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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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与天津市宁河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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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次大海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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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区平均气温１２６℃,年均温差

３０７℃.高温天气多集中于７月,平
均气温 ２６℃;低温天气多集中于 １
月,平均气温－４７℃.极端最高气

温４０３℃(大港１９８８年６月１３日),
极端最低气温－２０３℃(大港 １９７９
年１月３１日).无霜期２０６天.日

照时间长,年日照时数为２８９８８小

时,平均日照率为６４７％.年太阳辐

射量为１２８８千卡/平方厘米,是天

津太阳能辐射最丰富的地区.全区

年平均降水为６０４３毫米,多集中于

夏季,占全年降水量的７６％,最大日

降水量为２４０３毫米.年蒸发量为

１４６９１毫米,是降水量的２倍.全区

月平均风速为４米/秒,极端最大风

速为 ３３ 米/秒,风 能 密 度 平 均 达

１５５~１７０瓦/米,风能资源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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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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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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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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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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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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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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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朴典雅、蕴积深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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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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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滨海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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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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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响

螺湾旅游板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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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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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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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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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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９日,建
立滨海新区行政区划.有 ２０ 街 ７
镇,１２ 个 功 能 区.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滨海新区第二轮行政体制改革启

动.撤销塘沽、汉沽、大港三个城区

工委、管委会建制.

２０１４年１月２日,区委印发«关
于整合滨海新区功能区的方案»和

«关于调整滨海新区部分街镇行政区

划的方案»的通知.
将１２ 个 功 能 区 整 合 为 ７ 个.

１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

区).将轻纺经济区规划面积５８平

方公里、北塘经济区规划面积１０平

方公里划归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整合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总

面积３９８平方公里.２ 中新天津生

态城.将滨海旅游区规划面积１００
平方公里和中心渔港经济区规划面

积１８平方公里并入中新天津生态城

管理范围,由中新天津生态城管委会

管理三个区域.生态城规划面积３０
平方公里区域内的开发模式、原有政

策、投资主体及其它相关约定保持不

变.整合后,中新天津生态城管辖规

划总面积为１４８平方公里.３ 滨海

高新区.将塘沽海洋高新区规划面积

４５平方公里划归滨海高新区,整合后

滨海高新区规划总面积为９９平方公

里.４中心商务区.将中心商务区

规划面积由３７５平方公里扩大到４６
平方公里,即将其开发建设范围拓展

至新设立的塘沽街全域和新设立的大

沽街部分区域.５ 天津港保税区保

持现状,规划总面积７３平方公里.

６东疆保税港区保持现状,规划总面

积３０平方公里.７．临港经济区保持

现状,规划总面积２００平方公里.
功能区整合后,开发区与北塘

街,滨海高新区与新河街、新北街,中
新天津生态城与寨上街,中心商务区

与塘沽街、大沽街形成融合发展的新

机制.区委、区政府统领功能区和街

道工作.功能区主要负责统筹区域

规划、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等.街道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着力做好民计民

生和社会管理等工作.
将２７个街镇调整为１９个街镇.

１撤销于家堡街、新港街、新村街,设
立塘沽街.将于家堡街、新港街两个

街道办事处的行政区域以及新村街

海河以北区域合并,设立塘沽街.辖

区总人口３１万人,设３１个居委会.

２撤销大沽街、渤海石油街,设立新

的大沽街.将大沽街、渤海石油街两

个街道办事处的行政区域以及新村

街海河以南区域合并,设立新的大沽

街.辖区总人口１２万人,设１７个居

委会.３ 撤销杭州道街、向阳街,设
立新的杭州道街.将杭州道街、向阳

街２个街道办事处的行政区域合并,
设立新的杭州道街.辖区总人口２２
万人,设２６个居委会.４ 撤销汉沽

街、大田镇,设立新的汉沽街.将汉

沽街、大田镇两街镇的行政区域与现

寨上街大丰路、汉蔡路以东,津汉高

速、汉南公路以北,滨唐公路以南区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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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合并,设立新的汉沽街.辖区总人

口８万人,设９个居委会和１０个村

委会.５ 撤销茶淀镇、河西街,设立

茶淀街.将茶淀镇、河西街两街镇的

行政区域合并,设立茶淀街.辖区总

人口８万人,设８个居委会和１７个

村委会.６ 撤销迎宾街、胜利街,设
立大港街.将迎宾街、胜利街两个街

道办事处的行政区域合并,设立大港

街.辖区总人口２１万人,设３３个居

委会.７ 撤销海滨街、港西街,设立

新的海滨街.将海滨街、港西街２个

街道办事处的行政区域合并,设立新

的海滨街.辖区总人口１７万人,设
３２个居委会和６个村委会.８ 调整

寨上街.调整后的寨上街由两部分

区域组成:东与河北省接壤,西至汉

蔡路,南至渤海湾,北至津汉高速、汉
南公路、杨家泊镇;东至大丰路、汉蔡

路,西至蓟运河,南至津汉高速,北至

府北街、友谊路.辖区总人口 ８ 万

人,设１０个居委会和２个村委会.
滨海新区街镇行政区划调整,泰

达街、新北街、新河街、北塘街、胡家

园街、古林街、新城镇、杨家泊镇、中
塘镇、小王庄镇、太平镇等１１个街镇

的行政区划暂时保持不变.

２０１４年,滨海新区行政区划勘界

领导小组及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完
成全区实地勘测工作,全部街镇和功

能区边界线确认工作.

〔人口〕　２０１４年底,全区常住人口

２８９４３万人,比上年末增加１０７１万

人.户籍户数４４０３万户,增加１１４
万户;户籍人口 １２０８４ 万人,增加

２６３万人.

经济社会发展

〔经济发展〕　２０１４年,滨海新区实现

生产总值８７６０１５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５５％.公共财政收入 １０２８２０ 亿

元,比上年增长１７０％.全社会固定

资 产 投 资 ５７８０１５ 亿 元,增 长

１５１％.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１２１３８７亿元,增长 １０％.城乡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９３％、

１１２％.万 元 生 产 总 值 能 耗 下 降

４０％,节能减排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全年实施重点工业项目２８６个,大众

变速箱等６８个项目竣工投产,天冠

能源等１０３个项目开工,腾讯数码云

计算基地等 １１５个项目加快建设.
八大主导产业支撑作用显著增强,战
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科技创新

能力持续增强,成功实施４０项自主

创新重大项目,飞腾 CPU、海燕水下

滑翔机等高端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成
功研发国内首款２８纳米手机芯片.
新增４８个国家级、市级重点实验室

和１２个市级工程中心,市级以上研

发中心达到３５４家.新增科技型中

小企业３８７４家、小巨人企业２２７家.
申请专利１８万件.现代服务业增

势强劲.天津港货物吞吐量５４亿

吨,集装箱吞吐量１４３０万标箱;机场

旅客吞吐量１２００万人次,货邮吞吐

量２５万吨.新引进中集物流、神州

汽车租赁等１８个总部项目,总部企

业超 过 ２６０ 家.亿 元 楼 宇 达 到 １２
个.方特欢乐世界、东方书画院等一

批项目竣工运营,高银１１７、东疆游艇

俱乐部等一批项目顺利推进.全年

旅游接待量２２００万人次,举办大型

展会 ８５ 场.现代都市农业加快发

展,新增设施农业３０２６亩,１６个市、
区农业园区带动作用明显增强.

