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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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５℃(汉沽 ２０１０
年１月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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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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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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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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海地区年平均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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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海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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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海地区为海积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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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
布塘沽、汉沽、大港三个区域,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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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沽口炮台遗

址景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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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海滨

大道与津沽南路交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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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始建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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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中国北方第一代产业工人.遗址

纪念馆位于塘沽东南的东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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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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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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海航母主题公园〕　坐落于滨海

旅游区,是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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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极地海

洋世界是由大连海昌集团投资兴建

的主题性公园,是以海洋公园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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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中

心商务区响螺湾旅游板块,塘沽海河

外滩南岸,西临海门大桥,东临迎宾

大道.建筑面积４７０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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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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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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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爱国主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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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史和未来发展四个展区,总体布展

面积约１１,０００多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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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由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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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筑共分三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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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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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历史 变 迁 过 程.一 层 为 贝 壳 展

区,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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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细致地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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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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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落

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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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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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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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岛〕　又称炮台岛,岛屿面积３
公顷,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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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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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９月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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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年９月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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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

９月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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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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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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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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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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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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整合功能

区和街镇为１４街５镇,７个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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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　２０１３年底,全区常住人口

２７８７２万人.户籍人口户数 ４２８９
万户,户籍人口数 １１８２９ 万人,其

中,农业人口２０７９万人,非农业人

口 ９７４２ 万人;男性人口 ６０８２ 万

人,女性人口５７３９万人.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管理体制改革〕　２０１３年,滨海新区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本着统一、协调、
精简、高效、廉洁的原则,以转变政府

职能为核心,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

突破口,按照大部制、扁平化、强基层

的思路,构建行政区统领、功能区支

撑、街镇整合提升的管理体制架构.

９月２６日,天津市召开深化滨海新区

管理体制改革动员大会,以此为标

志,新区第二轮行政体制改革启动.
改革重点包括三个方面:(１)撤销塘

沽、汉沽、大港工委和管委会,进一步

理顺行政管理体制,缩短管理链条,
提高行政效能.(２)整合提升街镇.
按照“大街镇”的模式,科学划分街镇

辖区,将原有２７个街镇调整为１９个

街镇.具体是:撤销于家堡街、新港

街、新村街,设立塘沽街;撤销大沽

街、渤海石油街,设立新的大沽街;撤
销杭州道街、向阳街,设立新的杭州

道街;撤销汉沽街、大田镇,设立新的

汉沽街;撤销茶淀镇、河西街,设立茶

淀街;撤销迎宾街、胜利街,设立大港

街;撤销海滨街、港西街,设立新的海

滨街;将寨上街调整为由两部分组

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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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街镇的行政区划不变.同时,规范

街镇管理体制,区委、区政府对１２个

街镇实行直接管理,泰达街由开发区

管理,开发区与北塘街,中新天津生

态城与寨上街,滨海高新区与新河

街、新北街,中心商务区与塘沽街、大
沽街形成联动发展、融合发展的新机

制.强化街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维护稳定、行政执法等方面的职能事

权,进一步扩大街镇行政管理自主

权,实现人力社保、民政、工商税务、
计划生育、农业等事项“一个门”“一
站式”服务,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不出

街镇.(３)优化整合功能区.结合滨

海新区产业空间布局,综合考虑各功

能区的区域位置、经济基础、产业结

构等现状,将原１２个功能区整合为７
个.具体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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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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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主体及其他相关约定保持不变;
将塘沽海洋高新区规划面积４５平方

公里划归滨海高新区;将中心商务区

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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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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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赋予功能区更大自主

权,最 大 限 度 地 释 放 积 极 性 和 创

造力.

经济社会发展

〔经济发展〕　２０１３年,滨海新区实现

生产总值８０２０４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７５％.财政总收入１８６２亿元,其

中,地方一般预算收入８７８９亿元,
比上年增长２０１％.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 资 完 成 ５０３６６８ 亿 元,增 长

１３１％.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１１９２０６亿元,增长１５％.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１３１％.城市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１２％.万

元生产总值能耗下降４１％.现代农

业稳步发展,农业增加值１０１亿元.
建成３个市级农业科技园区,新建５
个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新增设施

农业 ４３９３ 亩,累计达到 ３７ 万亩.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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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放心菜基地２０００亩,累计达到

