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环境

〔地理位置〕　滨海新区地处华北平

原北部,海河下游、市中心区东部,渤
海湾顶端,天津港坐落其间.东临渤

海,西与东丽区接壤,北与天津市宁

河区、河北省丰南县为邻,南与河北

省黄骅市为邻,距北京市１４０公里.
地理坐标为北纬３８°４０′至３９°００′,东
经１１７°２０′至１１８°００′,南北长,东西

窄,呈弯弓状.总面积２２７０平方公

里,海岸线１５３公里,海域面积３０００
平方公里.有１２１４平方公里的盐碱

荒地可供开发利用.

〔地质地貌〕　滨海新区原为浩瀚大

海,海陆变迁,岁月漫漫,沧海变为

桑田.
距今１４万年前,出现地质史上

最后一次大海侵,直至６０００年前,海
退陆进.在渤海西岸滨海地带,分布

着种种海生软体动物遗骸,组成高出

平地３~４米,宽２０~２００米,长数十

公里与现代海岸走向大体相同的三

道贝 壳 堤,留 下 天 津 平 原 成 陆 的

脚印.
历史上,黄河三次经天津附近入

海,河水含大量泥沙,“每石水而六斗

泥”,每年向海输送约１２亿吨,造陆

２３平方公里,将海岸线向海中推进

２５公里.黄河、海河等水系泥沙形

成冲击扇小平原,加之潮汐运动,出
现海相沉积,逐渐形成滨海地区大片

陆地.
滨海新区地质构造属新华夏构

造体系黄骅凹陷带,且孕育以海河断

裂为代表的构造带,断裂两侧地层落

差明显.地表多为第四纪河相与海

相沉积物,地质基础松软,承载力为

８~１８吨/平方米.
地貌类型为平原、潟湖与海滩,

潮汐与海浪为其主要成因.地势西

北高、东南低,海拔高度(大沽高程)

１~３米,地面坡降率小于１/１０００.海

河、蓟运河、永定新河、潮白河、独流

减河等均从域内入海.加之水库、坑
塘、港汊、沟渠众多,呈“北国江南,水
乡泽国”景观.故水面星罗棋布、地
势低平成为新区地貌主要特征.

〔气候〕　滨海地区属暖温带半湿润

大陆型季风气候.因濒临渤海,受季

风环流影响较大.冬季,受西伯利亚

冷高气压中心影响,寒冷干燥,多西

北风;夏季,受大陆低气压与低纬度

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中心影响,高温

潮湿,多东南风.春秋短,冬夏长,四
季分明.春季干旱多风,夏季湿热多

雨,秋季冷暖适宜,冬季寒冷少雪.
根据塘沽站气象资料统计,年平

均气 温 １４０℃,比 历 年 平 均 偏 高

１０℃,其中１－６月、８月、１０月、１２
月气温比常年偏高,以１－３月、５月、

１２月显著偏高;９月气温与常年持

平;７月、１１月气温比常年偏低,其中

１１月 显 著 偏 低.年 极 端 最 高 气 温

３７９℃,出现在７月１３日,年极端最

低气温－９９℃,出现在１１月２６日,
超过３０年历史极值－８４℃.年降

水总量５６３２毫米,比历年平均偏多

１７８毫米.一日最大降水量５１２毫

米,出现在４月１２日.各月降水量

分布不均:１－２月、４月、９月、１１月

偏多,其中以４月、９月、１１月显著偏

多;３月、５－８月、１０月、１２月偏少,
其中５－８月显著偏少.年平均风速

２６米/秒,年最多风向为东风,频率

１１％,大风日数比历年平均显著偏

少.无霜期２０３天.本年度比常年

气温偏高,降水量稍多.根据汉沽站

气象资料统计,年平均气温１３３℃,
比常年平均值１２１℃偏高１２℃,年
极端最高气温３８８℃,出现在７月

１３日,年极端最低气温－１０６℃,出
现在１１月２６日;年降水量５３４８毫

米,比常年平均值５３６９毫米偏少２１
毫米;年日照时数２４９７２小时,比常

年平均值２７０３８小时偏少２０６６小

时,年日照百分率５６％;年平均风速

２２米/秒,极大风速１８２米/秒,出现

在３月３日,年最多风向为东南风,出
现频率１２％;全年无霜期日数２０３天.
根据大港站气象资料统计,本年度平

均 气 温 １３９℃,历 年 平 均 气 温

１２７℃;其中７月、９月平均气温与历

年基本持平,其他月份较常年偏高;年
极端最高气温３７６℃,出现在７月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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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年极端最低气温－９１℃,出现在

１１月２６日;年总降水量６４２１毫米,
历年平均降水量５０６４毫米;全年降

水分布不均匀,２－４月、９月、１０月、

１１月降水偏多,１月、５－８月、１２月降

水偏少,其中６月降水量较常年明显

偏少,为常年的一半,９月、１１月降水

量较常年明显偏多,１１月降水量为建

站以来历史同期极多值;年一日最大

降水量１０５８毫米,出现在９月１日.
年日照时数２１６５７小时,年日照百分

率４９％,其中１１月上中旬连续１１天

无日照,月日照时数５１２小时,为建

站以来历史同期极少值.４月１２日

凌晨出现第一声春雷,１０月３１日为

秋季以来的初霜日,１１月２２日为初

结冰日.

〔自然灾害〕　滨海新区地处九河尾

闾,地势低平,洪沥争道,常有涝沥灾

害.１９６３年,特大洪水发生后,毛泽

东 提 出 “一 定 要 根 治 海 河 ”.

１９６４—１９６６年,开展大规模根治海河

工程,海河水系的五大河流,均采用

分流入海措施,水患基本消除.
滨海地区近海多风,渤海西部海

面风力大于陆上１２~１６倍.１９８４
年３月２０日,大风骤起,陆上风力达

３１７米/秒,海上风力十级,阵风十二

级,使工农业生产与供电系统遭受损

失.１９８６年７月９日,塘沽遭飓风袭

击,瞬时最大风速达５２７米/秒,损
失惨重.

滨海风暴潮时有发生.据记载,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的１５０年间,风
暴潮多达３０余次.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９
日,渤海湾受９号台风外围影响,潮
位最高达 ５５米,海水漫过海挡提

埝,海挡决口１６０米.塘沽沿海受灾

面积达５９平方公里,直接经济损失

达５５００余万元.

２０１５年,根据塘沽站气象记录统

计,全年出现大雾天气１８天、扬沙天

气３ 天、浮尘天气 ２ 天、霾天气 ６１
天、大风天气１天.根据汉沽站气象

记录统计,全年出现大雾天气１４天、
大风天气３天、沙尘天气５天、霾天

气８７ 天.根据大港站气象记录统

计,全年出现降雨天气８２天、降雪天

气１０ 天、雾天气 ８ 天、大风天气 １
天、扬沙天气２天、浮尘天气３天.

自然资源

〔土地资源〕　滨海新区拥有耕地面

积３４５万亩,林木面积１５６万亩,
水产养殖面积１１６６万亩.土壤母

质以河流冲积物为主,多为潮土、盐
土及沼泽土,土壤性能不佳,耕作层

多属壤土或黏土,肥力较低,且有不

同程度盐渍化现象.自明万历年间

始,垦田种稻,至清光绪年间引南运

河水入小站,遂成为著名的“小站稻”
产地.

滨海新区土地尚有大量待开发

荒地和滩涂,其中,荒地面积１２０余

平方公里,滩涂面积６０万亩.滩涂

高潮滩面积３万余亩,中潮滩面积１０
余万亩,低潮滩面积２２万亩,水下浅

滩面积 ２５ 万亩.滩涂开发利用近

３％,发展潜力巨大.

〔石油、天然气〕　滨海地区石油、天
然气资源丰富.陆上大港油田,海上

渤海油田,年产原油３０００余万吨,天
然气１８亿立方米.１９６４年,大港油

田开钻成功.油田面积大、油层厚、
含硫低、价值高、渗透性强,石油储量

８８７亿吨,天然气储量３６０５亿立方

米,居中国第６位.１９６９年,渤海油

田打出第一口井,其有效勘探面积达

５１万平方公里,占渤海海域面积的

７０％,石油远景储量逾９３０亿吨,天
然气远景储量２２３亿立方米,是中国

重点海上油气田.其海四油与埕北

油田分别于１９７５年、１９７７年相继投

产.渤海油田原油比重轻、含硫低,
为优质能源与化工原料.

〔水资源〕　滨海新区年平均降水量

为６０４３毫米,其中,塘沽为５９８毫

米,汉 沽 为 ５７０ 毫 米,大 港 为 ６０８
毫米.

海河、蓟运河、永定新河、潮白

河、独流减河等经滨海地区入海,途
中多被拦蓄,入境水量不丰,夏季汛

期方有较多水量注入.域内北大港、
黄港等大型平原水库,蓄水能力可达

５４亿立方米,具有一定调蓄功能.
滨海新区地下水补给能力较差,

限制过度开采.海水资源丰富,可作

为发电等工业冷却用水,亦可淡化为

生产生活用水.

〔水产资源〕　渤海为陆地环抱浅海,
海域位于大陆架上,平均水深２６米.
黄河、海河、滦河、辽河等注入带来大

量有机物,利于浮游生物繁殖,适宜

鱼类生长.新区位于渤海湾中心,海
岸线长,浅海水域宽广,滩涂逾６０万

亩,为回游鱼虾、多种地方性鱼虾、贝
类繁殖生长的良好场所.水产生物

达１５０种,其中有小黄鱼、梭鱼、鲙

鱼、鲈鱼、平鱼、鳀鱼等鱼类６８种,及
对虾、梭子蟹、毛蚶等.塘沽、汉沽、
大港沿海地带,利用浅海滩涂、洼地、
盐田发展海水养殖业,对虾为扩大养

殖生产主要品种.
滨海地区内陆水域广阔,淡水生

物资源丰富.北大港水库、黄港水库

等生长大量水生植物和底栖运动,成
为杂食或草食鱼类养殖的天然环境.
池塘淡水养殖的主要品种有鲢、草、
鲤、鲫、鳙、鳊、鲳等鱼类,亦引进青

虾、河蟹、贝类等新品种.