〔功能区建设〕　２０１４年,滨海新区坚

持开发先导,功能区建设增创新优

势.七大功能区立足功能定位,突出

产业特色,发挥主战场和主力军作

用,开发建设与招商引资同步推进.
开发区主要指标连续多年在国家级

开发区中位列第一,现代服务产业区

服务辐射功能进一步增强,南港口岸

开放获国务院批复.保税区航空物

流区启动建设,空客中国总装线二期

合作协议签订,航天航空产业加速聚

集.滨海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千亿

元,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获批建设,
未来科技城京津合作示范区启动.
东疆保税港区初步建成北方国际商

品进口基地、高端航运物流基地、国
家租赁业创新示范基地,第一艘国际

登记船舶落户.中新天津生态城被

批准为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３D 影

视园、妈祖文化园等一批项目加快建

设.临港经济区智能装备和海洋经

济板块成为新的增长点,工业区与港

区一体化联动效应初步显现.中心

商务区生产总值实现倍增,宝龙国际

中心、深福保大厦等１０栋楼宇竣工,
区域形象全面升级.

〔城市建设〕　２０１４年,滨海新区坚持

建管并举,美丽滨海建设呈现新面

貌.突出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全面

实施“美丽滨海一号工程”.投入

７００亿元,建设７４个基础设施重大项

目.天津港新增码头岸线 ６９１ 公

里、泊位７１个,完成３０万吨级深水

航道二期工程.滨海国际机场T２航

站楼、地下交通中心、地铁２号线机

场延伸线投入使用.集疏港铁路进

港三线、南港铁路加快建设,京津城

际延伸线、于家堡高铁站基本建成,
轨道交通B１线前期工作启动.西外

环高速、津汉高速、津港高速二期快

速推进,海河隧道竣工.实施新北

路、津沽一线、集疏港二三线立交等

一批项目拓宽改造.新建、改造乡村

公路５０公里.积极推进“四清一绿”
行动,完成空气污染治理任 务 ２７０
项、主要污染物减排项目８８个,治理

河道１５２公里,清整村庄９１个,新建

提升绿化５６０万平方米.启动大港

地区空气异味综合治理.港东新城

污水处理厂试运行.官港郊野公园

对外开放,独流减河郊野公园一期、
北三河郊野公园起步段和响螺湾彩

带公园二期工程全面完成.搞好市

容环境综合整治,整修提升２５条道

路、２０个社区,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社会事业〕　２０１４年,滨海新区加快

推进“十大民生工程”,建设５０个重

点项目,对接公共服务优质资源,促
进社会事业发展.建成天津师大滨

海附小、大港福春园中学和汉沽三

中,天津实验中学滨海学校、南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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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滨海生态城学校建设进展顺利,耀
华中学滨海学校落户中心商务区.
完成５４所学校现代化达标提升改

造.新增２所特色高中校.启动职

业院校布局调整,建成２个紧缺型人

才培养基地.第五中心医院建成三

级甲等医院,被授牌为北京大学滨海

医院.天 津 医 科 大 学 空 港 国 际 医

院、中新生态城医院、区公共卫生服

务中心一期工程等项目主体竣工,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滨海医院开工

建设.市肿瘤医院滨海分院完成选

址,滨海中医院落户北塘.新引进３
家高端 民 营 医 疗 机 构.实 施 了 ２０
项妇女儿童惠民项目.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补助标准提高到人均４５元.
新建扩建６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启
用５８个标准化村卫生室.广泛开

展全民健身活动,建成１９４个健身

路径,成功举办５项全国性赛事,体
育后备人才培养成效显著.大力实

施文化惠民工程,提升改造５个文

化场馆,建成１０个全国一级街镇文

化站.创建１０７个市级文明单位、
文明社区、文明村镇,被评为全国文

化先进区.
群众生活质量不断提高.新增

就业１３万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５０６２人,帮扶１６８２名困难人员再就

业,城镇登记失业率３％.社保联动

机制不断完善,职工参保率达９６％.
开展系列救助、慈善活动,发放各类

救助金８６００余万元.新开工建设保

障性住房５１００套.新开提升公交线

路４０ 条,投入节能环保车 ３２７ 部.
第一老年养护院建设进展顺利,第二

老年养护院主体封顶,贻芳托老所、
大港老年大学基本建成,新建民办养

老机构６家,发放各类涉老资金２０００
万元.１１个街镇服务中心建成使用,
新建提升１７３个社区服务站,建成示

范社区２０个.

〔行政服务〕　２０１４年,滨海新区认

真执行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
自觉接受监督,及时听取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的意见,各类建议、提案全

部办复,满意率９９４％.健全政民

零距离、区长热线、区长信箱等沟通

平台,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完

善“五位一体”大调解机制,落实领

导包案制,妥善处置突发性事件和

群体性 事 件.深 入 开 展 “六 五”普

法,推动法律服务向社区延伸.扎

实推进平安滨海创建活动,创新“显
性用警”模式,人民群众安全感不断

增强.成立街镇公共安全办公室,
生产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食
品药品安全得到全面加强.支持工

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开展工

作.双拥、民族、宗教、侨务和对台

工作取得新成绩.严格落实“八项

规定”,狠刹“四风”,加强重点工程

审计监察,反腐倡廉和作风建设取

得明显成效.
(王　芳)

图１　２０１４年地区生产总值构成

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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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５日

　　２０１４年,滨海新区在市委、市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按照市委十届四次、五次全

会和区委二届二次全会的部署,牢牢

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着力深

化改革、强化创新驱动、优化发展环

境、改善民生福祉,凝心聚力,攻坚克

难,全区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社会事

业继续发展,民生进一步得到改善.

　　一、综合

综合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总量

跃上新台阶.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８７６０１５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比上年增长１５５％.分产业

看,第一产业完成１０９５亿元,增长

３２％;第二产业完成５８２８４３亿元,

增长１６４％;第三产业完成２９２０７７
亿元,增长１３６％.三次产业结构为

０１:６６６:３３３.
功能区联动发展,区域产业布

局更加均衡.２０１４年,七大功能区

发挥 主 战 场 和 主 力 军 作 用.开 发

区完成增加值２８０１０１亿元,增长

１５２％;保 税 区 完 成 增 加 值

１３９２０４亿 元,增 长 １５４％;高 新

区完成增加值１１６８６３亿元,增长

１５６％;东疆保税港区完成增加值

８０７０亿 元,增 长 ２８６％;中 新 生

态城完成增加值９５９１亿元,增长

１５８％;中 心 商 务 区 完 成 增 加 值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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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滨海新区生产总值

７５０３亿 元,增 长 ３０３％;临 港 经

济区 完 成 增 加 值 ２３８９８ 亿 元,增

长３７７％.
二、农业

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农业总产

值完成２８１２亿元,增长３０％.其

中,种 植 业 产 值 ８２３ 亿 元,增 长

１１０％;畜牧业产值７７４亿元,增长

１０８％;渔 业 产 值 １２１４ 亿 元,下

降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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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家,累计建成农民

合作社７３７家(国家级７家,市级５０
家),市级龙头企业３１家.新建设施

农业１４６８亩,放心菜基地４３００亩,
新增畜牧重大项目 ６ 个、养殖园 ４
　　

个,有３个农业项目入选国家级项

目.全区共有９个市级农业科技园

　　

区,１个市级农业产业园区,７个区级

农业产业园区.