７４００亩.工业快速发展,工业增加值

完成５１３７６亿元,增长１８４％.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１６２００亿元,增长

１３％.八大优势产业占全区工业比

重达到９０％.其中,汽车及装备制造

业总产值突破５０００亿元,比上年增

加１０００亿元;石油化工总产值突破

３３００亿元,比上年增加３００亿元;电
子信息总产值２６００亿元,比上年增

加６００亿元;粮油食品和轻工纺织总

产值突破１６００亿元,比上年增加６００
亿元;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生物

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成长,总
产值突破１５００亿元,比上年增加４００
亿元.百亿元以上产值规模工业企

业集团达到２１家,其中３家超千亿

元.服务业发展加快,第三产业增加

值完成 ２６０７３ 亿元,增长 １６７％.
金融、租赁、服务外包等行业增势强

劲,金融业增加值增长２４４％,人民

币存贷款余额分别超过４３００亿元和

５８００亿元.旅游业蓬勃发展,全年旅

游接待量１７５０万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 １１５亿元,欢乐海魔方投入

使用.

〔项目建设〕　２０１３年,滨海新区继续

坚持项目集中园区、产业集群发展、
资源集约利用、功能集成建设的思

路,统筹推进大项目建设和功能区开

发,形成建设与招商同步提高,功能

与产业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建成

长城汽车二期、阿尔斯通等９６个重

大工业项目,开工建设了爱达变速

箱、鑫正海工、新纶科技等１０７个工

业项目.以１０个服务业聚集区为载

体,实施１１７个重大服务业项目,营
运商务楼宇总数９０座,９８座商务楼

正在建设之中,聚集各类总部企业

２４５家.开发区西区完成整体开发,
南港工业区项目用地达到７７平方公

里,三星电子西区生产基地、中石化

原油商储基地等项目竣工投产.天

津港保税区卡特彼勒、阿尔斯通等２８
个项目竣工,科大讯飞、铁三院等２０
项目开工,GE医疗器械、瑞普生物等

５８个项目加快建设.滨海高新区未

来科技城基础设施稳步推进,２４个重

大项目在建,北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研

究院正式落户.东疆保税港区整体

封关运作,国际邮轮母港码头二期工

程竣工,累计建成６个１０万吨级泊

位和５８万平方米标准厂房,注册各

类企业超过１６００家.中新天津生态

城起步区８平方公里基本建成,国家

动漫园、３D 影视园等产业园区聚集

各类企业超过１０００家,首批公屋交

付使用,学校、医院、图书馆等配套项

目加快建设.中心商务区累计有７
栋商务楼宇建成使用,滨海商业中心

开工,金融类企业注册总数４７６家.
临港经济区累计完成造陆１２０平方

公里,普洛斯等２０个项目竣工投产,
普罗旺斯、仁泽物流等项目开工建

设.滨海旅游区累计完成２１平方公

里土地吹填,５平方公里起步区初具

规模,１２个重点项目加快建设.

〔综合配套改革〕　２０１３年,滨海新区

继续实施综合配套改革第二个三年

计划,深入推进１０个方面２６个重点

改革项目.深化金融改革创新,股权

投资企业及其管理机构超 过 ２２００
家,占到全国的２/３.累计建成股权、
碳排放、金融资产等１０个创新型交

易市场,其中天津股权交易所挂牌企

业达到３５４家.推进意愿结汇、离岸

金融、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等改革试

点,融资租赁业务总量占到全国１/４,
商业保理公司达到８３家.深化涉外

经济体制改革,实现７×２４小时全天

候通关服务,“多点报关、口岸放行”
的监管模式日臻完善.积极推进港

口和口岸功能向内陆腹地延伸,内陆

无水港达到２３个.国际航运中心核

心功能区建设加快,船舶登记、航运

税收、航运金融等改革试点稳步推

进.推进土地管理、科技体制和国有

企业改革,土地统一整备和集中交易

制度日趋完善,科技创新支撑作用显

著增强,经营性国有资产实现统一监

管,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
深化医疗体制改革,继续实施医疗重

组计划,推行大医院整合社区医疗服

务中心,实施“一体化”管理.引进了

安琪妇产医院、新世纪儿童医院、捷
希肿瘤医院等一批高端民营医疗服

务机构,全市首家中外合作医疗机构

普华医院和新加坡马光集团兴办的２
所社区卫生服务站开诊运营.加强

和创新社会管理,创新流动人口服务

管理,为近２０００名优秀外来建设者

解决落户问题,累计达到 ７０００ 名.
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成为全国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综合试验区.巩固

提升“五位一体、三调联动”机制,妥
善解决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和行政

争议案件.