〔海盐资源〕　滨海新区为海积平原,
域内拥有塘沽、汉沽、八一等盐场,系
国内海盐主要产地,盐田逾５０万亩.
海水含盐量高达２６‰~３０‰,常年气

温为１２６℃,阳光充足,蒸发量高,适
宜晒制海盐.所产原盐氯化钠含量

高达９５％~９６％,既是优质食盐,亦
为上等化工原料,历史悠久,驰名中

外.新区原盐年产逾２００万吨,占全

国的１/５.

〔地热资源〕　滨海地区地热丰富,沙
井子、万家码头、桥沽、看财庄为地热

异常区,埋藏浅、温度高、水源足,开
发前景广阔.１９８６年,万家码头被列

为天津市重点地热勘探、开发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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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井子打出１５００米深井,水温高达

９６℃.大港地热资源面积６３平方公

里,开采地热井１０余眼,供暖面积达

２０万平方米.塘沽采用冰岛地热利

用先进技术,地热开采、利用处于国

内领先水平,地热年开采水量５００万

立方米,地热供暖面积为８３万平方

米.滨海新区地热水主要用于供暖、
种养殖、生活用水、康乐旅游等.

自然与人文景观

〔大沽口炮台遗址〕　位于天津市滨

海新区海滨大道与津沽南路交口,系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拥有丰富的历史

文化和民族精神教育资源,具有较高

的文物价值和社会价值.１９９７年对

外开放以来,不定期举办的各种爱国

主义教育实践活动,取得良好的社会

效益.

２００６年,大沽口炮台遗址总体保

护规划获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复.根

据遗址保护区规划,景区建设计划分

三期进行:一期展示面积约 ５４ 公

顷,为博物馆、遗址景观建设及“威”
字炮台遗址展示区三部分.二期为

“镇”字、“海”字炮台周边１２３９公顷

遗址保护区的景观建设工程.三期

为大沽口炮台遗址本体保护工程.
目前,一期工程已建设完毕,以其现

代化的展出手段,生动演绎百年大沽

口的沧桑历史.

〔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纪念馆〕　
始建于１８８０年,是北洋大臣李鸿章

在北方创立的第一所造船厂的重要

的军火生产基地.它是中国北方近

代工业的摇篮,培养中国北方第一

代产业工人.遗址纪念馆位于滨海

新区塘沽东南的东沽,与大沽口炮

台相 距 仅 １５ 公 里.展 览 厅 通 过

“北洋水师大沽船坞的建立”、“大沽

船坞不可磨灭的贡献”、“大沽船坞

的艰辛与曲折”、“大沽船坞的新生

与发展”四个部分再现了百年船坞

的历史风貌.

〔塘沽火车站旧址〕　现名塘沽南站,
隶属北京铁路局塘沽火车站.始建

于清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是我国最

早自主修建的铁路———北洋铁路上

的一座车站.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攻陷

大沽口炮台后,继而占据此处,利用

车站 转 运 军 需 物 资 和 战 争 人 员.

１９１９年,毛泽东与罗章龙等人送赴法

留学生,路经天津在此下火车,首次

造访大沽口炮台.１９３３年５月,中日

谈判«塘沽协定»期间,南京政府代表

团驻留在塘沽火车站.１９３７年,日军

占领该站,用作转运战争物资.塘沽

火车站旧址历经中国近代以来多次

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至今尚保

留有完好的原主体建筑物和一应站

区设施,２０１３年入选第七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旧址主体建筑为砖木结构欧式

单层建筑群,坐东朝西,与铁轨延伸

的方向平行排列.南北长１３０米,东
西宽 １８ 米.屋顶原是双坡铁楞瓦

顶,现为灰色瓦屋顶.最高处距现在

的地面１５米.整座建筑物的尖脊屋

顶造型凸现欧式建筑风格.墙体用

青砖砌造,白灰作灰口.欧式木质门

窗保存完好.建筑群的中间部位原

为旅客候车室,从候车室东门通向月

台要经过一段长６０米,宽３米的长

廊.长廊顶子由１７根方形木柱和装

在对应位置墙上的１７个铸铁承架支

撑而 成,方 柱 下 有 水 泥 筑 的 方 形

柱础.
旧址建筑中只有一处５０余平方

米房间可见到原有的室内装饰风格:
木质地板、木质大方格子式墙围子,
白灰摸墙、白灰摸顶棚,有石膏线装

饰棚顶.旧址主体建筑物除屋顶改

为灰瓦外,其他构件依旧,原有外观

风貌保存完好.原房间布局中有４
个候车室,每个室内面积约２００平方

米;６个大房间,每间约６０平方米.
其余均为小型房间,有十几间.以上

房间除候车室外,还包括办公室、货
运室、运转室和食堂等.距旧址主体

建筑群南缘１８０米处(铁路西侧),有

一长１１米、宽６米,砖混结构的小二

楼.上下之层间的东侧水泥圈梁刻

有“TANGKU”(塘沽)站名标志.该

小楼首层为历史建筑物,原为青砖

墙,水泥顶平顶平房.后经改造加层

成为今小二楼.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旧址〕　位于

滨海新区塘沽解放路３３８号,现天津

碱厂俱乐部东侧.为英别墅式砖混

结构灰色二层楼房,坐北朝南,占地

４４０平方米.１９２２年８月,为打破当

时西方国家的技术垄断,由著名的爱

国实业家范旭东先生个人出资１０余

万银元在原久大精盐厂化验室的基

础上创建.社长孙学悟,聚集大批化

工专业人才,出版«海王星»等专业刊

物,研究成果累累.１９５０年迁址北

京,１９５２ 年并入中国科学院.１９９１
年,旧址经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布天津

市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９４年被市委、市
政府命名天津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１９９６年又被化工部命名全国化工系

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是中国第

一个私立化学工业研究机构,在潜心

三十年化学研究的历程中,为永利制

碱厂、久大精盐公司解决生产技术上

的难题,造就和培养一批科研技术人

才,为 民 族 化 工 业 发 展 做 出 巨 大

贡献.

〔塘沽博物馆〕　位于塘沽中心路南

端的河滨公园与海河临界处.２００３
年底筹建,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６日落成开

馆,是一座以展示当地历史文化为主

题的综合性地志博物馆,也是迄今为

止天津市唯一一家区级博物馆.基

本陈列共包括“沧海桑田”、“盐兴漕

畅”、“海门古塞”、“工业兴邦”、“沽口

曙光”、“明珠璀璨”六个部分,分布在

东、西两个展厅中,通过８００余件展

品,在８００余米的展线上,客观而生

动地展现塘沽自宋代成陆至今８００
多年的历史变迁与风土人情,展示塘

沽在中国近代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

位置和历史积淀.作为塘沽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塘沽博物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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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既是集收藏、陈列、研究为一身的

文化机构,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天津港博览馆〕　建筑面积２５９８０
平方米,是全国第一家港口博览馆,
馆藏１０００余幅图文资料、６００余件实

物,主要分天津港古代史、近代史、现
代史和未来发展４个展区,总体布展

面积约１１万平方米.展馆以追溯

历史,展示成就,展望未来,促进发展

为主题,真实重现２０００年来天津港

起源、变迁、演进、发展的历史足迹,
反映天津港不同时期的地位、作用并

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展览馆由４
个实墙面为主的巨大体块围绕中央

大厅构成,象征着天津港围海造地、
依海建港的发展背景.

〔天津市古林古海岸遗迹博物馆〕　
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上古林南、
津歧路东.博物馆坐落于天津古海

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博

物馆建筑分三层,地下一层为古贝壳

堤遗址展示区,该展区采用现代科技

手段对古贝壳堤进行保护性挖掘,展
出的古贝壳堤剖面属第二道贝壳堤

最古老的一段,真实地纪录历史变迁

过程.一层为贝壳展区,展出分布于

世界各地５纲４９科４２３种１２００余个

贝壳.二层为科普教育展示区,全面

细致地介绍天津地区海陆变迁沧海

变桑田的过程,使人们认识古海岸与

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价值,提高

对其保护的自觉性.

〔汉风刻字版画艺术院〕　位于天津

市滨海新区汉沽东风路.有木刻、竹
刻等多种形式的艺术精品.２０多个

创作团体研创的精品,屡获国内外殊

荣.作为一种高雅艺术品,刻字版画

兼具了书画的艺术美、雕刻的造型

美、材质的肌理美和工艺的装饰美,
以鲜明的艺术特色在国内众多的刻

字版画艺术群体中独树一帜.她是

汉沽人民精心培育的一个新兴文化

艺术产业,深受群众喜爱,享誉海内

外.１９９７年,汉沽区被文化部命名为

中国刻字版画艺术之乡,众多作品曾

被选入人民大会堂,并作为国家级礼

品赠送泰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元

首和贵宾.

〔国际版画藏书票收藏馆〕　位于天

津市滨海新区汉沽河西二经路,由被

业内称为中国国际版画藏书票收藏

第一人的国内著名版画家刘硕海投

资兴建,是国内首家也是目前国际上

规模最大的版画藏书票收藏馆.该

馆建筑面积 ７００平方米,馆藏意大

利、比利时、俄罗斯等６０多个国家名

家版画藏书票原作精品２万余件,是
集欣赏、文化、收藏、学术、制作、访

问、国 际 交 流 为 一 体 的 多 功 能 收

藏馆.

〔天津大港奥林匹克博物馆〕　位于

天津滨海新区大港港塘公路官港湖

南侧博物馆路.是由国际奥委会和

中国奥委会批准成立的中国第二家

奥林匹克专题博物馆,也是国际奥林

匹克博物馆联盟１２家成员之一.博

物馆旨在倡导、宣传并弘扬“更快、更
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及重在参

与、公正、和平的精神理念,并向公众

展示奥林匹克珍品、文物及纪念品.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７日正式开馆以来,承
办“见证奥运、超越梦想”“天津与奥

林匹克运动展”“迎伦敦奥运会千人

签名活动”“奥林匹克教育走进校园”
等大型主题活动,并承接中外旅游团

体数万人.通过史实与时尚、文化与

精神、寓教于乐等丰富形式,让参观

者感受奥林匹克的激情与永恒.