主要农副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　位 ２０１４年 比上年增长(±％)

粮　食 吨 ４８３５０ －１７

肉　类 吨 ２５５５９ ０５

奶　类 吨 ５３０２０ ２６７３

水产品 吨 ８１６２８ －１０１

禽　蛋 吨 １４６６２ １６７０

水　果 吨 ５９８５３ １１３

蔬　菜 吨 １０７２９８ １８９

　　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

展.完成农村绿化造林５６１７亩,完
成村庄立面整治２７７万平方米,安
装太阳能路灯２０００余盏,铁杆路灯

５００余盏,景观灯２００余盏,完成村庄

绿化１６７０亩.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生产稳步增长.全年实现

工业增加值５５２４１６亿元,比上年

增长１６９％.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１６７１９９１亿元,增长７４％;销
售 产 值 １６２２９１２ 亿 元,增 长

３７％.规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

业完成主营业务收入１６６０９２７亿

元,增长２７％;利润总额１２２２７６
亿元,下 降 １８％.在 规 模 以 上 工

业中,八 大 优 势 产 业 总 产 值 完 成

１４６４４０３亿元,占全区规模以上工

业比重 达 到 ８７６％.航 空 航 天 产

业发展迅速,增长７２９％;生 物 医

药、汽车及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快

速增长,分别增长１７５％、１３０％;
粮 油 轻 纺 等 产 业 生 产 平 稳,增

长１３％.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　位 ２０１４年 增长(％)

天然原油 万吨 ３０７４８４ １０

天然气 亿立方米 ２１１５ １２９

汽　油 万吨 １９１７８ －３４

化学纤维 万吨 １０８８ －５６

乙　烯 万吨 １２９０４ －１４

聚　脂 万吨 １７０９ －４２１

水　泥 万吨 １２９９ －７１１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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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产品名称 单　位 ２０１４年 增长(％)

生　铁 万吨 １１２１６２ ５９

粗　钢 万吨 １１７６７６ ２９

钢　材 万吨 １４８６９１ －１２５

无缝钢管 万吨 ２７８４７ －４８

汽　车 万辆 ４４１９ ３９

房间空气调节器 万台 ２２２４８ ２０

微波炉 万台 ７５６４９ －６６

移动电话机 万部 ９７５４１７ －７７

显示器 万部 ５０６０９ ２０４

集成电路 万块 １４２１７３ ８５

锂离子电池 万只(自然只) ４７２８４１１ －４３

化学原料药 吨 １９６０３０ －０８

中成药 吨 ２５１８４７ ４４

家　具 万件 ２９０５９ ６９

两轮脚踏自行车 万辆 １０５６５０ ７９

精制食用植物油 万吨 ７４３１９ ２２５

　　建筑业平稳发展.全年实现建

筑 业 增 加 值 ３０４２７ 亿 元,增 长

４５％.资质以上总包和专业承包建

筑企业完成总产值１９９２０３亿元,增
长 ７７％. 其 中,建 筑 工 程 产 值

１６６２１２亿元,增长７８％;安装工程

产值２６３１７亿元,增长５２％.全年

竣工产值８１４７８亿元,增长１８９％.
房屋建筑施工面积７９１８３８万平方

米,增长１２２％.

图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滨海新区固定资产投资

四、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

市场销售增长势头明显.全年

完成商品销售额１７２３０６６亿元,增
长 １３３％;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１２１３８７亿元,增长 １０％.在限额

以上批发零售业零售额中,家用电器

和音像器材类、五金电料类消费增长

较快,分别增长６９３％、２２８％;服装

鞋帽针纺织品类、书报杂志类和汽车

类消费增长平稳,分别增长 ３１％、
１０％和０２％.

商业载体建设不断加强.年末,
已投入运营的亿元批发市场共５家.
宝龙城购物中心投入使用.新建悦

海花园菜市场、正兴里菜市场、天保

金海岸菜市场,标准化菜市场已达

５３家.
住宿餐饮行业消费势头较好.

全年住宿餐饮业营业额 １６０５６ 亿

元,增长７０％.其中,限额以下住宿

餐 饮 业 营 业 额 １３３５２ 亿 元,增

长１００％.
五、交通、邮电和旅游

交通运输承载能力显著提升.
天津港货物吞吐量突破５亿吨,集装

箱吞吐量突破１４００万标准箱.全年

港口 货 物 吞 吐 量 ５４ 亿 吨,增 长

７９％;集装箱吞吐量１４０６万 TEU,
增长 ８１％;机 场 旅 客 吞 吐 量 达 到

１２０７３０万人次,增长 ２０３％;货邮

吞吐量２３３４万吨,增长８９％.
公共交通出行量持续增长.年

末,新区有公交线路１０５条,新辟公

交线路２６条,公交更新车辆３０７辆,
长客更新车辆１１８辆,运营公交车辆

２０３７辆,运营出租车约８０００辆.全

年轨道交通客运量４８２３８１万人,公
共汽(电)车客运量１５２亿人次,机
场起降航班１１４６万架次.

邮政通信业务量持续扩大.全

年邮电业务总量完成 ３５６８ 亿元.
其中,邮政业务总量４６６亿元,电信

业务总量３１０２亿元.全区有邮政

和快递企业１２９家,邮政和快递服

务 网 点 ３２８ 处. 发 送 邮 政 函 件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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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５１４万件;邮政包裹２４１３万件;
邮政快递５２３５６３万件.全区移动

电话 用 户 ２００８ 万 人,普 及 率 为

７６４部/百 人;公 网 固 定 电 话 用 户

６５８万户,普及率为２５０部/百户;
互联 网 用 户 １３７５ 万 户,普 及 率

为５２３％.

图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滨海新区公共财政收入

旅游市场繁荣活跃.全年新区

接待游客２２００万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１６０亿元.全区星级宾馆共

２８家,旅行社 ５１ 家.A 级景区 １１
家,工业旅游示范点１７家.航母主

题公园俄罗斯风情街、飞车特技表演

项目正式投入运营,赶海拾贝项目在

航母公园南北岛区域开放,中心商务

区响螺湾彩带岛公园投入运营且面

向市民免费开放,中新生态城方特欢

乐世界项目开业运营.
六、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总量持续扩大.

２０１４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完 成

５７８０１５亿元,增长１５１％.分产业

看,第一产业完成投资４３４９亿元,
增长 ２４４％;第 二 产 业 完 成 投 资

１８９７６４亿元,增长 １５１％;第三产

业完 成 投 资 ３８３９０２ 亿 元,增 长

１５０％.第三产业投资占新区固定

资产投资的比重为６６４％.第三产

业依然是支撑投资增长的主体.
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全年

新开工计划总投资额１亿元以上重

点项目３２０个,竣工项目３００个.其

中,新开工工业项目９７个,竣工项目

８３个.重点项目中计划总投资１０亿

元以上大项目２３５个,完成投资１８００
亿元,占新区重点项目完成投资的

４５％.中石化国家原油储备基地、通
用医疗设备生产基地、约翰迪尔工程

机械等重点项目已竣工.中海油浮

式LNG接收终端、华泰汽车总部及

生产基地一期、腾讯数码云计算基地

等１０３ 个 在 建 结 转 项 目 建 设 加 快

推进.
基础设施承载能力进一步提升.