〔对外开放〕　２０１３年,滨海新区坚持

以改革促开放,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双向拓展对外开放的

广度和深度.全年新引进外资项目

３００个,实际利用外资１１０亿美元,比
上年增长１２％.引进内资项目６００
多个,实际利用内资７３８３亿元,增
长２６２％.外贸进出口总额８９４亿

美元,增长１０％,其中出口３１８亿美

元,增长３％.天津港贸易往来扩大

到１８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５００多个

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５亿吨,集装

箱吞吐量达到１３００万标准箱,旅客

吞吐量超过２５万人次.天津口岸进

出口总值２１００亿美元.机场旅客吞

吐量达到１０００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２０万吨.成功举办第四届滨海生态

城市论坛及博览会、第二届中国国际

直升机博览会等一批国际知名品牌

展示会.

〔科技创新〕　２０１３年,滨海新区围绕

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区建设,进一步聚

集科技创新资源和创新成果.实施

创新平台筑巢工程,与国家科技部、
教育部等部门建立紧密联系,与中国

科学院、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开展深度合作,新增国家级、省
部级研发机构５５家.研发机构总数

达到２８３家,其中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１３家、国家级工程中心１８家、国家级

企业技术中心１９家.累计建成７个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１０个行业技

术中心、１５个产业技术联盟.实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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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创新提升工程,在移动互联网、集
成电路设计、北斗导航、大数据工程、
大型成套装备、基因测序、生物制药、
环保工程等前沿领域组织和引导科

技攻关.全年实施５０项重大科技成

果产业化攻关,突破了１０项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研发出１００
项具有影响力的产品和装备,新增具

有国内领先水平的“杀手锏”产品２０
项.实施科技企业培育工程,坚持

“自主培育”和“吸引聚集”两条腿走

路,“一企一策”针对性帮扶,促进科

技企业发展.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

３５００家,小巨人企业１７５家,总数分

别达到１６万家和８００家.１０３家企

业入选全市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重

点培育企业,占全市的一半.上市科

技企业达到２６家.实施科技金融护

航工程,不断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优
化创新环境.依托国家８６３计划产

业化伙伴城区促进中心和国家８６３
计划交易平台,推动１１０项科技成果

落地转化.创新科技金融发展模式,
组建新区科技金融集团,为科技企业

提供投资、担保、贷款等综合支持.
全年申请专利１５０００件.２０１３年,新
区６个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８５
个项目获市科学技术奖,占全市获奖

总数的４３６％.科技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达到６１％.

〔城市建设〕　２０１３年,滨海新区坚持

以美丽新区建设为目标,进一步提升

功能、打造亮点.全年投资 ７５０ 亿

元,实施了７６个重大城市建设项目.
临港１０万吨、南港５吨级航道基本

完工,天津港３０万吨级航道二期、滨
海国际机场二期工程进展顺利.地

铁９号线、津秦客运专线滨海段建成

通车,京津城际延伸线、于家堡高铁

站、海河隧道加快推进.新建扩建４
条高速公路、３条城市快速路和２７条

主干道路,基本形成以“两港、两高、
三快”为骨架的综合交通体系.进一

步完善公用设施,北疆热电厂投产送

热,南疆热电厂和华能临港燃气热电

联产项目加快建设,核心区供热小锅

炉拆炉并网工作稳步推进,累计改造

老旧供热主干管网２９０公里.完成

住宅小区供水庭院管网改造１００公

里,１１万户.积极推进光纤入户工

程,光纤入户达到１１０万户.初步建

成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为提升

城市管理网格化、智能化、精细化水

平提供了有力保障.

〔生态环境〕　２０１３年,滨海新区建成

港东新城、轻纺经济区、大港油田港

西等三座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加快

建设,全区污水处理能力达到７５万

吨/日.完成黑猪河治理工程和 １０
个低洼片区市政排涝设施改造.投

资７２３亿元,实施５９个工业节能项

目,实现节能１０４万吨标煤.实施

多水源联合调配,利用淡化海水、再
生水等非常规水比重提高到１２％.
继续深入开展市容环境综合整治,整
治道路１６条、社区６１个.建设独流

减河、官港等郊野公园,开工绿化面

积４１１万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达到３５％.完善公交线网布局,新开

提升１６条公交线路,新增节能环保

公交车１５０辆.环境监测预警中心

建设基本完工.