〔三河岛〕　又称炮台岛,岛屿面积３
公顷,系天津海域唯一列入中国海岛

志的岛屿,因位于永定新河、潮白新

河和蓟运河三条河汇流处,故此得名

三河岛,取其同音,更有和谐、和平、
和睦三和之意.岛上现存北营炮台

遗址,此炮台形成于明代嘉靖年间,
作为北塘炮台的一部分,在中国近代

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２００９年起对

三河岛进行景观保护性改造,在保持

三河岛现状的基础上,建设炮台历史

遗址公园和鸟类栖息湿地,并在永定

新河大堤沿岸设立３公里长的观景

栈桥,成为北塘经济区集历史怀古、
爱国主义教育及生态观光于一体的

重要旅游景点.

〔滨海航母主题公园〕　系滨海新区

第一家国家４A级景区.航母主题公

园总占地面积５５７平方公里,是以

核心项目“基辅号”航空母舰为独特

旅游资源,以军事为特色主题,集武

备观光展示、角色体验、培训拓展、休
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军事主题

公园.主题公园陈列的基辅号是前苏

联“基辅”级航母的首制舰,是前苏联

北方舰队的旗舰,被喻为“水晶理想”、
“国家名片”,一度是前苏联海军的象

征.经购买程序,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９日顺

利抵达滨海新区,经创意策划赋予其

主题公园的定位,目标建成一个以航

母为核心、以军事文化与海洋生态为

骨架的超大型休闲娱乐景区,建成具

有国际水准的天津王牌旅游产品.

〔天津极地海洋世界〕　由大连海昌

集团在天津投资兴建的主题性公园,
以海洋公园为主题的大型开放式旅

游项目,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单体极

地海洋馆.位于天津市塘沽区响螺

湾旅游板块,塘沽区海河外滩南岸,西
临海门大桥,东临迎宾大道.建筑面

积４７万平方米,上下四层结构,其中

二、三层为展览区,其外形采用国际先

进的双曲造型设计,外形酷似畅游中

的鲸鱼,主场馆高度约为４３米,最高

点“鱼鳍”高度约为６７米,场馆内最高

高度２３米,馆内建有目前全国体量最

大的海底隧道,长３５米,天津极地海

洋世界由８个游览专区(即极地动物

展区、海底隧道展区、白鲸展区、鲸鲨

展区、珊瑚展区、水母展区、儿童互动

区以及海洋欢乐剧场)组成.

历史沿革

〔辖属变迁〕　自秦至清,海河北岸隶

属香河、宝坻、武清、宁河诸县;海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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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岸几经分合,先后隶属巨鹿、章武、
河间、沧州、清池、静海、天津等州县.
民国后,北岸辖属宁河,南岸属黄骅、
静海、天津三县.

１９４９年始,海河南北合治.
塘沽,１９４９ 年前属宁河县第六

区.是年１月解放,划归天津市,建
塘大区(含大沽).１９５２年,改称塘沽

区,属天津市辖.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０日,
撤销行政区建制,成立滨海新区塘沽

管委 会,隶 属 滨 海 新 区 人 民 政 府

管理.
汉沽,初称汉沽镇.１９５４年改

镇为市,属河北省.１９５８年,划归天

津市,称 汉 沽 区.１９６０ 年,建 汉 沽

市,改 属 唐 山 市.１９６２ 年,复 属 天

津,称汉沽区.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０日,
撤销行政区建制,成立滨海新区汉

沽管委会,隶属滨海新区人民政府

管理.
大港,１９４９年属黄骅、静海、天津

三县.１９５３年,天津县撤销,相关地

区划入天津市南郊区.１９５８年,划归

河西区.１９６３年,建北大港区,属天

津市辖.１９７２年,撤北大港区并入南

郊区.１９７９年,成立天津市大港区.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０日,撤销行政区建制,
成立滨海新区大港管委会,隶属滨海

新区人民政府管理.

〔经济回溯〕　两汉六朝间,渤海湾海

浸发生,形成湖、沼泽地带.隋代开

凿大运 河,途 经 天 津 地 区,其 永 济

渠段涉通海河,带动滨海地区经济

发展.入 唐 后,南 粮 北 运,江 浙 一

带海船多经大沽口上岸,海河沿岸

码 头 应 运 而 生,塘 沽 地 区 航 运

发达.
北宋以来,滨海地区成为历代

统治者屯兵戍守要地.金朝迁都中

都(今北京)后,为保护漕运,设“直
沽寨”,派正、副都统率兵戍守.元

朝改直 沽 为 “海 津 镇”,“驻 军 五 千

人,给田十万顷,沿海口屯种”.明

永乐二年(１４０４),设“天津卫”,拱卫

京师,守备漕运.滨海地区成为漕

粮集散地.入明后,煮海为盐,产销

旺盛,曾出现“万灶沿河而居”的局

面.至清代,晒盐技术得到推广,海
盐产量大增,滨海地区成为全国盐

业产销中心.

１８６０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
津依约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后,洋
务运动兴起.１８８０年,清廷创办北

洋水师大沽船坞,是北方造船业的

发端.１８８８年,唐(山)胥(各庄)铁
路铺至塘沽.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入

侵,由大 沽 登 陆,滨 海 地 区 遭 受 帝

国 主 义 列 强 蹂 躏,航 运、铁 路、船

厂、港 口 等 成 为 列 强 经 济 掠 夺

对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

列强无暇东顾,中国民族工业开始发

展.１９１４年,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创办

全国第一家制精盐的塘沽久大精盐

厂,１９１７年,复办中国第一家制纯碱

的塘沽永利碱厂,滨海地区成为中国

化学工业发祥地.１９２６年,永利碱厂

“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万国博

览会获金奖.随着工商业发展,塘沽

地区日渐繁荣.
“七七事变”后,日本占领塘沽.

出于军事和经济掠夺需要,于１９３９
年在海河河口北岸修建新港,继建华

北盐业株式会社大沽工场(大沽化工

厂前身).至１９４４年,天津新港建有

３０００吨级泊位 ４个,万吨级泊位 １
个.１９４５年后,滨海地区民族工业凋

敝,百废待兴.

１９４９年 １月,滨海地区获得解

放,人民政权建立.
至滨海新区建立前,域内经济获

巨大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１９８４
年５月,天津港进行体制改革,由原

中央直属企业下放天津市,实行“双
重领导,地方为主”的政策.是年１２
月,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１９９１
年５月,天津港保税区建立.区域经

济注入强大活力,面临重大发展机

遇.１９９３年,滨海地区拥有独立核算

工业企业７００余家,占全市的６％;固
定资产原值 １７０余亿元,占全市的

３０％;净 值 １１０ 余 亿 元,占 全 市 的

３５％.全市１００家大中型企业中,有
１８家坐落于此.滨海新区国内生产

总值 １１２３６ 亿元,占全市的 ２１％.

地区常住人口达７２万,占全市总人

口的７６５％.区域整体经济发展势

头强劲,为滨海新区建立奠定了坚实

基础.

１９９４年３月,天津市第十二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决
定用１０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滨海

新区,使新区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创

汇都占到全市的４０％以上.

２００２年,新区地区生产总值达

８６２４５亿元,占全市的４０％;外贸出

口 额 达 ７２０１ 亿 美 元,占 全 市 的

６２１０％,提前实现“１０年左右的时间

基本建成滨海新区”的战略目标.

２００５年 １０ 月,党 中 央 审 时 度

势,作出重大决策.十六届五中全

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国民

经济和 社 会 发 展 第 十 一 个 五 年 规

划的建议»,提出“继续发挥经济特

区、上海 浦 东 新 区 的 作 用,推 进 天

津滨海 新 区 等 条 件 较 好 地 区 的 开

发开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标志

着滨海 新 区 纳 入 国 家 总 体 发 展 战

略,新 区 发 展 进 入 新 阶 段.１１ 月

１０日,天津市委第八届八次全会通

过«关于加快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

放的意 见»,提 出 全 面 加 快 滨 海 新

区建设总体要求,重新确立新区发

展定 位:“立 足 天 津,依 托 京 冀,服

务环渤 海,辐 射‘三 北’,面 向 东 北

亚,努力建设成为高水平的现代制

造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

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宜居的生态

城区.”２００５年,新区地区生产总值

跃 升 至 １６２３２６ 亿 元,占 全 市

的４３９０％.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６日,国务院颁发

«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

有关问题的意见»(即２０号文件),
明确了滨海新区的功能定位:“依托

京津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
面向东北亚,努力建设成为我国北

方对外开放的门户、高水平的现代

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

航运和国际物流中心,逐步成为经

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宜居

生态型新城区.”

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７日,国务院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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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方

案»,滨海新区成为继上海浦东之后,
全国第二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
家要求滨海新区在金融、涉外经济、
土地管理、科技等十个领域先行先试

重大改革举措,为全国其他地区改革

作出示范.

行政区划

〔行政区划〕　按照国务院对天津市

调整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意见,２００９
年１１月９日正式建立滨海新区行政

区划.经过几次调整,滨海新区包

括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

区)、天津港保税区(空港经济区)、
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中新天津

生态 城、东 疆 保 税 港 区、临 港 经 济

区、中心商务区等７个功能区,塘沽

街、大沽街、杭州道街、新北街、新河

街、北塘街、胡家园街、汉沽街、茶淀

街、寨 上 街、大 港 街、海 滨 街、古 林

街、泰达街等１４个街,以及新城镇、
杨家泊镇、中塘镇、小王庄镇、太平

镇等５个镇.

２０１５年,滨海新区民政局按照

«天津市民政局关于滨海新区调整部

分街镇行政区划的批复»要求,联合

编制滨海新区首本专业行政区划图

册———«天津市滨海新区行政区划图

册»,完善«滨海新区行政区划系列

图»«滨海新区地图»,全面系统反映

全区功能区、街镇和居村两级行政区

划现实情况.与河北省黄骅市和丰

南市签订平安边界协议,巩固勘界成

果,提高保护边界线及其标志物的自

觉性,维护行政区域界线的严肃性,
促进两省边界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

发展.

