内的环境条件，而现在，
通过丰聆的安装，可以实现对西红柿
全生育期气象要素的监测和临界条件
预警。“丰聆成了我们不可或缺的‘好
管家’，让我们能够根据气象预报及时
调控环境，确保了西红柿的健康生长，
既节省了人力，又提高了生产效率。”
邢万祥说。

作为市气象局首批下基层锻炼的
青年专家，董朝阳是丰聆项目的积极
推动者。他一有空就来到大棚，将现
代农业气象服务技术引进农业种植，
为农户提供实时气象信息和技术支
持。“设计小气候监测设备时，最重要
的是考虑农户的需求。”董朝阳告诉记
者，对于温室大棚这种反季节生产模
式，土地利用效率极高，设备便携小巧
可移动对大棚宜机化至关重要，可以
减轻农户的劳动负担。

一年来，市气象局已经为近10种
蔬菜和水果种植大棚装备了丰聆小气
候监测站，让农户能够通过手机实时远

程访问气象数据，获得逐小时精细化的
气象预报，从而科学精准地调控棚室的
气象条件。截至目前，丰聆已在天津、
廊坊、重庆等6个城市推广应用，覆盖
了葡萄、食用菌、蓝莓、萝卜、番茄、草莓
等多种作物，布设了60余个监测站
点。“通过推出丰聆服务平台，我们不仅
为中小农户构建了智慧农业气象服务
新模式，还吸引了高校、科研院所、科技
企业等多方资源参与，共同推动气象服
务供给的转化和农业生产效益的提
升。”市气象局相关负责人说。

上图为董朝阳在查看气象数据。

市气象局推出专属气象服务助力特色农业发展

气象数据时时报 当好作物小管家

本报记者 刘宇

作为中国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之
都，静海从造车到卖车、从卖车到骑
行、从骑行到办赛，产业链甚至已经延
伸到专业调车师的培训领域，小小的
“车轮”带动着全周期产业链的升级和
发展。

造车打下牢固基础
作为整个车轮产业链的基础，“造

车”已经成为静海的名片之一。不久
前，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2023年
度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中，静海
自行车产业集群成功入围。就在10年
前，静海的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产
业园还是一片空地，而如今这里已经成
为自行车产业的聚集地。区内的捷安
特，已然是中国自行车企业的头部品
牌，拥有自行车组装线、自主加工线、焊
接线等生产线27条，主要生产越野山
地车、炫彩青少年车、高端公路车、减震
式休闲车等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成为
众多骑行爱好者的首选。除了成人自
行车，静海还有一座“童车王国”，在优
贝(天津)自行车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平均每5分钟就下线一辆自行车，产品
发往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外
亚马逊网购平台上，销量排名第一的童
车，一直是优贝的“EZ”系列。

从造车到玩车的进化
有门店、有场地、有赛事……有了

造车做基础，静海也成为自行车爱好
者骑行的乐土。在静海，东方红路上
聚集着十几家自行车、电动车专卖店，
有山地车、城市自行车、童车、山地越
野车等。

据静海区自行车运动协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目前静海拥有3个骑行俱乐
部，拥有20余支由骑行爱好者自发组
建的骑行队。在过去的一年中，2023
年首届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天
津静海区团泊湖站）、“大美天津·华德
智慧杯”自行车生态巡回赛静海站、天
津团泊湖首届自行车主题运动会等系
列赛事也为自行车产业链提供了延伸
的空间。

产业链延伸和细化
能造、能卖、能玩，还能做什么？

作为产业链的细分，技术和人才培训

也成为一项产业在静海开花结果。据
业内人士介绍，如今越来越智能化的
自行车对维修、保养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骑行者自身很难解决，这就需要专
业的调车师。目前，静海多家自行车
销售店都配备了至少一名专业调车
师，即便如此，和店内的业务需求相
比，调车师还是紧缺。天津职业大学
艺术工程学院产业导师高海涛在自行
车、山地车领域拥有20多年的试验、研
究经历，他表示，在京津冀地区，静海
在调车师方面的储备和培养走在了前
列。除了调车师以外，骑行训练、康
复、急救等方面，也都需要专业的人员
和机构来组成骑行保障体系。

在静海，小小的“车轮”，不仅带动
了自行车、电动车的生产制造，也促进
了区域体育产业、文旅产业和商业的
发展。相关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静海
区共有体育产业及相关产业388家，其
中有36家企业年产值达到千万元以
上；全区体育产业从业人员1万余人，
体育专利133项；体育产业增加值超过
了100亿元，约占全区GDP的1.69%，
由“车轮”形成的产业链已成为带动静
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静海区自行车产业已形成全周期产业链

“车”产业成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春节假期，邮政东丽分公司张

贵庄营业部的快递收发件数是往

年的4倍。邮政东丽分公司坚持

节日服务不停歇，为客户提供快

捷、贴心的投递服务。

本报记者 周伟 通讯员 翟鑫彬摄

坚守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