〔社会事业〕　２０１３年,滨海新区采取

资源整合、合作共建、嫁接改造等方

式,启动实施“十大民生”工程,加快

补齐社会发展短板.新建、改扩建中

小学和幼儿园１０所,义务教育学校

全部通过现代化达标验收,成为全市

首批全国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区.
积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南开中学滨

海生态城学校、天津实验中学滨海学

校开工建设.创新职业教育模式,滨
海中专被教育部确定为国家高水平

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推进外来务

工人员素质提升工程,获批全国社区

教育实验区.加快发展医疗卫生事

业,空港国际医院和天津医科大学中

新生态医院加快建设,第五中心医院

二期工程和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滨

海医院顺利推进,新区疾控中心、卫
生监督所、急救中心、卫生信息中心

等完成主体施工.第五中心医院通

过“三甲”医院评审,泰达医院升为

“三级”医院.全面完成国家免费孕

前优生检查试点任务和妇女儿童健

康行动计划.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

程,新建和提升了５个街镇文体中

心,１０６个居民书房和居民文化室,在
全市率先实现农家书屋和村文化室

全覆盖.新建未成年人快乐营地６１
个,一批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实现

免费开放.成功举办滨海新区第三

届社区文化艺术节和滨海国际艺术

节,全年组织滨海市民文化讲堂３６
场.圆满完成第六届东亚运动会协

办任务.扎实推动文明城区创建,市
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

高.围绕建设全国创业先进城区,实
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新增就业１２
万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超过１万

人,帮扶１７００名困难人员就业,城镇

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３％以内.社会保

障参保人数持续增长,职工和居民社

会保险覆盖率居全市领先水平.城

乡低保、重点优抚对象抚恤补助、特
困补助、残疾人生活补助标准有较大

提高.启动建设第一、第二、第三老

年养护院和贻芳托老所.新建、续建

街镇社区服务中心２１个,提升改造

１２０个老旧社区居委会办公及服务用

房.新建一批社区商业中心、菜市

场、人行天桥和停车设施.深入实施

放心食品系列工程,食品安全保障体

系日益完善.

〔行政服务〕　２０１３年,滨海新区深入

开展“促发展、惠民生、上水平”活动,
组织１３９个服务工作组、５００多名干

部深入基层和企业开展帮扶,走访企

业和建设项目１４０３个,解决各类问

题８７２个.政民零距离、区长信箱等

收到群众诉求２１万件,全部及时交

办回复,被评为全市优秀办理单位.
推进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

程序行使权力,健全完善重大事项集

体决策、专家咨询、社会公示和听证

制度,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法制化水平.进一步改进文风会风,
优化服务流程,全面推广首问负责、
限时办结、服务承诺、责任追究等工

作制度,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应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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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滨海新区生产总值

急指挥中心和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完
善公共应急管理体制和应急救助准

备金制度,增强应急处置和防灾救灾

能力.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加强食

品、药品、危险化学品、特种设备的安

全监管.深入开展“法律六进”活动.

充分发挥大调解机制作用,妥善处置

突发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和历史积

案,化解矛盾各类矛盾纠纷.严格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深化拓展“筑堤行

动”,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

项治理,严格执行公务接待预算管

理,完善因公出国出境管理制度,有
效防控廉政风险.认真搞好第一批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大兴求

真务 实、干 事 创 业、密 切 联 系 群 众

之风.
(蔺胜寒)

２０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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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２日

　　２０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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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
照市委十届二次全会和区委一届九

次全会的部署,准确把握稳中求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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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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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２０４０亿元,按
可 比 价 格 计 算,比 上 年 增 长

１７５％,分 产 业 看,第 一 产 业 完 成

１００７亿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第二产业完成５４０３０３亿元,增长

１７８％;第三产业完成２６０７３０亿

元,增 长 １６７％.三 次 产 业 结 构

为０１∶６７４∶３２５.
功能区联动发展,区域产业布局

更加均衡.围绕“一城双港、三片四

区”的空间布局,构建“东港口、南重

工、西高新、北旅游、中服务”五大产

业聚集板块,产业集中度大幅提升.