〔人口〕　２０１５年底,全区常住人口

２９７０１万人,比上年末增加７５８万

人.全区户籍户数４５９６万户,增加

１９３万户;户籍人口１２３９２万人,增
加３０８万人.

经济社会发展

〔经济发展〕　２０１５年,滨海新区地

区 生 产 总 值 ９２７０３１ 亿 元,增 长

１２８％左右;公共财政收入１１８２９３
亿元,增 长 １５０％;商 品 销 售 总 额

１８５１７９３亿元,增长４０％;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１１９７１０亿元,增长

４４％;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３９２６８ 元,增 长 １０１％;新 增 就 业

１３９万人.超额完成市下达的节能

减排任务.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发
展方式出现新转变.工业结构更加

优化.规 模 以 上 工 业 总 产 值 １５５
万亿元.成功举办第１２届中国制

造业管理国际论坛、国际海工装备

和港口机械交易博览会等有影响力

的会议会展活动.农业产业化水平

得到 提 升,新 建 放 心 菜 基 地 ５６００
亩、设施种植业１０００亩.新增中国

驰名商标４件,天津市著名商标２８
件.服务业比重明显提升.第三产

业占经济总量３６９％.新兴产业逐

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航
空航天、环保、汽车、生物医药保持

较快增 速.创 新 驱 动 战 略 全 面 实

施,新增市级以上研发中心５４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３６５０家、小巨人企

业１７０家.
至２０１５年底,工业发挥重要支

撑作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１５５
万 亿 元,工 业 增 加 值 年 均 增 长

１９９％,占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比 重

５９８％.建设６个国家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基地,形成４个千亿级龙

头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建成浙 江 大 学 滨 海 产 业 技 术 研 究

院、军民融合创新研究院等高水平

创新平台,市级以 上 研 发 机 构 ４１０
家.天河一号、曙光星云等一批技

术产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科技型

中小企业达到２２万家,小巨人企

业１１５０ 家,国 家 级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１１６０家.中国驰名商标３１件,天津

市名牌产品１６１个.现代服务业快

速发展.实施重点服务业项目６３５

个,第 三 产 业 增 加 值 年 均 增 长

１５１％.金融 业 发 展 势 头 强 劲,融

资租赁、商业保理、股权基金等形成

特色优势.总部企业超过２６０家,
亿元楼宇１２座.规模文化企业达

到４０００家,文化产业形成特色.方

特欢乐世界、于家堡商业街等一批

项目竣工运营,高银１１７、SM 滨海第

一城等项目顺利推进.港口货物吞

吐量５４亿吨、集装箱吞吐量１４１０
万标 准 箱.机 场 旅 客 吞 吐 量 １４００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２５万吨.现代

农业发展成效明显.建成放心菜基

地２１个,设施种植面积３８万亩.
工厂化畜牧、水产养殖企业２１６家,
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２２家,注
册各类农业合作社８４９家,特色农

产品品牌１７个.

〔功能区建设〕　２０１５年,滨海新区

七大功能区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开

发区保持平稳增长,主要经济指标

在国家级开发区中继续保持领先.
现代服务产业区功能不断完善,西
区完成整体开发,南港工业区中石

化原油储备库等项目建成投产.保

税区实现从单一功能区向综合开放

区域转型.建成空港商务园,空客

二期成功签约,航空航天产业加速

聚集,航空产业增长４０％.开启跨

境电商与保税展示交易等新贸易业

态.滨海高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３６５％,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

区建设全面推进,建成渤龙湖总部

基地,未来科技城基础设施加快建

设,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集聚效应凸

显.东疆保税港区１０平方公里整

体封关运作、租赁产业规模和业务

模式创新领跑全国,建成北方最大

的国际邮轮母港,初步形成北方国

际商品进口基地、高端航运物流基

地、国家租赁业创新示范基地,国家

进口贸 易 促 进 创 新 示 范 区 加 快 发

展.中新生态城完成起步区建设,
被批准 为 首 个 国 家 绿 色 发 展 示 范

区,动漫产业示范园、生态科技园、
妈祖文化园等项目初具规模.临港

经济区工业总产值是２０１０年的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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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形成高端装备制造、粮油食品加

工等四大主导产业,海洋经济和智

能装备成为新的增长点,港产联动

效应明显增强.中心商务区城市形

象和服务功能显著提升,各类市场

主体超过１４万家,华夏人寿、金城

银行、腾讯创业基地等一批优质项

目落户运营.双创特区顺利挂牌,
项目聚集和创新要素聚集实现历史

性突破.

〔重大项目建设〕　２０１５年,滨海新区

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第三产业投资

占比６９％,比上年提高２８个百分

点.全年累计建设总投资５０００万元

以上项目８８５个,国家海洋博物馆、
金钒光热等２８８个项目开工建设,神
州通物流、滨海万隆大厦等１７２个项

目竣工投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

进,完成投资６２０亿元.京津城际延

伸线、于家堡高铁站建成通车.中央

大道辅道、上海道地道工程完工;北
海路地道、二大街跨京山线桥等项目

加快推进.轨道交通建设规划获批,
环线高速建设全力推进.维修改造

乡村公路７０公里.

〔城市建设〕　２０１５年,滨海新区空气

质量有所改善.完成清新空气项目

１７７个,PM２５浓度下降１５６％,空
气质量综合指数在全市位居前列.
水环境质量有效提升.完成清水河

道项目１１３个,污水处理厂水质达标

率９４７％.完成环境整治项目６３９
个.推进５６个村居清洁村庄建设.
创建市级环境友好型社区９个.园

林绿化取得实效.北三河、官港森林

公园建设加快,新建提升绿化面积

５９７万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 盖 率

达３５４％.
至２０１５年底,综合交通体系进

一步完善.完成天津港３０万吨级

航道一期、二期工程,滨海国际机场

第二航站楼投入使用.建成于家堡

高铁站、滨海站等交通枢纽,津秦客

运专线、京津城际延伸线建成通车.
新建扩建５条高速公路、２条城市快

速路和５条主干道路,海河隧道竣

工通车.新建大修乡村公路２８５公

里.实施３４１项重点节能工程,万
元生产总值能耗 下 降 ２０％.高 标

准实施“美丽滨海一号工程”,综
合整治１８５条主干道路、１０片重点

地区和１８１个居民小区,完成空气

和水污染治理任务６８４项,综合治

理河道５１公里,淘汰黄标车１９万

辆,总量减排实现增减平衡.南水

北调 中 线 新 区 段 通 水.新 建 提 升

绿化２０００ 万 平 方 米,建 成 区 绿 化

覆盖率 ３５４％.南 部 地 区 空 气 异

味综 合 治 理 取 得 阶 段 性 成 效.智

慧滨 海 建 设 扎 实 推 进.城 市 管 理

水平不断提高.

〔重点领域建设〕　２０１５年,滨海新区

行政管理体制不断完善.“一份清单

管边界”,４２个部门完成权责清单的

梳理.“一颗印章管审批”,减少３０％
行政审批事项.“一个部门管市场”,
整合成立市场监管局.社会领域改

革加快推进,公立医院改革顺利实

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自贸

区建设全面推进,金融改革创新深

入开展,完成九大国有企业集团整

合重组.对外开放持续扩大.新批

外商投资企业超过７００个,实际利

用内资突破１０００亿元.京津冀协

同发展拉动作用显效,来自北京的

资金约占内资到位额的五成.区域

合作取得新进展,内陆无水港达２５
个.自贸区效应释放,三个片区新

增市场主体和注册资金分别增长１
倍和２倍以上.

〔社会事业〕　至２０１５年底,坚持民

生为本,财政支出的８０％以上用于

民生领域,“十大民生工程”６０个重

点项目基本完成,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 收 入 年 均 实 际 增 长 １１４％ 和

１１９％.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不断

加强.累计增加就业６２４万人,城
镇登 记 失 业 率 稳 定 在 ３３％ 以 内.
就业困难群体得到有效帮扶,转移

农村富余劳动力３８万人.连续举

办优秀外来建设者评选活动,成为

全国首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综合试

验区.建立起覆盖城乡居民的大病

和意外伤害保险制度,职工基本养

老、基本医疗等保险覆盖率居全市

领先 水 平.建 立 覆 盖 全 区 的 社 会

救助 体 系,累 计 发 放 各 类 救 助 金

１６亿元.开工建设各类保障性住

房８１３万 平 方 米.新 建 扩 建 中 小

学、幼儿 园 １８４ 所,全 面 完 成 义 务

教育 学 校 现 代 化 达 标 任 务.积 极

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建成天津实验

中学滨海学校、南开中学滨海生态

城学 校.天 津 科 技 大 学 整 建 制 迁

入新区.创新职业教育模式,成立

７个职业教育联盟.被评为首批全

国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区、全国

“两基”工 作 先 进 区 和 全 国 社 区 教

育实 验 区.建 成 天 津 医 科 大 学 空

港医院、中 新 天 津 生 态 城 医 院、新

区公共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和 妇 女 儿 童

保健中心.引进京津５所优质卫生

机构合作办医和３所高端民营医疗

机构.第 五 中 心 医 院 升 级 为 三 级

甲等综合医院,泰达医院建成三级

医院.启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建
成３个 全 国 示 范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基层 医 疗 机 构 基 本 药 品 零 差

率销 售 实 现 全 覆 盖.文 化 惠 民 工

程扎实推进,建成３个国家一级文

化馆、２个 国 家 一 级 图 书 馆、１０ 个

国家 一 级 文 化 站.举 办 天 津 滨 海

艺术节、国际观鸟文化节等品牌文

化活动.建成６１０条全民健身路径

和４个示范性健身公园,成功协办

第六 届 东 亚 运 动 会.被 评 为 全 国

文化工 作 先 进 单 位 和 群 众 体 育 工

作先进单位.新开公交线路６６条,
核心区公交覆盖率９０％.新建１１
个街 镇 社 区 服 务 中 心,建 设 改 造

１２７个社区服务站和１２０个农村综

合服 务 站.新 区 出 入 境 服 务 大 厅

启动运营.建成７９个老年日间照

料服务 中 心,第 一、第 二 老 年 养 护

院基 本 建 成,大 港 老 年 大 学 投 入

使用.
(王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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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滨海新区生产总值

２０１５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天津市滨海新区统计局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１日

　　２０１５年,“三期叠加”的影响继续

深化,宏观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
面对困难和挑战,滨海新区在市委、
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主动适应经济

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

新,积极作为.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

稳,产业结构积极调整,社会事业继

续发展,民生事业持续进步.实现了

“十二五”圆满收官,为“十三五”经济

社会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综合

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９２７０３１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
上年增长１２８％.分产业看,第一产业

完成１１３９亿元,增长３３％;第二产业

完成５７９５３４亿元,增长１３７％;第三

产业完成３４６３５８亿元,增长１１２％.
三次产业结构为０１︰５︰３７４.