天津港新增码头岸线６９１公里、泊
位７１个,完成３０万吨级深水航道二

期工程.滨海国际机场 T２航站楼、
地下交通中心、地铁２号线机场延伸

线投入使用.京津城际延伸线、于家

堡高铁站基本建成,轨道交通 B１线

前期工作启动.西外环高速、津汉高

速、津港高速二期快速推进,疏港二

三线立交匝道工程完工,实现了高速

直接进东疆港.中央大道海河隧道

完工通车,中央大道全线贯通.政通

大桥改造、四号路渠化等一批核心区

卡口改造工程完工并投入使用.骨

架路网的衔接道路建设不断完善,实
现各功能区与滨海新区核心区之间

３０分钟通达.
七、财政和金融

财政收支保持较快增长,保障能

力进一步增强.全年新区公共财政

收入１０２８２０亿元,增长１７０％.其

中,税 收 收 入 ６１７４５ 亿 元,增 长

６５％;非税收入４１０７５亿元,增长

３７２％.从税收收入主要税种看,增
值税１４２３０亿元,增长４８％;营业

税１７９８９亿元,增长８３％;企业所

得税１１２５８亿元,增长１０４％.
公共财政支出７４７０１亿元,比

上年增长１４８％.其中,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１３７０亿元,增长１９２％;
农林 水 事 务 支 出 ９２９ 亿 元,增 长

２４１％;医疗卫生支出２５０２亿元,
增长２６６％;科学技术支出３７７７亿

元,增长１９２％;教育支出８３４１亿

元,增长１５６％.
年末,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

各项存款余额４６４８９４亿元.各种

贷款余额７２３６１２亿元.其中,短期

贷款 １７８３７１ 亿 元,中 长 期 贷 款

２６７４９７ 亿 元. 全 年 新 增 贷 款

８１０８５亿元.其中,新增短期贷款

６５２８亿元,新增中长期贷款１４１０４
亿元,新增融资租 赁 ５４９２４ 亿 元.
年末主要农村金融机构农村商业银

行人民币贷款余额５３３１５亿元.
新区金融创新稳步推进.创新

交易市场持续发展,设立天津股权交

易所、金融资产交易所及矿业权交易

所等９家创新型交易市场,有效促进

资源合理高效流转.天津股权交易

所累计挂牌企业５５６家,涉及２９个

省市 １３２ 个 地 市,累 计 融 资 达 到

２６２５３亿元;铁合金交易所交易四个

品种,累 计 成 交 金 额 达 到 ６２７３６
亿元.

证券交易市场较为活跃.年末,
滨海新区境内上市股票数２６只.各

类证券交易额４０７７６９亿元.其中

股票交易额２４３８３６亿元,债券交易

额９４６亿元,基金交易额１６４９６亿

元,债券回购额１４６４９１亿元.年末

证券账户４７８５万户.期货市场成

交量８９５２３万手,成交额１０６７７８３
亿元.

八、教育和科学技术

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年末,滨海

新区拥有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共计

３２７所.其中,中职学校１３所,在校

学生８９５６人;普通中学８７所,初高

中在校学生６２６８１人;小学８９所,在
校学生７８８３８人;特教学校３所,在
校学生２８２人;幼儿园１３５所,在园

幼儿２７８８１人.举办了“２０１４年校长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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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领导力培训班”,组织开展了

汉字听写大赛、中华经典诵读、演讲

比赛等系列活动,师生综合素质不断

提升.
科技资源加速聚集.全年新增

国家级、市级研发中心６０家,国家级

科技产业化基地累计达６个,经认定

的市级以上研发中心总量达３５４家.
全区汇聚两院院士、长江学者、国家

科技奖项带头人等高端人才３２０多

名,海外留学归国人员 ４７００ 多人.
新区国家“千人计划”４６人,市“千人

计划 ”１０８ 人,分 别 比 上 年 增 长

１７９％和１７４％.
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２０１４

年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３８７４家,累
计达１８２０１家;新增科技小巨人企业

２２７家,累计达９６４家;新增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１７０家,累计达８９４家;
科技成果项目登记数达１６５项,签订

技术合同３０７０项,完成技术合同登

记额 １２９亿元;累计专利申请量达

２０２９７件,授权专利量达８３８０件,有
效专利量达２９６５６件;共获得１０项

国家科学技术奖,创新区成立以来最

高水平.
九、文化、卫生和体育

公共文化服务不断拓展.年末

全区有文化馆３个,博物馆３个,公
共图书馆６个.滨海文化中心服务

示范作用进一步体现,全年共举办展

览２６５场、演出５０２场、公益讲座４９８
场,外借图书１２６５４万册次.有线电

视用户达到４６万户,其中数字电视

用户约 ４５ 万户.全区共放映电影

６９万场次,观影人数达到２１８万人

次.１２月,天津市滨海新区被中华人

民共和国文化部授予“全国文化先进

单位”称号.由滨海新区参与投资的

３８集电视连续剧«妈祖»获得第２７届

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奖.成

功举办了合唱节、戏剧节、舞蹈节、器
乐节,７８个节目荣获市级文艺展演

奖项.
医疗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年末,

全区共有医疗卫生机构６２２所.其

中,医院６２所,乡镇卫生院９所,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站)２８２所,疾病预

防与控制机构 ７ 所,卫生监督所 ３
所,妇幼保健机构３所;共实有床位

７６２６张.其中,医院７１０６张,乡镇卫

生院１００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３３０张;共有卫生技术人员１２４６４人.
其中,执业医师 ４８５２ 人,注册护士

４９５４人.全年无偿献血 ２３０５７ 人.

２０１４年,第五中心医院建成北大医学

部教学医院,被授予北京大学滨海医

院牌子;泰心医院心内科被评为国家

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获批国家级

项目２项、市(局)级项目１６项,获资

助６６０万元;完成１６３万老年人免

费体检工作;城乡居民电子建档率达

到７００％;为２４０１对夫妇进行免费

孕前 优 生 检 查,完 成 全 年 任 务 的

１１６８％;发 放 计 划 生 育 特 扶 资 金

２９８５万元、奖扶资金２７６万元.
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年末,全区

有体育场１７个,体育馆１６个,游泳

池２１个,有看台的灯光球场５个,足
球场１４个,运动场１４个.体育领域

再创佳绩.滨海新区荣得２０１４年天

津市中小学田径运动会金牌榜、奖牌

榜和团体总分第一名.组队参加全

国健身秧歌大赛、全国游泳锦标赛、
全国传统武术等项目比赛,取得６块

金牌、４块银牌、７块铜牌.组队参加

天津市第十三届运动会,取得１３５块

金牌、８３块银牌、７８块铜牌,获成年

组金牌数和团体总分第一名.参加

天津市第五届全民健身运动会,获
得总成绩第一名.成功举办了第二

届亚洲空手道冠军杯暨全国空手道

冠军赛、国际攀登大赛、天津市第五

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式以及健身

秧歌、太极拳剑比赛.塘沽青少年

业余体校连续三次被国家体育总局

命名为“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

基地”.
十、环境保护和市容环境

环保设施建设不断加强.实现

大港港东新城等５个污水处理厂通

水试运行和设备安装工作.投资完

成渤海石油地区污水管网改造工程

等７项配套管网建设.新建改造提

升公园７个,占地面积约２０３万平方

米.全区义务植树１１４２４万株,成

活率达到９０％以上.在２０１４年市容

园林委开展的天津市星级公园评比

活动中,滨海新区临港生态湿地公园

被评为天津市五星级公园.
环境改造力度不断加大.城区

实现生活垃圾专业化管理覆盖面达

到１００％,全区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到９５％.综合整修建筑５７０栋,平改

坡８５栋,粉刷楼体面积１１４万平方

米,拆除违章建筑７００平方米,空调

移机３５００个,安装空调罩１７８０个,
规范牌匾２０１６块,整修道路４５万平

方米.确定国控、市控、区控危险废

物排放重点源企业３７３家,比上年度

增加４２家.
环保效果日益显著.２０１４年,

全区空气质量达到或好于二级的天

数 为 １８１ 天,空 气 质 量 优 良 率

４９６％.城镇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

力为７６４万吨/日.饮用水源达标

率１００％.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

圆满完成市政府下达的“增加平衡”
控制任务.