２０１３年,开发区完成增加值２５０２２７
亿元,增长１７５％;保税区完成增加

值１２０５６９亿元,增长１８５％;高新

区完 成 增 加 值 ８３６２４ 亿 元,增 长

１９１％;东疆保税港区完成增加值

５２５３亿元,增长１０９９％;中新生态

城 完 成 增 加 值 ４８５６ 亿 元,增 长

４１５％;临 港 经 济 区 完 成 增 加 值

１７２０９亿元,增长２８５％;中心商务

区 完 成 增 加 值 ９６１７ 亿 元,增

长２６９％.
二、农业和新农村建设

农业生产平稳发展.农业总产

值完成 ２５７４ 亿元,与上年基本持

平,其中,种植业产值７１６亿元,增
长６１％;畜牧业产值６７５亿元,增
长２２％;渔业产值 １１８０亿元,下

降４７％.
设施农业、产业园区引领农业发

展.全年新建５个农业标准化生产

示范基地,新增设施种植业面积３８３８

亩,其中新型节能日光温室１８２９亩,
普通日光温室１１８亩,钢(复合)骨架

塑料大棚１８９１亩.初步形成以 １０
个市级农业园区为科技引领,７个区

级农业产业园区吸附各自产业的生

产要素,带动其他现代农业园区蓬勃

发展的新格局.
新农村建设有序推进.全年示

范镇试点新开工６１２５万平方米,竣
工(含主体竣工)４８５３万平方米,完
成投资１３３２亿元.其中,茶淀示范

镇一期建成并入住;太平示范镇一

期、新塘组团胡家园示范区(一期)部
分农民已还迁入住;小王庄示范镇主

体竣工;中塘示范镇等试点正在加紧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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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农副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　位 产　量 比上年增长(±％)

粮　食 吨 ４９１７６ ５６４

肉　类 吨 ２５４３１ ５７

奶　类 吨 １４４３７ ８３

水产品 吨 ９０７８３ ７１０

禽　蛋 吨 ５４９２ ６８

水　果 吨 ５３７８７ －１６０

蔬　菜 吨 ９０２５３ １５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生产稳步增长,先进制造

业优势突出.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

５１３７６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８４％.
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１６１３６４９
亿 元,增 长 １３２％;销 售 产 值

１５８０１２１亿 元,增 长 １０５％;产 销

率为９７９％.规模以上独立核算工

业企业完成主营业务收入１６２９０８７
亿元,增长１１０％;主营业务税金及

附加２３９０５亿元,增长４６％;利润

总额１２４５３２亿元,下降２７％.在

规模以上工业中,八大优势产业总

产值完成１４２５０５９亿元,占全区规

模以上工业比重达到８８３ ％.生

物医药、汽车及装备制造、新材料等

产业生产平稳,分别增 长 １１８％、

８７％、７２％;航 空 航 天、电 子 信

息、新能 源 等 优 势 产 业 快 速 增 长,
分 别 增 长 ５９１％、２５１％、

１９４％.至年末,已建成５个国家

级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培育超百

亿级企 业 集 团 ２１ 个,其 中 超 千 亿

级企业集团３个.

建筑业平稳发展.全年实现建

筑 业 增 加 值 ２６５４１ 亿 元,增 长

７５％.资质以上总包和专业承包

建筑 企 业 完 成 总 产 值 １８４８９３ 亿

元,增长１９２％.其中,建筑工程产

值１５４１７９亿元,增长１５２％;安装

工 程 产 值 ２５００６ 亿 元,增 长

４８６％.全 年 竣 工 产 值 ６８５２５ 亿

元,增长３１２％.房屋建筑施工面

积５０８７２７万平方米,增长４０％;
房屋建筑竣工面积１０２１７８万平方

米,增长５７％.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　位 产 量 比上年增长(±％)

天然原油 万吨 ３０４４５３ －１７

汽　油 万吨 １９８４６ １６２

乙　烯 万吨 １３０８５ １５６

聚　脂 万吨 ２９１０ １１９

生　铁 万吨 １０５９２１ ０４

钢　材 万吨 １６１５７２ ５１

汽　车 万辆 ４２５２ －６４

微波炉 万台 ８１０２６ －１１４

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 万部 １０３３６３３ １２４

集成电路 万块 ９５９２７００ １３１

中成药 吨 １１０８３ ６９１

家　具 万件 ２７２２６ －７４

两轮脚踏自行车 万辆 ９７０１８ ４６

精制食用植物油 万吨 ５１５２２ ３５５

　　四、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

固定资产投资总量持续扩大.

