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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杨）小站大商包
子、崔记传统茶汤、有稻儿米糕……笼
屉接锅升腾起白茫茫的热汽，空气中
弥漫着诱人的香气，晨练的居民们纷
纷被吸引而来。日前，津南区海棠街
第三届“海棠花儿开”文化艺术节开
幕，海棠街创意市集同期举办。

本届艺术节将持续近一个半月，
以“津彩南望 筑梦天开”为主题，分为
海棠花开·春之序曲、海棠花舞·国韵
风华、海棠花影·红色筑梦、海棠花韵·
律动青春四大板块，开展高校专场、高
雅艺术专场、传统文化专场、海棠诗
会、文化论坛等活动近200场次。创
意市集设置了非遗、文创和科创板块，
共有55个展位，吸引市区级非遗项
目、15所高等院校以及各类企业的科
创、文创展品参展，通过“非遗+市集”
的新场景，打造多元多彩文化盛宴。

海棠街位于天开高教科创园南翼
的核心区，坐拥天南大在内的13所院
校，是津南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策源
地。海棠街发挥科教资源丰富的优
势，积极推介校园文创和科创项目，推
动科教和产教融合。文化艺术节开幕
现场有极富民族特色的色彩编绳、优
雅的中华茶艺展示、精美的“津派花
丝”、带领大家领略传统数学文化奥妙

的鲁班锁和九连环，也有依托专业学
科资源进行创新的乐集·文创手工坊
等项目，在保留传统内核的同时，融入
更多时代元素。
“我们持续开办创意市集，探索场

景创新，发掘文化IP，挖掘产业和市
场富矿，为各类非遗、文创和科创项目
提供免费展示场所，扶持传统非遗、校

园文创等形成规模效应，促进文化、科
技等向生产力的转化，推动文化与经
济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
实现融合，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的双丰收。”津南区海棠街相关负责人
表示。

图为创意市集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曹彤摄

文化艺术节开幕 创意市集开张

春日来津南 看“海棠花儿开”

■ 记者从市教委获悉，沽上春早童声

合唱音乐会日前在华夏未来剧院举行。24
支优秀童声合唱团在此放歌、交流展示，拉
开沽上四季学生合唱工程的帷幕。沽上四
季童声合唱工程始于2018年，选择春分、
端午、中秋、冬至四个时间点，分为沽上春
早、沽上夏荷、沽上秋浓、沽上冬阳四大主
题，已成为本市莘莘学子歌唱四季、歌咏生
活的平台。 （雷风雨）

本报讯（记者岳珊）滨海新区日前
召开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大会，
发布领军民营企业榜单，评选出2023
年度新区民营企业销售收入百强企
业、依法纳税百强企业和专项贡献百
强企业。滨海新区领军民营企业中，
营业收入百强上榜企业共实现销售收
入超1万亿元。

天津荣程祥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云账户技术（天津）有限公司等
100家企业入围销售收入百强榜单；
云账户（天津）共享经济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天津满运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等
100家企业入围依法纳税百强榜单；
天津满运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市
环智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天津今日
头条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巴莫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等100家企业入围专项贡
献百强榜单。

统计显示，在滨海新区领军民营
企业中，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企业
合计销售收入达6867.87亿元，占营业
收入百强企业总营业收入的65%以上，
龙头带动效应显著；在科技创新上榜

企业中，研发人员合计5260人，年度研
发费用总额为28.52亿元；自主研发有
效知识产权专利595件，主导或参与国
家标准制定208项，国家级科创基地11
个，合计获国家级和省级科技进步奖
励38项，科技创新动力强劲。环智新
能源、天地伟业、丰沃生物等位于头部
的战略新兴企业，正在积极应用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开展
数字化转型，实现生产方式、组织管
理、营商模式的更新迭代，新质生产力
的“春笋”已在“滨城”破土发芽。

