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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宇）记者昨天从市
商务局获悉，昨日本市2024第二期
“津乐购”购车补贴活动正式开启，以
“真金白银”鼓励汽车消费，为消费者
提供实惠，全市范围内共有500余家
汽车4S店参与本次活动。

本轮汽车消费补贴总额达5000
万元。其中，购车金额在5万元（含）
至15万元（不含）的，补贴1000元/辆；

购车金额在15万元（含）至25万元（不
含）的，补贴3000元/辆；购车金额25
万元（含）至35万元（不含）的，补贴
4000元/辆；购车金额35万元（含）以
上的，补贴5000元/辆。

在津工作、生活的各类人员及外地
游客均可参加购车补贴活动。在活动时
间内，凡于指定合作的汽车销售企业购
买8座以下（含8座）家用新车（非企业购

车、非二手车），可通过银联云闪付App
上传相关证明材料申请购车补贴。平台
审核通过后，消费者最高可享5000元补
贴，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完即止。

关于开票、换购、补贴发放等规
则，活动细则中有详细阐述。请消费
者在银联云闪付App中搜索“天津市
购车补贴”小程序，进入“津乐购汽车
补贴”专区认真阅读。

新一轮5000万元购车补贴活动启动
全市500余家汽车4S店参与本次活动

本报讯（记者李杨）今年是京津冀
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十周
年，作为率先突破的三个重点领域之
一。十年来，三地交通部门签署30余
项合作协议，着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交通一体化从蓝图迈向现实。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京

津城际延长线、京雄城际、京唐（京滨）
城际、津兴城际等一大批高速铁路开
通运营，京津冀区域内高铁总里程
2624公里，实现了对区域内所有地级
市的全覆盖，京津冀地区“1小时交通
圈”初具规模，主要城市间2小时通达
交通圈基本形成，“轨道上的京津冀”
主骨架基本成型。京津城际开行重联
列车、长编组列车，实行公交化运行，
最短发车间隔3分钟，为唱好京津“双
城记”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

互联互通公路网越织越密。京
台、京雄、京昆、津石等一大批高速公
路建成通车，区域范围内以北京为中
心，由7条首都放射线、2条纵线和3
条横线构成的国家高速公路主干网基
本形成。截至目前，京津冀三省市高

速公路总里程达到10990公里，高速
公路密度达到5.06公里/百平方公里，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7倍。

世界级港口群建设纵深推进。津
冀港口集团签署多项合作协议，合资运
营津冀、津唐两家集装箱码头公司，合
力打造环渤海“天天班”，津冀港口货物
吞吐量超19亿吨。天津港建成全球首
个“零碳”码头，铁矿石清洁运输比例超
65%，近五年来海铁联运量增长116%；
120家营销网点遍布内陆，港口服务中
心走进北京，“绿色通道”开到雄安，国
际邮轮母港年进出境旅客最高超94万
人次；集装箱航线目前145条，遍及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集装箱吞吐量2218.7
万标准箱，稳居世界前十。

世界级机场群格局初步形成。
2023年北京“两场”完成旅客吞吐量
9228万人次，天津机场执行国内国际
航线达到188条，河北省机场通航城
市达91个。京津冀“双核心”+“双辅
助”+“多节点”的三级机场梯队初步
形成，助推三地航空枢纽成为链接国
际、畅通双循环的重要支点。随着天

津航空口岸大通关基地投用，天津机
场货运枢纽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

交通运输服务提质增效。2022
年以来，北京先后开行国贸至廊坊主
城区、北三县、固安县、天津武清区通
勤定制快巴，目前共6条主线36条支
线，日发班车154班次，日客运量5800
人次左右，平均通勤时间缩短至54分
钟。京津、津石地铁实现App支付互
认，北京西站、天津站实现国铁与城市
轨道安检互认，北京南站、天津南站、
天津西站等实现国铁免安检换乘城
轨，促进铁路与城轨的融合发展。
“我们将持续优化京津冀‘三地四场

’空域，加快推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三
期、石家庄机场改扩建、唐山机场改扩建
等前期工作；2024年建成津静市域（郊）
铁路首开段，加快雄商、雄忻、津潍高铁、
京滨城际（南段）建设；加快承平高速、京
津塘高速改扩建，荣乌高速沧州段改扩
建工程建设；推动环京通勤定制快巴向
周边地区延伸覆盖，强化运输协同‘软联
通’，唱好京津‘双城记’交通新篇章。”市
交通运输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交通部门着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协同发展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从蓝图迈向现实