２０１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完 成

５０３６６８亿元,增长１３１％.分产业

看,第一产业完成投资３４９６亿元,

增长 ３５７％;第 二 产 业 完 成 投 资

１６６３６０亿元,增长 １２７％;第三产

业完 成 投 资 ３３３８１２ 亿 元,增 长

１３１％.第三产业投资占新区固定

资产投资的比重为６６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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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０万以上重点

项目５９４个,竣工项目３０４个.重点

项目中计划总投资１０亿元以上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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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滨海新区固定资产投资

目１５２个,完成投资１１０４３４亿元,
占新区重点项目完成投资的３９３％.
爱达变速箱、天津一汽丰田新卡罗拉

(３２０A)项目、鑫正海工、新纶科技等

一批项目开工建设.中石化 LNG、
大众变速器、陶氏化学、天津港东疆

港区金融贸易中心、国家海洋博物馆

等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基础设施承载能力进一步提升.

津秦客运专线投入运营,于家堡高铁

站主体完工,西外环抓紧施工.海空

港设施不断完善,天津港３０万吨级

航道二期、滨海国际机场二期加快建

设.全年８６个新建、续建重大基础

设施项目完成投资７５０３７亿元.
房地产市场运行平稳.全年完

成房地产开发投资额３９９１７亿元,
增 长 ２７％. 商 品 房 施 工 面 积

２８１９０６万平方米,增长４２％;商品

房竣工面积８２２７１万平方米,增长

４８５％.年末,全区商品房成交面积

３２５１７万平方米,成交总额３０９５５
亿元;二手房成交面积１９５７３万平

方米,成交总额１４６１０亿元;保障性

住房成交面积７３１４万平方米,成交

总额３７４８亿元.
五、国内贸易和旅游会展业

市场销售保持较快增长.全年

完成商品销售额１５３６８００亿元,增
长 １７６％;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１１９２０６亿元,增长１５０％.在限额

以上批发零售业零售额中,通讯器材

类、金银珠宝类、药品类消费增长较

快,分 别 增 长 ４６０％、４０２％、

３６２％;体育娱乐用品类、汽车类、化
妆品类消费增长平稳,分别增长

１８１％、１５２％、９２％.
商业载体建设不断加强.年末,

新区共有星级饭店２９家,连锁商业９
个,各类亿元市场１１个.金元宝于

家堡购物中心投入使用,SM 城市广

场、渤龙天地商业街等项目加快建

设.新建生态城第三社区菜市场、港
东新城菜市场等４家菜市场.标准

化菜市场已达５２家.
旅游会展业拉动经贸发展.年

末,全区实有 A级旅游景区１０个,各
类旅行社５０家,工业旅游示范点１７
家、农业旅游特色村１７家.全年接

待中外游客１７５０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１１５亿元.成功举办第四届滨

海生态城市论坛暨博览会、２０１３中国

(天津)电子商务物流发展与港口物

流发展高峰论坛暨展览、天津滨海国

际汽车展等大型展会.全年举办各

类展览、论坛超过６０个,吸引观众８８

万人次,展会期间达成协议及意向成

交额突破７０亿元.
六、对外贸易和招商引资

进口贸易较快增长,出口贸易增速

放缓.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９０３１７亿

美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７％,其中,进口

５９１７２ 亿 美 元,增 长 １７３％;出 口

３１１４５亿美元,增长０１％.按出口贸

易性质划分,一般贸易出口７６１８亿美

元,增长１４５％;加工贸易出口２０４９８
亿美元,下降０９％.

招商引资形势良好.至年末,共
有１２８个国家和地区、２９个省市的企

业在新区投资,世界 ５００强企业有

１３９家在新区投资.全年利用外资项

目３３９个,外资实际到位额１１０亿美

元,增长１２％;利用内资项目６９３个,
内资实际到位额７８６５０亿元,增长

３００％;新增５０００万元以上重点内

资储备项目１５６个.

进出口综合情况

指　　标 总量(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一、出口总额 ３１１４５ ０１

１．按贸易性质分

＃一般贸易 ７６１８ １４５

加工贸易 ２０４９８ －０９

２．按商品类别分

＃机电产品 ２４８７０ －１４

＃高新技术产品 １７４６９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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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　　标 总量(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３．按经营单位分