十一、质量监督和安全生产

产品质量监督力度加大,促进产

品质量提升.２０１４年全年共抽检企

业５０７家,产品７７４批次,涉及１４个

行业５６大类产品,其中合格７５８批

次,合格率为９７９％.２０１４年,拓展

了抽检领域和范围,重点增加了计量

仪器仪表、消防产品、起重设备等产

品,抽检产品正逐步向高质、高新、高
端产品过渡.

安全生产形势有所好转.全区

共发生工矿商贸生产安全死亡事故

２３起、死亡２６人.事故起数比上年

减少３起,下降１１５％;死亡人数比

上年减少４人,下降１３３％.
食品药品安全形势稳中向好.

２０１４年,新区检验检测中心完成药品

抽样检验任务１５００批次,建立３１３
人技术专家库,成立食品药品技术专

家委员会.累计出动执法人员１５１９５
人次,立案１８２起,结案１３０起,罚没

款总额６３万余元.共检查食品生产

经营单位１５８６９户次,发现存在问

题单位７９１户,取缔食品生产黑窝

点７个.全区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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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
十二、人口和就业

人口保持平稳增长.年末,全区

常住人口２８９４３万人,比上年末增

加１０７１万人.全区户籍户数４４０３
万 户,增 加 １１４ 万 户;户 籍 人 口

１２０８４万人,增加２６３万人.
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全年实现

新增就业１３２万人,实现农村富余

劳动力转移就业８０００人,完成全年

任务的１６０％.城镇登记失业率继续

保持在３％.累计解决新区企业用工

需求９６４万人,保持了供需的动态

平衡.
十三、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２０１４年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３５６８０元,增长９３％;农村居民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１７４６５ 元,增 长

１１２％.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工资总

额９６５５６亿元,增长８９％.城镇单

位从业人员人均工资７４１万元,增
长１００％.

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继续加强.
年末,全区拥有各类福利院１８个,床
位数１９７２张.建有社区老年日间照

料服务中心６８个,社区食堂４１个,
覆盖率有了大幅提高.困难群众参

加 医 保 人 数 ２１３２６ 人,低 保 对 象

１９５２８ 人,农 村 五 保 ２９０ 人,特 困

１５０８人.救助站３个,救助３０００人

次.重点优抚对象２１２７人.累计发

放两种补贴４６０２户,其中,廉租住房

租房补贴４２１７户,经济租赁房租房

补贴３８５户.
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巩固.年

末,全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人数９４１９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４６２万人.参加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１１５６７万人,参加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６５５万人.参加

失业保险８２３１万人.参加工伤保险

９０８９万人.参加生育保险８００２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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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万人.
注:１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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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统计局　供稿)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按照中央和市委统一部署,全市

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启动后,滨海新区坚持机构不撤销、
活动不收场、继续“跟着走”,持续抓

好整改落实、建章立制、巩固成果工

作.认真贯彻市委１０项专项整治和

６项惠民服务专项行动的部署要求,
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分别制

定深化整改工作方案和任务书,明确

整改的目标任务、责任单位和完成时

限,并成立督办检查组,建立督查通

报制度,抓好任务落实.通过持续努

力,建立健全党员干部直接联系服务

群众制度、民主决策和督查落实制

度、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评价制度、
畅通群众诉求渠道等系列制度,各项

整改任务完成率１００％,广大党员干

部受到深刻思想政治洗礼,“四风”得
到有 力 整 治,群 众 满 意 度 进 一 步

提升.
深化整改工作.区委教育实践

活动领导小组印发«关于滨海新区教

育实践活动深化整改工作的通知»,
对深化整改落实工作的重点任务、方

法步骤和工作要求等作出部署.建

立区级领导对口帮扶推动机制,由区

级领导对口帮扶一个街镇,对街镇的

经济发展进行定点定期督促检查和

推动.党 员 领 导 干 部 建 立 联 系 点

１０１７个,解决问题２７６０个.深入开

展正风肃纪工作,进一步精简会议活

动、规范干部培训,严格控制“三公”
经费支出,清退违规公务用车和会员

卡,停建楼堂馆所、清理办公用房,狠
刹节日期间的不正之风.抽调干部

组成督办检查组,采取明察暗访、蹲
点调研等方式进行督促检查和推动

落实.全区各系统、各单位采取拉单

子、建台账等形式,认真梳理整改事

项,做到抓一件成一件巩固一件.全

区应整改的１４５４个任务全部整改完

毕,比上年下降１４％,会议天数下降

１２％,参会人数下降２０％;文件数量

减少 １１％,简报数量减少 ２５％,庆

典、论坛、展会活动减少３３％;公务接

待费用减少５５％;因公出国(境)团组

和人次分别下降５０％和４０９％,出
国 (境)学 习 培 训 费 用 比 上 年 减

少４５％.
专项整治和清理工作.认真落

实中央和市委部署,集中开展整治长

期租用宾馆饭店办公问题,全区７４
个部门和单位认真核查,实现零租

用.集中开展“小金库”清理,全区

１４２４个单位全面清查,发现的帐外资

金已全部上缴国库.集中开展乱收

费问题专项治理,重点对教育、建设、
房管等部门和殡葬经营服务性、机动

车存车、救援托运、社会团体中不合

理收费进行核查整改.集中开展以

“转作风、提效能、惠民生、促发展”为
主题的服务态度治理专项工作,重点

纠正行政执法部门、窗口单位、服务

行业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全区３００
余个基层单位试行公共服务标准化

建设.集中整治“会所中的歪风”,对
文物保护单位、景区、公园等８９个场

所以及１８个街镇范围内设立会所情

况进行排查甄别,全区１３２９６名党员

干部作出不出入私人会所、不接受和

持有私人会所会员卡的承诺.巩固

公务用车专项治理成果,对违规借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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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调用、换用、占用的１１７辆公务用

车清退情况进行复查.集中清理领

导干部违规兼职取酬,全区２７７名局

处级干部兼任的５６４个职位全部清

理规范,１４名局处级干部将兼职报酬

全部清退和上缴.
整改落实“回头看”.区委教育

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研究制定开展“回
头看”活动方案,组织召开区委督导

工作会议,要求各单位再次聚焦向群

众承诺的事项是否完全兑现,以钉钉

子精神持续深入抓好整改落实.区

委派出７个督导组深入各功能区、各
系统、各镇街、各国有企业全程督导,
将整改方案逐条逐项进行对账,完成

一件销号一件.各单位对整改事项

认真梳理分类,已经解决的抓好巩固

提高,尚未完成的细化责任加快整

改,防止“四风”反弹.
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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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１２ 督 导 组,对 区