本报讯（记者雷风雨）记者从市教委获
悉，由市教育两委主办的教师数字素养、科
学素养大讲堂活动日前在天开高教科创园
举行。

本次大讲堂是本市庆祝第40个教师
节系列活动中“教师专业发展大讲堂”的首
讲，以“数字赋能教育 科学改变未来”为主
题，旨在提升广大教师数字素养和科学素
养，加强教育管理者和广大教师的教育数
字化和科学教育意识。京津两地校长、教
师代表就提升数字素养及科学素养实践开
展案例分享、交流研讨。
“本次大讲堂活动课程将被制作成在

线培训资源，上传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平
台，供全市广大教师学习。各区也将因地
制宜开展本区数字素养、科学素养大讲堂
活动，现场感受科创发展的魅力。”市教委
相关负责人说。

本市为教师举办大讲堂活动

提升教师数字素养
科学素养

本报讯（记者王绍芳）记者从市卫
健委获悉，为进一步方便百姓就医看
病，本市医疗资源持续扩容，部分改
建、扩建医疗机构计划投用时间公布。

和平区妇产科医院将扩容。和平
区口腔医院将整合进和平区中医医
院。市环湖医院河西院区拟于2025年
7月投入使用。今年，南开区15家医疗
机构100%开展中医馆建设，推进名中
医工作室、中医康复门诊和中医治未

病门诊建设，试点开展区域级、基层级
名医堂建设。78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100%开展中医阁建设，加强中医诊室
和中医治疗室建设，丰富中医药健康
服务项目，不断健全“15分钟中医药健
康圈”。市人民医院扩建三期工程5月
投入使用；红桥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新址建设项目预计今年7月
竣工，年内投入使用；红桥区口腔医院
新址预计于今年6月开工，年内投入使

用。市第三中心医院（东丽院区）新址
扩建2026年底竣工，该院区今年将完
成全部基础工程，规划床位1200张，门
诊量每天6000人次。

此外，和平区五大道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新址本月19日正式开诊。
该中心在原有设置科室的基础上，新
增影像科、口腔科、精神科、康复治疗
室、心理咨询室，升级口腔、疼痛、呼
吸、胸痛等特色门诊服务。

本市医疗资源持续扩容

多所改扩建医疗机构投用时间公布

本报讯（记者雷风雨）市农业农村委、
西青区政府以“放心农资进乡村，稳粮增收
惠农民”为主题，昨天共同举办2024年天
津市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活动。“举办本次活
动旨在帮助农民树立正确的农资消费观
念，引导农民群众理性购买、科学使用农资
产品，营造全社会关心农资打假和支农护
农、打假扶优的社会氛围，掀起春季农资打
假的强大声势。”启动仪式上，市农业农村
委二级巡视员、高级农艺师张建树说。

活动现场，市区两级农产品质量监管
和农资监管工作人员、农业技术专家、行政
执法人员，为当地农民讲解种子、农药、化
肥、农机等识假辨假常识和科学使用技术，
提供现场技术服务咨询200余人次，发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100
余份，发放《禁限用农药名单》《农民购种子
注意事项》《科学使用农药事项》《如何正确
选择科学使用肥料》等宣传资料近2000
份。5家农资企业现场宣传如何正确选购
农资、如何提高消费维权能力；农资经营主
体代表就保证农资产品质量、生产主体就
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发出倡议，
做出承诺。活动现场还展示了春耕备耕优
质农机、快速检测等仪器设备。

当前本市农业生产进入春季田间管
理关键期，同时也是农资产品消费的高峰
期。本市以此次启动仪式为契机，扎实做
好今年农资打假和农资监管工作。“我们
将加强农资产品日常巡查和监督抽查，针
对种子假冒侵权、农兽药隐性添加、饲料
肥料有效成分含量不足等突出问题开展
排查，坚决打击‘忽悠团’‘游商散贩’‘黑
作坊’‘黑窝点’无证无照生产经营活动，
从源头上杜绝假劣农资流入生产环节。”
张建树说，“同时，强化执法办案，畅通投
诉举报渠道，向社会公布监督举报电话，
深挖案件线索，从源头上彻底遏制制假售
假等违法行为，加大农资打假案件查办力
度，对扰乱农资生产经营秩序、损害农民
利益的行为绝不姑息。此外，强化社会共
治，各区组织技术推广人员下乡指导，通
过送技术、送服务、答疑解惑、发放宣传资
料等形式，引导农民群众理性购买、科学
使用农资。”

本市放心农资下乡
进村活动全面启动

引导农民群众理性购
买、科学使用农资产品

近日，和平区育文坊社区党委

通过“青春联盟”项目搭建平台，由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团委设计墙体彩

色图稿，由大学生志愿者与岳阳道

小学志愿者绘图，开展“多彩墙绘，

扮靓家园”美化社区墙绘活动。

本报记者 史莺文 张立摄

汇聚青春动能
美化社区外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