二、农业

农业总产值完成２９２３亿元,增
长３２％.其中,种植业产值８９２亿

元,增长７１％;畜牧业产值８３亿

　　

元,增长 ６２％;渔业产值 １１９８ 亿

元,下降１５％.
农村改革与新农村建设持续推

进.加快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新
增农民合作社 １３６家,累计建成农

民合作社８７３家(国家级７家,市级５９

家),天津市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

业３０家.新建设施种植业１０００亩,
放心菜基地５６００亩,工厂化畜牧养

殖基地３４个,工厂化水产养殖基地

４８个.全区共有市级农业科技园区

９个,区级产业示范园区７个.

表１ 主要农副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２０１５年 比上年增长(±％)

粮　食 吨 ６９４５５ ４３７

肉　类 吨 ２６９４３ ５４

奶　类 吨 ５１９５３ －２０

水产品 吨 ７５０６７ －８０

禽　蛋 吨 １１９３２ －１８６

水　果 吨 ７５７４８ ２６６

蔬　菜 吨 １００００５ －６８

　　落实市区美丽一号工程建设要

求,持续推进“四清一绿”工作.完成

建设１４个示范重点村,完成４２个一

般村环境卫生清整工作,完成新打造

的５个市级美丽村庄１４个项目建设.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 ５４５７ 亿

元,比上年增长１３６％.在规模以上

工业中,八大优势产业总产值完成

１３６４０７２亿元,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

比重达到８７８％.航空航天产业发

展迅速,增长３６７％;汽车、生物医药

等 优 势 产 业 分 别 增 长 ２０４％、

１１８％;粮油轻纺等产业较快增长,
增幅达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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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　位 ２０１５年 增长(％)

天然原油 万吨 ３４９６７７ １３７２

天然气 亿立方米 ２０５４ －２８７

汽　油 万吨 ２３２４６ ２１２１

化学纤维 万吨 １０２ －６３３

乙　烯 万吨 １２９８９ ０６６

聚　脂 万吨 １７５４ ２６６

水　泥 万吨 ７５０９ －３９９３

生　铁 万吨 １０８１３９ －３５９

粗　钢 万吨 １１２８２８ －４１２

钢　材 万吨 １４２８３１ －３９２

无缝钢管 万吨 ２５５５５ －８２３

汽　车 万辆 ４６８１ ５７８

房间空气调节器 万台 ２４２３５ ８９３

微波炉 万台 ６９５ －８１３

移动电话机 万部 ７３１５６２ －２１２

显示器 万部 ６４５７５ ２７５９

集成电路 万块 １４８９３９ １１１５

锂离子电池 万只(自然只) ４０２６６９６ －１４８４

化学原料药 吨 １９５２ ０７２

中成药 吨 ２８７９ １３１７

家　具 万件 ２５６８２ －１１５４

两轮脚踏自行车 万辆 １１１３２３ ５３７

精制食用植物油 万吨 ７５１５８ １８７５

　　全年实现建筑业增加值３３８３４
亿元,增长１４８％.资质以上总包和

专业 承 包 建 筑 企 业 完 成 总 产 值

２１２９５６亿元,增长６９％.其中,建
筑工 程 产 值 １８０７６４ 亿 元,增 长

８８％,占到总产值的８４９％;安装工

程产值２４７２４亿元,下降６０％,占
到总产值的１１６％;其他产值７４７０
亿元,增长 １２４％.全年竣工产值

９０７１９亿元,增长 １１３％.建筑企

业全年房屋施工面积８４３６４５万平

方米,增长７９％.
四、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

全年完成商品销售额１８５１７９３
亿元,增长４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１１９７１０亿元,增长４４％.在限额

以上批发零售业零售额中,家具类、日

用品类等消费增长迅速,分别增长

７９８％、６９５％;中西药品类、电子出

版物及音像制品类和饮料类等消费增

长较快,分别增长２９６％、２５７％和

１３％;书报杂志类、通讯器材类等消费

增长平稳,分别增长７２％、６８％.
年末,已投入运营的亿元批发市

场共５家,年交易额７４２０亿元.新

建西部新城菜市场、三爱里菜市场、
东沽还迁房菜市场,全区共有标准化

菜市场５１家.
全年住宿餐饮业营业额１０４１４

亿元,增长９６％.其中,限额以下住

宿 餐 饮 业 营 业 额 ７６１２ 亿 元,增

长１３１％.
五、交通、邮电和旅游

全年港口货物吞吐量５４亿吨,

增长０１％;集装箱吞吐量１４１１万

TEU,增长０４％;机场旅客吞吐量

达到１４３１４３万人次,增长１８６％;
货邮吞吐量２１７３万吨,下降６９％.
新开、提升公交线路３２条,完成２条

个体客运班线收购,更新节能环保公

交车３４７部,建成３座公交首末站建

设,公交日均出行３２万人次.
新区有邮政网点数８０处;快递

网点数１７４处,其中,直营网点数８０
处,加盟网点数９４处.发送邮政函

件６７６１７万件;邮政包裹１３７６万

件;邮政快递１１４２０６万件.全区宽

带接入用户数４７４万户,光纤接入

用户数３５６万户.全区移动电话用

户２１３４万人,普及率为８１１部/百

人;公网固定电话用户６６５万户,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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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率为 ２５３ 部/百户;互联 网 用 户

１６２１万户,普及率为６１６％.
全区星级宾馆共２８家,旅行社

５０家.A 级景区１１家,工业旅游示

范点１７家.方特欢乐世界大型游乐

设施“西游传说”投入使用.东方文

化广场文化艺术馆已正式开馆.妈

祖经贸文化园妈祖像周边广场及绿

化景观工程已开工.

图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滨海新区公共财政收入

六、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共实施和储备投资额５０００
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４００个,计划投

资总额４０３７０７亿元.新开工项目

８１个,计划投资４０３亿元;竣工项目

８９个,计划投资２７８１６亿元;结转在

建项目 ７８ 个,计划投资 ６８９３６ 亿

元;处于前期阶段和储备阶段的项目

１９２个,计划投资２８０４９７亿元.国

家海洋博物馆、金钒光热等２８８个项

目开工建设,神州通物流、滨海万隆

大厦等１７２个项目竣工投产.
全年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６２０

亿元.京津城际延伸线、于家堡高铁

站建成通车;中央大道辅道、上海道

地道工程完工;北海路地道、二大街

跨京山线桥等项目加快推进;轨道交

通建设规划获批,环线高速建设全力

推进;维修改造乡村公路７０公里.
七、财政和金融

全年新区公共财政收入１１８２９３
亿元,增长１５０％.其中,税收收入

６６４５３亿元,增长７５％;非税收入

５１８４０亿元,增长 ２６４％.从税收

收入主要税种看,增值税１４９１０亿

元,增长４８％;个人所得税３９８０亿

元,增长１０４％;企业所得税１２９２６
亿元,增长１４８％.

公共财政支出８２７１０亿元,比
上年增长 １０７％.其中,教育支出

９１１０亿元,增长９２％;科学技术支

出４１９０亿元,增长１０９％;医疗卫

生支出２８８０亿元,增长１５１％;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１６６０亿元,增长

２１２％;农 林 水 事 务 支 出 １１２０ 亿

元,增长２０６％.
年末,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

各项存款余额５２９２１３亿元;各种贷

款余额８５０６２６亿元,其中,短期贷

款 １８５１０５ 亿 元,中 长 期 贷 款

３３６２９２ 亿 元. 全 年 新 增 贷 款

１５３８７０亿元.其中,新增短期贷款

２４４５９ 亿 元,新 增 中 长 期 贷 款

７５７７４亿元,新增融资租赁５２６４３
亿元.

创新交易市场持续发展.天津

股权交易所累计挂牌企业６３４家,涉
及３０个省市１４８个地市,累计融资

达到２９３７亿元.
年末,滨海新区境内上市股票２５

家.各类 证 券 交 易 额 １１３６０８９ 亿

元.其中股票交易额８５６１８６亿元,
债券交易额７１０亿元,基金交易额

３８６７８亿元.年末证券账户数:A股

５８４８万户、B股０４８万户、基金户

１１４９ 万 户. 期 货 市 场 成 交 量

７９２８５万手,成交额１６９６４亿元.
八、教育和科学技术

滨海新区拥有各级各类学校、幼

儿园共计３１４所.其中,中职学校１３
所,在校学生７６４６人;普通中学８８
所,初高中在校学生共６２４５３人;小
学９２所,在校学生８６４４２人;特教学

校３所,在校学生３０５人;幼儿园１１８
所,在园幼儿２９３０３人.举办名家名

师走进滨海新区专题讲座８场,创刊

出版«滨海教研»,成立了教体委师德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了党政

工团齐抓共管的师德建设工作机制,
干部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高.

全年新增国家级、市级研发中心

５４家,市级以上研发中心总量达到

４１０家,其中,重点实验室１０３家、工
程中心 １０５ 家、企业 技 术 中 心 ２０２
家.新增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６
家,累计达到２６家.建成创想空间、
启迪之星等众创空间３４家.