＃国有企业 ２３５６ －２４８

中外合资企业 １３１６４ ３０

中外合作企业 ０４４ －１８９

外商独资企业 １１４５９ －３０

二、进口总额 ５９１７２ １７３

１．按贸易性质分

＃一般贸易 ２４３２２ ６５

加工贸易 １７１８１ ２５６

２．按商品类别分

＃机电产品 ４２３８３ ２１１

＃高新技术产品 ２７９３７ ３９３

３．按经营单位分

＃国有企业 ７９３７ ６４７

中外合资企业 ２１１６７ １２９

中外合作企业 １３５ １３８

外商独资企业 １８４３８ －０５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滨海新区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七、交通和邮电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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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０万标准箱.全年

港口 货 物 吞 吐 量 ５０１ 亿 吨,增 长

５０％;集 装 箱 吞 吐 量 １３０１２２ 万

TEU,增长５８％;机场旅客吞吐量

突破千万人次,达 到 １００３５８ 万 人

次,增长２３３％;货邮吞吐量２１４４
万吨,增长１０４％.年内新辟公交线

路１０条,公交更新车辆３３９辆,长客

更新车辆４３辆,出租车更新车辆１６２
辆.年末,新区有公交线路 ７９ 条.
全年轨道交通客运量１１８１万人,公
共汽(电)车客运量１２６亿人次.

邮政通信业平稳发展.全年邮

电业务总量完成１１８０亿元,比上年

增长 １２５％,其 中,邮 政 业 务 总 量

２７７亿元,增长７２％;电信业务总

量９０３亿元,增长１３１％.发送邮

政函件６７８万件;邮政包裹２１２０万

件;邮政快递１２８３０万件.年末,新
区固定电话用户 ４４７２ 万户,净增

２０７万户;移动电话用户５３１１万

户,净增９３２万户;互联网宽带接入

用户３７２８万户,增长１７８％.

八、财政和金融

财政收支保持较快增长,保障能

力进一步增强.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８７８９０亿元,增长２０１％,其中,税

收收入５７９６０亿元,增长１７８％;非
税收入 ２９９３０ 亿元,增长 ２４９％.
从税 收 收 入 主 要 税 种 看,增 值 税

１２５３０亿元,增长４５％;契税２６５０
亿元,增长６０１％;城市维护建设税

４７９０亿元,增长２０６％;土地增值

税２３２０亿元,增长４０２％.
一般预算支出６５０５３亿元,比

上年增长２０３％,其中,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１１４９亿元,增长３３８％;
农林 水 事 务 支 出 ７４８ 亿 元,增 长

２７８％;医疗卫生支出１９７７亿元,
增长２４６％;科学技术支出３１６８亿

元,增长２３８％;教育支出７２１８亿

元,增长２２７％.２０１３年总投资３００
亿元的“十大民生工程”三年行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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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全面实施,涵盖了教育、卫生、文

化、民政、市政配套及环境改善、保障

性住房等社会事业和民生领域.
货币信贷平稳增长.年末,新区

金融 机 构 本 外 币 各 项 存 款 余 额

４６９９０１亿元,增长 １０５％,比年初

增加４３４２８亿元.其中,单位存款

余额３３７７６８亿元,增长１２２％;储
蓄存款余额１３２５７３亿元,增长５％.
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６４２５２７亿元,增长 １５５％,比年初

增加８４６６３亿元.其中,短期贷款

余额１７１８４２亿元,增长３０％;中长

期 贷 款 余 额 ２５３３９２ 亿 元,增

长１７％.
金融创新力度不断加大.融资

租赁、股权基金及商业保理等行业

发展迅速.年末,全区共有金融租

赁法人机构５家,融资租赁法人机

构１６７家,租赁合同余额４６００亿元,
初步形成融资租赁的聚集效应和比

较优势.２０１３年,新区成为全国首

批商业保理试点后,新增商业保理

公司４９家,累计注册１０２家,注册资

本金超过９０亿元人民币.至年末,

９家创新型交易所落户新区.天交

所累计挂牌企业４１２家,直接与间

接融资总计２１７０５亿元;铁合金交

易所全年交收１２７万吨,成交金额

８１８７亿元.
九、科学技术和教育

２０１３年新增市级工程 中 心 ２０
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２４家.至年

末,新区拥有市级以上研发机构总量

达到２８３家,国家级科技产业化基地

达到２０家.继续加大科技小巨人企

业培育与支持力度,不断完善科技企

业发展环境.２０１３年新增小巨人企

业２２７家、科技企业４１７９家,总数分

别达到７６２家和１５２３２家.新增高

新技术企业１５１家,高新技术企业总

数达到７９１家,９家企业入选２０１３年

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名

单.至年末,新区共有国家火炬计划

重点高新技术企业２３家.知识产权

创造水平不断提高,全年专利申请量

２４０８７件,专利授权８５８９件,其中授

权发明专利８６４件.