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领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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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剖析贯彻

民主集中制、遵守党的纪律、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反对“四风”、
履职尽 职 攻 坚 克 难 方 面 的 突 出 问

题,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班子

成员认 真 开 展 自 我 批 评 和 相 互 批

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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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制度机制建设.坚持标本

兼治,强化建章立制工作,通过废止

不适用的制度、修订不完善的制度、

制订新的制度,努力形成简便易行、
务实管用的改进作风制度体系.先

后出台 «区 委 常 委 会 议 事 规 则 (试

行)»«区委常委会关于加强“三重一

大”事项决策的实施办法»等１０项民

主决策和督查落实制度,«关于滨海

新区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开展志愿

服务的实施意见»«关于落实领导干

部基层联系点的意见»等１５项党员

干部直接联系服务群众制度,«滨海

新区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实施办

法(试行)»«滨海新区落实全市区县

绩效考评工作实施意见»等１８项干

部选拔任用和考核评价制度,«滨海

新区领导干部接待群众来访实施意

见»«滨海新区领导干部接访下访约

访制度»等８项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制

度.通过专项检查、实地督查、明察

暗访等形式,加强对制度文件落实情

况的监督检查,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

权威性.
(谯元华　周　斌)

滨海新区“凝心聚力、创新发展”大讨论活动

　　滨海新区“凝心聚力,创新发展”大讨论动员会 区委宣传部　供稿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５日至２０１５年２
月２日,为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先行先试”的重要指示和抢抓五大

战略机遇期,加快实现中央对新区功

能定位、共同推动新区经济社会跨越

式发展,滨海新区区委决定,在全区

范围内广泛开展“凝心聚力、创新发

展”大讨论活动.区委宗国英书记高

度重视,区委常委会连续三次召开会

议研究方案、听取汇报,专门成立了

由宗国英书记亲自任组长的大讨论活

动领导小组,区领导张勇、赵建国、杨
英涛、吕福春、于景森、张传捷、张锐

钢、孙长顺任领导小组副组长,领导小

组办公室设在区委宣传部.为了确保

大讨论活动扎实推进、有效开展,大讨

论活动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以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推动落实,提前谋划、精心设

计,迅速制定«关于广泛开展“凝心聚

力、创新发展”大讨论活动的实施意

见»,研究出台«大讨论各环节工作方

案»,详细绘制工作时间表,明确每个

步骤的时间节点和工作重点;编发１１

９４



　２０１５ 滨海新区年鉴 　 　

万字的学习资料６０００册,开设信息平

台,开办大讨论活动专报、简报;成立

７个督导组,专门对督导员、工作人员

和各单位联络员进行了培训等,为大

讨论活动高起点展开、高标准推进提

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日,滨海新区区

委召开第２９次常委会(扩大)会议.
会上,宗国英书记主持并提出了２０１５
年区委十项重点工作.其中,“凝心

聚力、创新发展”大讨论活动为十项

重点工作之一.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５日,
滨海新区“凝心聚力、创新发展”大讨

论活动千人动员大会在滨海国际会

议中心召开.区委书记宗国英作了

动员讲话,要求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群策

群力、攻坚克难,切实增强主人翁意

识和责任担当,形成齐心协力谋发展、
团结一致干事业的强大合力,为滨海

新区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高水平的发

展而努力奋斗.国英在讲话中强调,
要通过大讨论活动更好地汇集每个人

的正能量,凝聚成加快实现新区功能

定位的强大动力,实现“四个起来”,
即:把“滨海新区”这面大旗高举起来,
把人民群众的心气凝聚起来,把广大

干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方方面面

的力量汇集起来.同时,国英书记强

调,要树立创新理念,破除旧思想、旧
观念,正确处理好继承传统和开拓创

新、条件不足与主动作为、规定要求与

创新求变的关系,注重在政策互惠共

享、全面深化改革和招商引资方式方

法上进一步创新,展现创新成果,实现

在发展上有新提升、工作作风上有新

改进、精神状态上有新气象.
动员会召开后,国英书记的讲话

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产生强

烈反响,大家由衷地感到,开展大讨

论活动正当其时、非常必要,是抢抓

开发开放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

国家重大战略、一带一路建设、自贸

区申建和天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建设机遇的必然要求,是应对挑战更

好地肩负发展重任的迫切需要,是凝

聚广大干部智慧和力量的有力举措,
对于滨海新区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

高水平的发展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全区各单位认真落实区委部署要求,
积极响应区委号召,迅速投入到大讨

论活动之中.区委、区人大、区政府、
区政协,新区宣传文化系统、统战部、
发改委、环容局、政法委、公安局、建
交局、教育局、临港经济区、滨海建投

集团、海泰控股集团以及大部分街镇

第一时间召开动员会,主要领导亲自

进行思想发动,讲清目的意义,提出

标准要求,纷纷表示,一定要在区委

的正确领导下,按照国英书记在大讨

论活动动员大会上提出的要求,充分

发挥各自职能作用,汇聚起全区人民

的智慧和力量,形成强大合力,全力

投入到新区改革和发展事业,努力形

成大团结、大发展的良好局面.
区级领导亲自参加大讨论活动

联系点的重点环节,现场点评并提出

要求,起到了极大地促进作用.各部

门各单位坚持把大讨论活动作为大

事来抓,结合各自实际,研究制定出

具体实施方案,明确大讨论活动的标

准要求和重点环节,迅速掀起大讨论

活动热潮.在搞好思想发动阶段,迅
速传达会议精神,层层组织动员、广
泛进行宣传,提高了所属人员对大讨

论活动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在组织专

题学习阶段,各党委(工委、党组)理
论学习中心组,先学一步、学深一层,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主动联系实际,
深入思考问题,积极交流学习体会,
涌现出了一大批质量较高的心得体

会文章;在广泛开展讨论阶段,每位

党员干部,联系改革发展实际,深入

一线开展调研,广泛收集第一手资

料,真心听取基层意见建议,对照先

进地区、先进单位的好经验好做法,
组织开展专题讨论,查问题,找差距,
拿对策;在组织集中交流阶段,全区

各单位坚持主题牵引,紧扣抢抓五大

战略机遇期,紧紧围绕解决制约发展

建设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着力研究

抢抓机遇、应对挑战、创新发展的路

数和招法,真正使集中交流环节成为

了群策群力、共谋发展的重要举措和

有效途径.同时大讨论领导小组办

公室,下发征询意见表,全区党员干

部结合岗位履写出了献计献策的书

面材料,广泛征集社会各界的对策建

议,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在总结活动成果阶段,在各单位组织

交流大会的基础上,召开了全区总结

交流大会.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倪祥

玉,滨海建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光照,区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陈

春江,区环保市容局局长左风伟,胡
家园街工委书记巩墨柱,杨家泊镇党

委书记王广兴,大港街工委书记韩英

先后进行了大会交流,产生了非常好

的效果,集中展示了大讨论活动的成

果.会上,区委对在大讨论活动中表

现突出的区纪委、区统战部、区发改

委等２８个单位进行了通报表扬.
宗国英书记在全区总结交流大

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了推动新区

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开创

新局面的“五个新常态”,即:一是要

推动形成解放思想的新常态.要敢

于破“旧”立“新”,在“大项目好项目

攻坚战”中有不打赢不罢休的魄力,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有敢试、敢闯、
敢担当的胆略,在“促惠上”活动中有