全年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４０７０
家,累计２２１０６家;新增科技小巨人

企业１９８家,累计１１５２家;新增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３３５家,累计１１６４
家;新增市级“杀手锏”产品３９项,累
计１２３项.累计专利申请量 ２３９６７
件,累计专利授权１０７８１件,累计有

效专利量３６１９０件.２０１５年,全区共

获９项国家科学技术奖、８５项天津市

科学技术奖.
九、文化、卫生和体育

全区共有文化馆３个,公共图书

馆６个,博物馆１０个,街乡镇综合文

化站 ２５ 个.全年举办展览 ５９２ 场

次、演出 １２７６ 场次、公益电影放映

４３００场次、公益讲座９０３场次,外借

图书６８６万册次,全区人均图书量

达到０８４册.有线电视用户约 ４６
万户,其中数字电视用户约４５万户.
全年共放映电影８６万场次,观影人

数达到２６５万人次,票房收入９４９４
万元.由天津神界漫画有限公司出

品的原创新漫画«四大名著»,获得第

四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金奖”;
由北方动漫集团出品的«噼里和啪

啦»入围２０１５“美猴奖”动画短片奖.
全区共有医疗卫生机构６３３所.

其中,医院６７所,乡镇卫生院４所,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２８６所,疾病

预防与控制机构８所,卫生监督所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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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妇幼保健机构３所.共实有床位

８００５张,其中,医院７１０８张,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站)４００张.共有卫生技

术人 员 １３２６６ 人,其 中,执 业 医 师

５３６５人,注册护士５２１２人.全年无

偿献血２２５８５人.成功引进北京嘉

华丽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作

共建中心商务区国际医院.泰达国

际心血管病医院与全球知名的多伦

多儿童医院建立合作关系.天津五

官科医院取得机构设置批准.天津

医科大学空港国际医院一期工程,住
院部５００张床位已经投入使用.中

心生态城医院、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

工程进入尾声.获得２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市局级以上科技

项目５５项,引进应用新技术填补市

空白项目３６项.
全年,举办足球、篮球、排球、田

径等９大项目１１个区级体育赛事,
直接参与中小学生２万余人.大力

发展体育特色项目,２０所学校被评为

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向市体校

输送队员３６人.滨海新区代表天津

市参加全国首届青运会,摘取５块金

牌、６块银牌、７块铜牌,并荣获体育

道德风尚奖.参加天津市中小学田

径运动会,蝉联团体总分、金牌总数、
奖牌总数三项第一.举办各类群众

体育赛事近３０项,先后举办了自行

车越野骑行赛、绿色健身长跑比赛和

哈雷戴维森中国十周年全国车主骑

行活动.积极开发体育竞赛市场,引
进举办了“羽林争霸”城市羽毛球华

北赛区滨海站比赛、天津市农民象棋

比赛和天津市业余排球联赛滨海站

等知名赛事.
十、环境保护和市容环境

２０１５年,新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６７７,同比下降１２５％,PM２５浓度

７０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１１４％.
全区空气质量达到或好于二级的天

数２３１天.完成大港石化分公司１４０
万吨/年催化裂化装置脱硫治理项目

等６个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项目.
完成渤天化工等４家企业２４台燃煤

锅硫的脱硝改造项目.完成６０家预

拌混凝土企业的控尘设施升级改造

项目,治 理 裸 露 地 面 ２０２９ 块 共 计

５２８平方公里.完成３４４家餐饮服

务单位油烟治理.完成中石化天津

分公司等４家企业５７套装置的挥发

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项目.完

成全部１８９０４辆黄标车的淘汰任务,
淘汰率１００％.

污水处理厂水质达标率９４４％,
提升１３９％.全年完成５３个工业企

业污染源治理项目和１６个重点流域

治理项目.积极开展饮用水源安全

风险隐患排查,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１００％.针对河道水环境污染

及时进行现场调查,有效解决子牙新

河、沧浪渠、八米河等上游来水污染

问题.
全力推进“大干１５０天市容环境

综合整治”,完成建筑整修 ２０６６ 栋

４０７万平方米,道路整修７３万平方

米,便道铺装８０万平方米,绿化提升

８４万平方米.清理脏乱点位８１０处,
清除积存垃圾、渣土１２９８万吨,解
决各类环境问题９１９１个.

十一、市场监管

进一步加大产品质量监督力度.
对４４７家企业生产的６７５批次产品

进行监督检验,其中合格６７０批次,
合格率９９３％.开展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全年发放证书３２张,全区共有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１４９
家、证书１６８张.开展“十大民生”工
程在用建筑材料监督,抽查１１９个建

筑工地中１２大类６８６批次的建材产

品,其 中 合 格 ６３８ 批 次,合 格

率９３０％.
深化食品、药品“放心工程”.建

设放心奶工程,乳品企业出厂检验合

格率达到１００％.建设放心食用油工

程,评出８家 A 级企业,４家 B级企

业.建设放心调料示范厂,申报市级

示范企业１家.建设食品安全管理

示范店,创建２家市级食品安全管理

示范店.推动放心餐馆工程建设,深
化餐饮服务量化分级管理,８５家餐饮

服务企业完成明厨亮灶工程建设.
创建放心药厂、放心药店,实施量化

分级评定,认定１６家放心药厂,２３家

A级放心药店.开展医疗器械生产

企业量化分级管理,认定 A级３１家、

B级４９家、C级３家、D 级１家.推

动新版 GSP/GMP 认证,２３家药品

生产企业通过新版 GMP认证,３２家

药品批发企业、４９１家药品零售企业

通过新版 GSP认证.
十二、人口和就业

年末,全区常住人口２９７０１万人,
比上年末增加７５８万人.全区户籍户

数４５９６万户,增加１９３万户;户籍人

口１２３９２万人,增加３０８万人.
全年实现新增就业１３９万人,

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６８００
人.城 镇 登 记 失 业 率 继 续 控 制 在

３３％以内,与上年度末基本持平.
全区从业人口１６１８万人,其中,高
级以上技术工人１３３５万人.

十三、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２０１５年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３９２６８元,增长１０１％;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９０４２元,增长

９０％.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１０６７６１亿元,增长１０６％.城镇单

位从业人员人均工资８１８万元,增
长１０３％.

全区拥有各类福利院１８个,床
位数２０２９张,收养人数１３２８人.新

建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１１个,床
位１１０张.低保对象１９２９７人,农村

五保供养２５２人,特困１５３３人.救

助站３个,救助人数５１５６人次.为

各类救助对象发放各类救助金近１５
亿元.重点优抚对象２１６１人.

年末,全区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

险人数１２１１１万人,参加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４６８万人.参加城镇

基本养老保险１１７７１万人,参加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６７４万人.参

加失业保险８４３１万人.参加工伤

保险 ９２２５ 万 人.参 加 生 育 保 险

８００５万人.农村老年人和城镇无保

障老年人按月领取生活费补贴人数

３３６万人.
注:１、２０１５年各项统计数据均为

快报数.

２、生产总值及各产业、各行业增

加值绝对数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速

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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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 滨海新区年鉴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２０１５年４月,中共中央印发«关
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方案»,并召开座谈

会对专题教育作出全面部署.５月３０
日至２０１６年初,全区专题教育以书记

讲党课形式全面启动、深入展开,３３２
个处以上领导班子２４５４名局处级干

部参加、８万多名党员干部受到教育.
滨海新区区委成立专题教育协调小

组,制定全区专题教育实施方案;组成

５个巡回检查组,建立工作例会和周

报制度,直接督导４５个部门和单位.
通过专题教育,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

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

识、看齐意识进一步增强,从严从实谋

改革、促发展、惠民生的自觉性坚定性

进一步提升,懂规矩、知高线、守底线

的自律观念进一步强化,形成处事重

作风、改作风的高度自觉.

５月３０日,滨海新区召开“三严

三实”教育专题党课暨动员部署大

会,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宗国英率先

为全区党员领导干部上专题党课,带
动全区专题教育全面启动.区委常

委、党员副区长第一时间到４８个分管

部门或联系单位讲党课,全程指导专

题教育工作.区委组织部及时将区级

党员领导干部的党课讲稿和有关材料

汇编成册,发至５５４１个基层党组织,
作为党课辅导教材.全区各部门各单

位均以书记讲党课的形式正式启动专

题教育.各级党组织书记精心准备党

课讲稿,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切
实讲清“三严三实”的重大意义和丰富

内涵,讲清“不严不实”的严重危害和

具体表现,讲清践行“三严三实”的现

实标准和具体要求.
从２０１５年６月份开始,全区处级

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围绕“严以修

身,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把牢

思想和行动‘总开关’”“严以律己,严守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做政治上的

‘明白人’”“严以用权,真抓实干,实实

在在谋事创业做人,树立忠诚、干净、担
当的新形象”等３个专题,开展学习研

讨.各级领导班子采取中心组集中学、
个人业余自学等方式,重点研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等规定篇目,强化

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区委协调

小组通过开展“三严三实”学习问答、组
织观看电影«第一书记»和«高墙悲歌»、
走进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修身堂、
参加干部大讲堂、到滨海监狱接受教育

等多种方式,促进处以上干部净化灵

魂、提升境界.全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

共组织集中学习１４６７次,处以上领导

干部撰写交流材料４０２０篇,一般党员

干部撰写体会文章３１２６篇.
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普遍召开问

题分析会,对照市委提出的５个方面

“不严不实”问题和１９种具体表现,
结合正反两方面典型,采取以上率下

带头查、对照镜子仔细查、征求意见

广泛查、主动担责深入查、专题分析

互相查等方式,逐一列出问题清单.
局处级领导班子成员先后４１５１次深

入村居、企业、学校、医院等基层调

研,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各部门各单

位共查摆“不严不实”问题９４０９个,
制定整改措施１０１８４条.全区层面

梳理归纳“勇于担当精神不足”等１０
个方面主要问题,区级领导班子和成

员共查找６个方面３８种具体问题.
坚持从严从实、突出问题导向、

贯彻整风精神,以严格党内生活、严
肃党的纪律、深化作风建设为主题,
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普遍召开专