滨海新区发布2023年度领军民营企业榜单

营收百强企业销售收入超1万亿元

本报记者 王绍芳

西瓜是百姓夏季解暑的必备瓜
果，也是许多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种植技术的不
断革新，西瓜的种植方式和育苗方法
等有了很大改进，不少种植户采用电
气化设备和微喷灌溉技术。如此一
来，可靠的电力保障不可或缺，电力专
业人员也成为本市不少西瓜种植户们
离不开的贴心人。
“今年2月供电公司就开始联系

我，详细记下了西瓜种植的关键农
时，为我们春耕春灌做充足准备，这
服务真是没得说。”日前，宁河区东
棘坨镇高景村西瓜种植户钱长壮正
准备将西瓜苗移栽到温暖的瓜棚
里，正巧碰上了刚刚对这片区域供
电的10千伏线路进行完带电检测的

国网天津宁河公司东棘坨供电服务
中心网格员高凤军。看到一片忙碌
景象，高凤军和同事上前询问客户
用电需求，并查看西瓜长势。东棘
坨镇2024年计划新改造提升高标准
农田7000余亩，并扩大麒麟瓜种植
规模。国网天津宁河公司提前摸排
梳理108户特色农产品种植大户，在
春耕春灌重要时刻，1比1匹配专属
网格员，提供24小时服务，同时对区
域内其他农户就近匹配网格员，保
障春耕春灌用电无忧。

台头西瓜是远近闻名的特色农产
品。在静海区台头镇五合顺西瓜种植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郝建根据土壤湿
润程度使用滴灌设备进行浇灌，国网
天津电力心连心（静海十一队）共产党
员服务队队员王苏祥则为其检查大棚
用电安全情况。郝建近几年建了100

余个大棚，棚内装设了电动喷淋、滴灌
等设备。经历了去年的汛情，郝建今
年年初就着手给西瓜育秧，还零利润
为镇里的瓜农育苗，为的就是让西瓜
提前一个月上市，瓜农们能多赚些
钱。国网天津静海公司根据3月以来
辖区内种植户用电负荷变化情况，结
合当地浇灌用电特点，提前制定春耕
春灌供电保障方案，目前已走访服务
种植户182户。

据悉，本市各级电力部门主动对
接乡镇政府等相关部门，掌握春耕春
灌整体工作安排，对涉及的变压器、线
路加强巡视检查；通过数字赋能，打造
网格化服务管理台账，让网格服务可
闭环、可管控；将服务春耕春灌列入重
点关注范围，防止出现漏单情况，进一
步提升网格服务效率、缩短网格服务
时长。

电力专业人员成为本市不少西瓜种植户们离不开的贴心人

春耕忙“满格电”浇灌“致富瓜”

本报讯（记者史莺）作为五大道海棠花
节重要活动之一，第二届五大道旅游论坛
昨天在本市和平区举办。本次论坛以“文
旅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相邀旅
游、文化等各界嘉宾齐聚一堂，共商文旅深
度融合新路径，为市民游客营造舒适旅游
新体验。

连续举办两届的五大道海棠花节让春
日赏花经济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亮点，取
得了一系列不俗成绩，但发展文化旅游产
业既需要积极探索，更需要学理支撑。因
此，和平区邀请业界专家、学者和企业家，
从专业层面和不同视角贡献真知灼见，为
该区及全市文旅产业把脉布局。

相关数据显示，相较于2019年，2023
年天津旅游人次和消费同比增长势头迅
猛，其中“80后”“90后”是来津消费的主力
群体。对比去年全国度假人群年龄分布，
天津旅游度假休闲人群结构中“00后”持
续攀升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此次海棠
花节前四天的游客画像分析，北京成为最
大游客客源城市，其中“天津瓷房子+五大
道+古文化街+意式风情区”是北京游客最
青睐的一日游产品。

论坛现场，和平区与北京首开集团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进一步深化京津
合作、强化政企协同，更好发挥互补优势、
促进资源衔接，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
文旅经济发展的“双向奔赴”。

第二届五大道旅游论坛成功举办

“00后”来津旅游
人数持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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