锐意攻关、追求卓越、争创一流的精

神;要敢于破“满”立“进”,围绕新区

“三步走”战略,树立更高的发展追

求,确立更高的目标定位,敢为人先,
追求卓越,努力使新区继续阔步向

前;要敢于破“难”立“干”,越是形势

严峻,越要勇于担当,越是任务紧迫,
越要敢于破难,越是复杂局面,越要

重于实干,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是要推动形成新区改革创新的新常

态.要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经济体

制改革,投资、贸易、金融服务、监管等

方面持续推进改革创新,做到改革有

新突破;要紧紧围绕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建设,构建全区统一的创新创业

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健全成果转化

机制,创新科技和金融结合机制,营造

科技创新发展的良好环境,做到创新

有新亮点;要全力打好“大项目好项目

攻坚战”,积极承接首都溢出功能,深
入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参与

境外投资,做到开放有新格局.三是

要推动形成优化发展环境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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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打造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着力解

决影响效能的突出问题,大力帮扶中

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技术创新、转型

升级等实际问题,把新区建成办事态

度最好、办事程序最少、办事速度最

快、办事成本最低的环境高地和投资

热土;要打造人才聚集的创业环境,在
人才引进、评价、流动、激励等方面先

行先试,不断提升人才家属就业、子女

入学、医疗保障、户籍转移等服务水

平,尽快拿出有力举措,让更多更好的

人才不断涌向新区;要打造风清气正

的干事环境,时刻保持警醒,坚持防微

杜渐,进一步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的政治定力,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

环境.四是要推动形成持续改善民生

的新常态.要抓重点,紧紧围绕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
断对标、持久用功,着力解决好老百姓

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

重点问题;要补短板,将民生政策更多

地向困难群众、困难地区倾斜,不断消

除民生工作中的盲点,逐步推动公共

服务均等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不出

街镇.要重成效,把更多的时间、精

力、财力投入到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

中去,真心实意、锲而不舍地把惠及民

生的事情做实做细做到位.五是要推

动形成狠抓工作落实的新常态.着力

解决好想不想抓落实、会不会抓落实、
真不真抓落实三个问题,积极主动承

担、想尽办法完成,学会牵住“牛鼻

子”,增强抓落实的能力和本领,大力

营造崇尚实干、恪尽职守、甘于奉献的

工作氛围,确保区委、区政府的各项决

策部署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
大讨论活动期间,全区党员干部

群众提出近８０００条计策建议,查找

解决现实突出问题共计６５６个;七个

督导组召开工作例会１５次,深入督

导单位１７００余次;收集各单位上报信

息１０００余条,编发简报１０９期、专报３
期;“一报两台”共刊发稿件８６２条,国
家级和市级主要媒体刊播相关稿件

５４篇;“滨海发布”政务微博共发表活

动博文２４１篇,总阅读量１２２万次.
大讨论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对于大讨

论中具有战略思维、前瞻视野、大局观

念、创新举措的研讨文章和计策,进行

归纳梳理遴选,编印«滨海新区“凝心

聚力　创新发展”大讨论活动集中交

流成 果 汇 编»«滨 海 新 区 “凝 心 聚

力　创新发展”大讨论活动献计献策

成果汇编»两本书,编印«滨海新区“凝
心聚力　创新发展”大讨论活动查找

解决现实突出问题情况汇总表»«滨海

新区“凝心聚力　创新发展”大讨论活

动‹简报›合集»两本册子,提供相关部

门,力争进入规章制度、进入决策部

署、进入工作任务;对于各单位各部门

查找解决现实突出问题,专门下发意

见,建立反馈制度,加强定期督查,跟
踪抓好落实,按照问题解决时限,完成

一件,注销一件,切实保证把大讨论活

动的创新成果落到实处.同时,要求

各单位各部门认真总结在大讨论活动

中形成的经验和做法,建立健全建言

献策、畅通民意的长效机制,使之常态

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使大讨论活动与

日常工作紧密结合,促进新区改革发

展再上新水平.历时两个月的大讨论

活动,实现了思想大解放、精神大提

振、感情大融合、作风大转变、问题大

破解、工作大创新.
(暴青雨)

２０１４年滨海新区改善民生２０件实事

　　为落实好区第二次党代会的决

策部署,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区
委、区政府决定实施２０１４年滨海新

区２０项民心工程,不断改善群众生

产生活条件,让新区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一、改善群众住房条件

１完善住房保障机制,提高保障

性住房占住房总量比例.开工建设

各类保障性住房５０００套,新增两种

补贴家庭３２０户.

２推进示范小城镇建设,新开工

农民安置住宅１００万平方米,竣工２０
万平方米.

二、增加群众收入

１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加大

对最低工资标准政策执行情况的监

督检查力度,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不

受损害.

２ 加快建设农业科技园和示范

园,大力发展高水平设施农业,促进

农民增收.

３ 帮扶经济薄弱村发展壮大集

体经济.
三、扩大就业规模

１新增就业１３万人,转移农村

富余劳动力５０００人,城镇登记失业

率控制在３３％以内.

２实施农民培训工程,开展农民

培训６２６０人次.

３抓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为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提供更多就

业见习机会.

４ 建立城乡统一的困难群体就

业援助制度,实现公共就业服务全覆

盖,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为零,一般

困难人员安置率８５％以上.
四、完善社会保障

１ 调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筹资

标准,提高报销比例,减轻困难群体

医疗费用负担.

２ 建立新区城乡居民大病补充

医疗保障制度.

３ 稳步提高各项社会保险待遇

水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参保率达到

９６％,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

９８％,实现建筑施工企业农民工工伤

保险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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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障困难群众生活

加大对城市“三无”人员、农村五

保对象、重症患者家庭、重残人员家

庭等特殊困难群体的救助力度.救

助资金比去年增长２０％以上.
六、发展教育事业

１新建、改扩建２０所中小学幼

儿园,完成８所高中基础设施提升

工程.

２多渠道扩大学前教育资源,大
力发展公办和普惠制民办幼儿园.

３ 建 成 南 开 中 学 滨 海 生 态 城

学校.

４强化区域间职业教育合作,新
增一批校企合作办学项目.

七、加强公共医疗服务

１ 启动建设第五中心医院二期

工程,开工建设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滨海医院、新区妇女儿童保健中心,
建成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一期、空港

国际医院和天津医科大学中新生态

城医院.

２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标准化建设.

３举办１００场以上健康知识讲

座进社区活动.

４实行全区儿童保健、医疗一卡

通,为 全 区 ５ 万 儿 童 发 放 儿 童 健

康卡.

５为全区２０５６对夫妇免费提供

１９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
八、实施清新空气行动

１实施４个工业污染治理项目.

２ 对建筑施工工地实施扬尘污

染控制.

３实施机动车污染治理,逐渐淘

汰黄标车,加快供应符合国家第四阶

段标准的车用柴油.