题民主生活会.市委派出督导组,对
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四套领

导班子进行全程督导;区委从组织、
纪检等部门抽调干部成立７个督导

组,对区级部门、街镇、功能区、企业

等９６个处级领导班子进行全程督

导.各级领导班子制定工作方案,广
泛征求意见建议,深入剖析关于遵守

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践行“三严三实”等方

面的突出问题,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

料.会上班子成员认真开展自我批

评和相互批评,做到真刀真枪、见筋

见骨,收到教育警醒提升的效果.认

真落实党员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

制度,局处级领导干部全部以普通党

员身份参加所在支部的组织生活会.
区委常委会带头瞄准问题靶子,

提出落实“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等

１６个整治措施和“干部借口不出事而

不作为”等１２个专项整治任务,并把

市委明确的６个专项整治４７项整改

任务分解到１８个部门单位,明确整改

路线图和时间表.区委协调小组部署

开展“明责任亮举措问实效”活
动,督促各级公开整改举措,晾晒整改

成效,实行第三方评价,让党员干部群

众监督评判.着眼解决基层不作为乱

作为等损害群众利益问题,成立５个

区级专项检查组,执法部门、窗口单

位、服务行业深入开展执法大检查、案
卷评查、执法评议活动,各级共排查问

题１５３个,制定整改措施１５８条.纪

检监察部门加大正风肃纪力度,制定

纪委书记约谈下级党委书记实施方

案,创建微信监督平台,公布２４小时

举报电话,组织３７９人次明察暗访,发
现疑似问题线索１８９个,党政纪处分

处级干部１４名,查处基层党员干部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要求问题１６件.针

对天津港“８１２”事故和多起违纪违

法案件暴露的问题,区委区政府举一

反三,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召
开廉政警示教育大会,干部时刻绷紧

安全发展弦、廉洁干事弦.
(谯元华　周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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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　述　

改善民生２０件实事

　　２０１５年滨海新区改善民生２０
件实事共涉及２０个大项６７个子项.
区委、区政府对改善民生２０件实事

始终高度重视,主要领导亲自组织

研究推动.区政府建立统筹协调机

制,对项目的立项、部署、督导全过

程精心组织,做到有领导、有制度、
有监 督.区 政 府 办 公 室 通 过 季 度

汇总、组 织 协 调、现 场 督 查 等 手 段

督促 项 目 进 度.承 担 任 务 的 各 部

门、各单 位 按 照 区 委、区 政 府 的 统

一要求,超前谋划、细化举措,全力

推动 各 项 工 作 的 落 实.在 全 区 上

下共同努力下,２０件实事项目全面

完成.
一、改善群众居住条件

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项目２个、
共５０００套.新增租房补贴３６９户.
示范小城镇建设竣工１６６２万平方

米,新开工安置住宅３２万平方米.
二、持续扩大社会就业

新增就业１３９万人,转移农村

富余劳动力６８００人,城镇登记失业

率控制在３３％以内.落实市政府

百万技能人才培训福利计划,全年

组织１５２万人参加培训.发放创

业小额担保贷款１１亿元,扶持５４５
人成功创业.组织创业培训２８个

班次.
三、提升群众收入水平

审查工资集体协议１３１７份,覆
盖企业１３４万户、５５万人.落实天

津市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政策.完成

书面劳动保障审查９００１户.清理

拖欠劳动者工资６２５９万余元.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立案受理３４６２件,
审 结 ３２７７ 件.新 建 设 施 种 植 业

１２０７亩,推动种植业生产保险全覆

盖工作.
四、完善城乡社会保障

调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和城

乡老年人生活补助标准,使３４万居

民受益.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筹资标准,由人均每年５２０元提高

到６７０元.提高城镇职工和城乡居

民生育保险待遇水平,分别将女职工

分娩、剖腹产医疗费的定额支付标准

统一提高到３８００元和２２８０元.调

整失业保险金标准,使１３２万人次

受益.
五、帮扶特殊困难群体

组织科技人员为全区６个困难

村提供农业技术服务,解决实际问题

３０余项.为１０１８名困难母亲发放了

生活救助金.举办“心系母亲,温情

助困”暨妇女创业就业援助项目活

动.对１７所学校的５７名高中阶段

残疾学生实行了免费教育.
六、提升学校现代化水平

新区教育数据中心和教育专网

建设正在组织实施.６所幼儿园和５
所中小学工程已竣工.另外,４所幼

儿园和５所中小学工程已开工建设.

４所高中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已竣工.

６７所义务教育学校达标提升改造项

目全部完工.
七、提高公共医疗水平

区妇女儿童保健中心投入使用.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具备使用条件.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滨海医院地下

工程完成,部分工程主体结构已封

顶.塘沽妇产医院改造工程已完工.

１７家公立医院全面启动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落实«天津市妇女儿童健康

促进计划»,为全区２２５万余人提供

２０项惠民项目.流动人口卫生计生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试点１２项重点

工作均完成.
八、加强食品药品监管

完成“放心药厂”、“放心药店”
创建工作,认定１６家药品生产企业

为“放心药厂”,认定 A 级放心药店

２３家.完成放心食用油工程建设,
认定“放心食用油”A 级企业８家、
“放心食用油”B级企业４家.完成

２家市级食品安全管理示范店创建

工 作.新 建 放 心 菜 基 地 ５６００ 亩.
建设安全蔬菜生态种植核心基地３
万平方米和生产供应基地３０００亩.
建设农产品物流配送中心６０００平

方米,３０个安全蔬菜终端销售网点

已建成.
九、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汉沽文化馆、汉沽图书馆、塘沽

博物馆、塘沽少儿图书馆改造提升工

程已竣工.实现公共电子阅览室街

镇文化站全覆盖.组织外来建设者

免费观看院线电影３３场次,市民文

化讲堂活动完成２００余场次,放映公

益电影４３００场次.“快乐文化基层

行”活动已组织演出和展览 １３７场

次.刊发«滨海文化３６５»便民手册

１２期.举办第十届天津滨海艺术节、
第五届滨海新区社区文化艺术节、第
六届中国(天津滨海)国际文化创意

展交会.
十、增建群众健身场所

更新安装１０２套全民健身路径.
建成４个示范性健身公园.举办３
期广场健身舞培训班.在全区范围

内开展“一街(镇)一品”群众体育品

牌创建活动.
十一、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第一、第二老年养护院已竣工,
新增养老床位１５００张.

十二、完善便民服务功能

８８９０服务热线、区长专线已与市

专线服务中心进行对接,并统一接入

市专线服务中心网络.２家标准化菜

市场已建成营业.新区行政服务中

心已完成内外部装修工程.新区出

入境服务大厅已累计受理各类出入

境证件７９７万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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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提升公共交通质量

西部新城、中心商务区公交首末

站投入使用.购置３３７部新型节能

环保公交车.完成１５条道路标线重

新施划工作.津沽一线与东盐路交

口交通信号灯投入使用.
十四、改造城市路水气热

滨海立交桥单柱加固项目、芦堂

路大修工程和四号路路口渠化工程

完工.完成６项骨干河道治理工程、

７项国营泵站提升改造工程及３项市

政泵站管网提升改造工程.８个老旧

住宅小区供水管网改造工程完工,改
造户数１７２万户.供热管网改造工

程竣工并投入使用,完成“一户一环”
改造１５６万户.

十五、推进清新空气行动

完成７家企业脱硫除尘改造及

挥发 性 有 机 物 治 理.淘 汰 黄 标 车

１８９万辆.实现１２座燃煤工业锅炉

改燃、并网和停用.更换农村民用无

烟煤炉具２６２万台.
十六、打造清水河道

大港污水处理厂二期完成设备

安装.铺设污水处理配套管网１４公

里.完成３５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

污治理工作.
十七、实施市容环境整治

完成农村造林绿化６１５９亩,植
树９６８１万株.全区绿化竣工面积

５９７万平方米.其 中,北 三 河 郊 野

公园起 步 段 完 成 ４７ 万 平 方 米,官

港森 林 公 园 二 期 完 成 １８ 万 平 方

米,独流 减 河 郊 野 公 园 完 成 ７６ 万

平方 米.综 合 整 治 １０ 条 道 路、１２
个居 民 小 区 已 全 部 完 工.改 造 老

旧公厕１８座.北塘溶盐池、维修转

运中 心 工 程 完 工.高 标 准 创 建 美

丽社区６０个.
十八、推进美丽社区建设

举办“和谐家庭大讲堂”中小型

讲座５４场.确定新开里、遵义里、平

阳里等２０个老旧小区试点,加强小

区物业管理工作.
十九、改善农村生产生活

新建清洁村庄５６个,美丽村庄５
个,打造、提升５个清洁村庄示范村.
维修改造乡村公路７２公里、农用桥

闸涵５６座.完成１２个村饮用水设

施改造工程.启动试点村垃圾收运

设施建设,完成４５０个地埋式环保垃

圾桶站建设工作.
二十、推进法治滨海建设

推进区、街镇两级公共法律服务

中心及村居公共法律服务站建设.
在街镇设立法律援助站,在村居设立

法律援助联系点,在法院、看守所设

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在滨海新区军事

部设立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办公室.
编制«滨海新区视频监控系统建设方

案».各功能区建成７００路视频,推
动了各功能区视频监控系统建设.

(吴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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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滨海新区机构及负责人

(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

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委员会

常　　委　　宗国英

中国共产党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

书　　记　　　宗国英

副 书 记 张　勇　于景森(蒙古族)　张传捷

常　　委 宗国英　张　勇　于景森(蒙古族)

张传捷　霍庆生(至２０１５年８月)

石凤妍(女,至２０１５年８月)　张锐钢

赵玉石　郑伟铭　张　亮　孙长顺

韩远达　高宝江(２０１５年８月起)

殷　奇(２０１５年８月起)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办公室(１ 挂中共天津市滨

海新区委员会研究室、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台湾工

作办公室(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中
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区级机关工作委员会牌子.２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机要局(天津市滨海新区国家

密码管理局)、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保密委员会办

公室(天津市滨海新区国家保密局)为区委部门管理机构,

由区委办公室管理.３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委办公室(区委研究

室).４天津市滨海新区档案局为区委直属事业单位)

区委办公室主任　　　　张　健

区委台办主任　 王贵臣

区级机关工委书记 孙长顺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组织部(１ 挂中共天津市滨

海新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牌子.２天津市滨海新区机构

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与其合署办公.３中共天津市滨海新

区委员会老干部局由区委组织部管理)

组织部部长　　　　 韩远达

区编办主任　 张　青(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区党史研究室主任　 张　青(兼,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区委老干部局局长　 张德发(兼,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宣传部(１ 挂中共天津市滨

海新区委员会对外宣传办公室(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

新闻办公室)和天津市滨海新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

室牌子.２天津市滨海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挂天津市滨

海新区新闻出版局牌子,列入区政府序列,不计机构个数,

与区委宣传部合署办公)

宣传部部长 于景森(兼,蒙古族)

区文广局局长 张长海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挂天津市滨

海新区人民政府民族宗教侨务办公室牌子)

统战部部长 石凤妍(兼,女,至２０１５年８月)

高宝江(２０１５年８月起)

区民宗侨办主任 刘　钊(兼)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政法委员会(１ 挂天津市滨

海新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中共天津市滨海

新区委员会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天津市

滨海新区人民政府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牌子.２
天津市滨海新区维护稳定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委政法

委员会)

政法委书记 张传捷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主　　任 赵建国

副 主 任 刘明森　杨树久　姜立超

王凤双　张永珍(女)　李立根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主　　任 刘玉发

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室(人事任免工作室)

主　　任 路长春

区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

主　　任 路有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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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大常委会财经预算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林永梅(女,２０１５年５月起)

区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

主　　任 徐永焱(女)

区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

主　　任 刘秋梅(女)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

区　　长 宗国英(至２０１５年１月)
张　勇(２０１５年１月起)

副 区 长 张锐钢　郭景平(女)　孙　涛

金东虎(朝鲜族)

杨　兵(至２０１５年１月)

杜　翔　单泽峰(２０１５年８月起)

张铁军(２０１５年１月起)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１ 挂天津市滨海新区

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港澳工作

办公室、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研究室、天津市滨海新

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天津市滨海新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牌子.２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中共天

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信访办公室)与其合署办公.３ 天

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为天津市滨海新

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委员会常设办事机构,加挂天津市滨

海新区应急指挥中心牌子,设在区政府办公室)
主任、党组书记 曹金秋

信访办主任 高富港

天津市滨海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１挂天津市滨海新区统

计局、天津市滨海新区粮食局牌子.２天津市滨海新区国防

动员委员会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设在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任、党组书记 陈春江(至２０１５年１月)
杨金星(２０１５年５月起)

统计局局长 刘华健

天津市滨海新区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挂天津市滨海新区

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局牌子)

主任、党组书记 夏青林

天津市滨海新区商务委员会(挂天津市滨海新区招商局和

天津市滨海新区旅游局牌子)

主任、党组书记 徐大彤(至２０１５年１月)

李彩良(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起)

天津市滨海新区教育体育委员会(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

府教育督导室办公室由区教育体育委员会代管)
党委书记、主任 王延文

天津市滨海新区科学技术委员会(挂天津市滨海新区知识

产权局牌子)
主任、党组书记 黄亚楼

天津市滨海新区民政局(１ 天津市滨海新区拥军优属拥

政爱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民政局.２天津市滨

海新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区民政局)

局长、党组书记 郭志寅

天津市滨海新区司法局

局长、党组书记 杨金星(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刘金海(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起)

天津市滨海新区财政局(挂天津市滨海新区金融服务局

牌子)

局长、党组书记 梁宣健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挂天津市滨海新

区公务员局、天津市滨海新区外国专家局牌子)

局长、党组书记 孟繁萍(女)

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挂天津市滨海新

区房屋管理局牌子;设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

理局第一、第二、第三分局３个派出机构.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天津市滨海新区不动产登记局成立)
局　　长 霍　兵

党委书记、副局长 彭　博(至２０１５年６月)

天津市滨海新区建设和交通局(１挂天津市滨海新区水务

局、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人民防空办公室、天津市滨海

新区人民政府民防办公室和天津市滨海新区地震办公室牌

子.２设天津市滨海新区建设和交通局第一、第二、第三

分局３个派出机构.３天津市滨海新区国防动员委员会

交通战备办公室设在区建设和交通局.４天津市滨海新

区供热办公室设在区建设和交通局.５天津市滨海新区

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区水务局.６天津市滨海新

区水务局挂天津市滨海新区节约用水办公室牌子)
党委书记、局长 马仲雷(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李　浩(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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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滨海新区环境局(天津市滨海新区城市管理综合执

法局为区环境局管理的行政执法机构.挂天津市滨海新

区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牌子)

党委书记、局长 左凤伟

天津市滨海新区农村工作委员会

党委书记、局长 刘庆纪(至２０１５年５月)

蒋凤刚(２０１５年７月起)

天津市滨海新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挂天津市滨海新

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牌子)

党委书记、主任 尹占春

天津市滨海新区审计局

局长、党组书记 李向前

天津市滨海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１ 设天津市滨海

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第一、第二、第三分局３个派出

机构.２天津市滨海新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区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局长、党组书记 曹春波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党委书记、主任 张　彬

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２０１５年３月)

党委书记、局长 李荣强(２０１５年１月起)

天津市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挂天津市滨海新区行政服务

中心牌子)

局长(主任) 张铁军

党组书记 许春梅

天津市滨海新区投资促进中心

局长(主任)、党组书记 纪泽民(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滨海新区

委员会机关

主　　席 杨英涛

副 主 席 吴庆云(女)　赵顺利

赵　忠　高相忠

杨志刚(兼)

杨建英(兼,女)

邵芝祥(兼)　赵树月(兼)

区政协办公室

主　　任　　　　　　　李彭耕(至２０１５年４月)

张德发(２０１５年１１月起)

区政协委员联络室

主　　任 王恩璋

区政协专门委员会第一办公室

第一办公室主任 范术刚

区政协专门委员会第二办公室

第二办公室主任 高德禄

区政协专门委员会第三办公室

第三办公室主任 杨军山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

(天津市滨海新区监察局与其合署办公,一套机构、
两个牌子)

书　　记 霍庆生(至２０１５年７月)

殷　奇(２０１５年７月起)

副书记、监察局局长 孙建华(至２０１５年５月)

刘庆纪(２０１５年５月起)

功能区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天津南港工业区管理

委员会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工委书记 许红星(２０１５年７月起)

工委副书记、主任 王盛(２０１５年７月起)

主任、党组副书记 许红星(至２０１５年７月)

党组书记、副主任 王盛(至２０１５年７月)

天津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与天津空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

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工委书记 尤天成(２０１５年１１月起)

工委副书记、主任 杨兵(２０１５年７月起)

主任、党组副书记 杨兵(至２０１５年７月)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工委书记 荣建勋(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倪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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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管理委员会(挂天津东疆港区管理委员

会牌子)

主任、党组书记 张爱国(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沈　蕾(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起)

中新天津生态城管理委员会

主任、党组书记 徐大彤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管理委员会

主任、党组书记 郑伟铭

天津临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

主任、党组书记 王国良

民主党派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杨志刚

中国民主同盟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

主任委员 郭景平(女)

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杨建英(女)

中国民主促进会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

主任委员 邵芝祥

中国农工民主党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

主任委员 赵树月

中国致公党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

主任委员 林心宪

九三学社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

主任委员 罗家均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天津市委员会滨海新区工作委员会

主任委员 郑月晨(女)

人民团体

天津市滨海新区总工会

主席、党组书记 刘明森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挂天津市滨

海新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天津市

滨海新区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公室牌子)

书记、党组书记 黄　东

天津市滨海新区妇女联合会

主席、党组书记 苏　文

天津市滨海新区工商业联合会

主席(会长) 姜立超

党组书记 刘　钊

天津市滨海新区科学技术协会

主　　席 张耀洲(兼)

天津市滨海新区残疾人联合会

主　　席 郑伟铭

天津市滨海新区海外联谊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归国华侨联合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留学人员联谊会

海外联谊会会长 石凤妍(兼)

归国华侨联合会会长 尹　波

留学人员联谊会会长 林心宪

“三联”党组书记 刘　钊(兼,至２０１５年４月)

吕　力(兼,２０１５年４月起)

公安法院检察院

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

局长、党委书记 张　亮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塘沽审判管理委员会、汉沽审

判管理委员会、大港审判管理委员会、功能区审判管理委

员会为区人民法院派出机构)

院长、党组书记 宋春香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塘沽人民检察院、汉沽人民

检察院、大港人民检察院为区人民检察院派出机构)

检察长、党组书记 张海波(至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侯　智(２０１４年１１月起)

街道乡镇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塘沽街道

工委书记 宫丽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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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主任 陈长顺(至２０１５年５月)

王　珂(２０１５年５月起)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杭州道街道

工委书记 王　杰

办事处主任 李　芬(至２０１５年５月)

张凌霄(２０１５年５月起)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新北街道

工委书记 王乐成(至２０１５年４月)

甄士东(２０１５年４月起)

办事处主任 沈利民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新河街道

工委书记 刁望金

办事处主任 肖　辉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大沽街道

工委书记 邓大为

办事处主任 张　武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北塘街道

工委书记 于　军(至２０１５年７月)

续　光(２０１５年７月起)

办事处主任 刘安文(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乔柏林(２０１５年１１月起)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胡家园街道

工委书记 巩墨柱

办事处主任 闫立国

天津市滨海新区新城镇人民政府

党委书记 王红卫

镇　　长 窦广春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汉沽街道

工委书记 张宝山

办事处主任 张世生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茶淀街道

工委书记 刘大立(至２０１５年４月)

赵　忠(兼,２０１５年４月起)

办事处主任 宋金生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寨上街道

工委书记 陈玉慧

办事处主任 王连平

天津市滨海新区杨家泊镇人民政府

党委书记 王广兴

镇　　长 王会胜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大港街道

工委书记 韩　英

办事处主任 窦克忠(至２０１５年５月)

陈良文(２０１５年５月起)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海滨街道

工委书记 元绍峰

办事处主任 窦文生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古林街道

工委书记 吕燕龙

办事处主任 郭成报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镇人民政府

党委书记 蒋凤刚(至２０１５年７月)

窦汝春(２０１５年７月起)

镇　　长 窦汝春(至２０１５年７月)

耿庆辉(２０１５年７月起)

天津市滨海新区太平镇人民政府

党委书记 张发国

镇　　长 王学森

天津市滨海新区小王庄镇人民政府

党委书记 曹西志

镇　　长 信佩春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泰达街道办事处

办事处主任 孙爱军(兼)
(区委组织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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