４实施２０个减煤及节能改造等

燃煤污染控制项目,开展５０家企业

清洁生产审核.
九、实施清水河道行动

治理封堵入河排污口门３３个.
新建、扩建污水处理厂４座,建设配

套管网６３５公里.改造合流制地区

１９３平方公里.治理二级河道６条、

６９公里.

十、实施清洁村庄行动

１开展垃圾治理、建设１５座垃

圾转运站,３座垃圾收集站并配备压

缩箱等设备.

２开展污水治理、环境清整、村
庄绿化和建立长效管护机制等工作,
建成清洁村庄样板村６个.

十一、实施清洁社区行动

实现居民民主自治、社区管理深

化、服务能力提升、居住环境优化、社
区文化繁荣社会组织培育六大工程,
创建美丽社区６０个.

十二、实施绿化美化行动

１ 改 善 生 态 环 境,造 林 绿 化

５０００亩,植树４０万株.

２提升６条主干道路绿化,加快

建设独流减河、北三河、官港等大型

郊野公园,完成新建和提升改造绿化

面积５００万平方米.
十三、推进食品药品安全工程

１实施放心菜工程,新建放心菜

基地３０００亩.继续推行放心奶、放
心食用油、放心餐馆和食品安全管理

示范店工程建设.

２建设滨海新区食品药品“智慧

监管”云平台.
十四、发展养老服务

１完成新区第一、第二老年养护

院主体工程,新建１０个日间照料中

心、２家老年配餐中心,启动建设３个

社会办养老项目.

２ 完成阳光家园第三托养康复

服务中心主体工程.
十五、完善社区服务功能

１新成立１５个社区居委会.

２新建３个菜市场,并实行计价

秤统配统管,为群众提供方便的购物

场所,加快滨海新区１２３１５消费者申

诉举报平台建设,保护消费者利益.

３完善提升社区“司法工作室”
建设,为群众提供优质法律服务和法

律援助.
十六、方便市民出行

１加大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

区域路网.实施塘沽火车站北广场

改造、天津大道与港塘路立交桥完善

工程,实施断头路打通、卡口改造、路

口渠化和人行天桥工程,进一步便捷

居民出行.

２建设３处公交首末站、１００个

公交中途站,购置 １５０辆节能环保

车,新开和提升２０条公交线路.

３开展客运出租综合治理工作,
提升新区出租服务水平.

４在滨海新区核心区,建设１００
个点位的交通信号区域协调控制系

统,２００个断面电子警察及１００个高

清视频控制系统.

５ 重点加强和规范解放路金街

周边及洋货周边地区停车场的管理,
增设临时停车泊位５０个,杜绝超标

准收费、乱收费问题.
十七、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１ 完善公共文化设施三级网络

建设工程.提升改造一批文化场所

硬件设施,建成东方文化艺术馆.继

续建设和提升一批街镇综合文化站

(文体中心)、居民书房和居民文化

室.启动全区公共电子阅览室的建

设达标工作.

２办好滨海市民文化讲堂、文化

服务外来建设者等系列文化活动.
放映“２１９１”公益电影３４００场次.

３ 举办滨海新区第四届社区文

化艺术节.
十八、满足群众健身需求

１新建社区健身设施４０处.

２举办民健身系列活动４０项

次;培训、培养国家等级社会体育指

导员３００名.
十九、完善水气热管网

１完善供水设施,继续实施庭院

管网改造工程,推动农村供水管网改

造工程,保障新区居民饮水安全.

２实施老旧小区供热管网改造,
将老旧小区串联的供热管道系统,改
造为一户一循环并联管道,提高供暖

质量.
二十、完善农村生产生活设施

１维修改造农用桥闸涵７４座,
更新改造农村扬水站２座.

２维修改造乡村公路２０条,提
升改造８０公里乡村公路安全保障

设施.

２５



　 综　述　

天津市滨海新区机构及负责人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

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委员会

常　　委　　袁桐利

中国共产党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

书　　记　　　袁桐利(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宗国英(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起)

副 书 记 宗国英(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张　勇(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起)　吕福春

于景森(蒙古族)　张传捷

常　　委 袁桐利(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宗国英

张　勇(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起)　吕福春

于景森(蒙古族)　张传捷　霍庆生

石凤妍(女)　张锐钢　赵玉石

郑伟铭　张　亮　孙长顺　韩远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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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１月起)

区编办主任　 张　青

区党史研究室主任　 张　青(兼)

区委老干部局局长　 张德发(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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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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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福春(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张传捷(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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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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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

主　　任 路有龄

区人大常委会财经预算工作委员会

副 主 任 林永梅(女)

区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

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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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 区 长　 张锐钢　郭景平(女)

郑伟铭(至２０１４年２月)

孙　涛　金东虎(朝鲜族)
杨　兵　杜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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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俊岭(兼,至２０１４年９月)
高富港(２０１４年９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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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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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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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长、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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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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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　　长　 霍　兵

党组书记、副局长 彭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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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长、党组书记　 王国良(至２０１４年２月)

马仲雷(２０１４年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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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长、党组书记　 马仲雷

天津市滨海新区农村工作委员会

局长、党组书记　 刘庆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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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长、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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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滨海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局长、党组书记　 李荣强

天津市滨海新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局长、党组书记　 马伯禄

天津市滨海新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局长、党组书记　 张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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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组书记　　　许春梅(女,２０１４年５月起)

主　　任　 许春梅(女,至２０１４年７月)

局长(主任) 张铁军(２０１４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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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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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 书 记　 孙建华

监察局局长　 孙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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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党组书记　 许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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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党组书记　 冯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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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倪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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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天津生态城管理委员会

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崔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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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管理委员会

副主任、党组书记　 王政山

天津临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

主任、党组副书记　 刘　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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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殿起(至２０１４年６月)

姜立超(２０１４年６月起)

党组书记 刘润来(至２０１４年２月)

刘　钊(２０１４年２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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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骁卓(至２０１４年３月)

尹　波(２０１４年３月起)

留学人员联谊会会长　 林心宪

“三联”党组书记　 刘　钊(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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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事处主任　 陈长顺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大沽街道

工委书记　 邓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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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主任　 范　玉(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张　武(２０１４年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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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北塘街道

工委书记　 于　军

办事处主任　 刘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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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街道

工委书记　 王乐成

办事处主任　 沈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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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汉沽街道

工委书记　 刘保勇(至２０１４年９月)

张宝山(２０１４年９月起)

办事处主任　 张宝山(至２０１４年９月)

张世生(２０１４年９月起)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茶淀街道

工委书记　 陈玉慧(至２０１４年９月)

刘大立(２０１４年９月起)

办事处主任　 刘大立(至２０１４年９月)

宋金生(２０１４年９月起)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寨上街道

工委书记　 王连平(至２０１４年９月)

陈玉慧(２０１４年９月起)

办事处主任　 邵连合(至２０１４年９月)

王连平(至２０１４年９月)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大港街道

工委书记　 戴文萃(兼,至２０１４年５月)

韩　英(２０１４年９月起)

办事处主任　 韩　英(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窦克忠(２０１４年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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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泰达街道办事处

办事处主任　 孙爱军(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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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滨海新区杨家泊镇人民政府

党委书记　 王国学(至２０１４年９月)

王广兴(２０１４年９月起)

镇　　长　 王国学(至２０１４年９月)

王会胜(２０１４年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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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镇人民政府

党委书记　 蒋凤刚

镇　　长　 窦汝春

(区委组织部)

７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