教育事业协调发展.年末,全区

共有各级各类学校３０１所,在校学生

总数１８３８万人.其中,高校１所,
在校学生 ０７３ 万人;普 通 高 中 ２１
所,在校学生２０８万人;中等专业学

校７所,在校学生０９８万人;初中５７
所,在校学生３９６万人;小学８４所,
在校学生８２１万人;幼儿园１２８所,
在园幼儿２４０万人.全年新建、改
扩建学校和幼儿园３３所,其中,改造

提升６所高中校.主办“学生学习质

量提升工程”论文答辩会,把示范带

动、交流学习与宣传推广融为一体,
为教师们提供了展示自我,切磋技艺

的平台.２０１３年我区被评为“天津市

学校阳光体育活动先进区县”,并通

过“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
认定.

十、文化、卫生和体育

文化事业取得新发展.年末,全
区共有公共图书馆 ６ 个、文化馆 ３
个;各级各类博物馆、纪念馆２０个;
国家文保单位４处、市级文保单位１１
处、区级文保单位１处;国家非遗项

目１个、市级非遗项目１０个、区级非

遗项目２５个.全区广播节目３套,
区级电视节目９套,广播及电视综合

人口覆盖率均达到１００％.有线电视

用户达到４５万户,其中,数字电视用

户约４４万户.新建和提升１７个街

镇综合文化站(中心)、８６个农家书

屋、１５３个居民书房、２７９个居民文化

室、１０４个文化广场,全部实现免费开

放.全年举办各级各类活动约５０００
场次,形成了节庆系列、社区系列、高
雅系列和流动系列,包括第三届滨海

国际艺术节、滨海新区第三届社区文

化艺术节、“滨海情”文艺慰问“十大

战役”巡回演出、滨海“２１９１”公益电

影放映活动,第三届滨海新区国际作

家写作营等品牌活动.“滨海新区公

共文化服务的激励机制”被文化部评

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群星奖”项目

奖.全年影视剧产量３０部.９个国

家级文化产业基地初具规模.
医疗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卫生服

务能力不断提高.年末,全区共有医

疗卫生机构 ５９７ 所,其 中,医 院 ５６

所,卫生院９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１４９所,疾病预防与控制机构７
所,妇 幼 保 健 机 构 ４ 所;共 有 床 位

７９３３张,其中,医院６８３８张,卫生院

９５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７２６
张;共有卫生技术人员１２２０４人,其
中,执业医师４５５５人,执业助理医师

２３１人,注册护士４８０２人.年门、急
诊人次 １３９５４６ 万人次,出 院 人 数

１６７万人次.２０１３年,第五中心医

院顺利通过市“三甲”评审验收;泰达

医院晋升为三级医院;向阳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被评为全国示范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建成６个天津市重点

中医专科.
体育事业取得新成绩.年末,全

区有体育场馆４０个,注册健身团队

４００余个,国家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３０００余人,市民健身指导站３００个.
全年获得全国性比赛奖牌４３枚,其
中金牌１９枚,银牌１５枚,铜牌９枚.
投资６１００万元对塘沽体育馆、汉沽

体育馆、大港体育馆进行改造.主办

滨海新区第三届门球团体赛、第三届

乒乓球比赛、第四届象棋个人赛等赛

事.承办第六届东亚运动会羽毛球

比赛项目、第十届全国中学生排球锦

标赛等赛事.
十一、环境保护和市容环境

全面加强污染防治.认真落实

“十二五”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规划,开
展冬季大气污染专项行动,严惩环境

违法行为.在实施清水河道行动中,
组织开展工业企业污染源治理工程,
关闭４家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

业.组织开展专项执法检查,确保饮

用水安全,２０１３年城市饮用水源地水

质达标率１００％.严格环境准入,落
实区域排放总量“增减平衡”要求,新
改扩建项目环保审批前,制定新增排

放量替代方案,落实对应减排项目,
做到“增产不增污”;全面实施减排项

目,全年共安排５９个污染减排项目,
全力控制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

硫、氮 氧 化 物 四 项 主 要 污 染 物 新

增量.
加大市容环境整治力度,改善城

区环境面貌.完成１７条道路整治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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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特别对京津塘延长线等６条主要

出入新区通道进行了重点整治.完

成１２个社区整治项目,新建改造中

新生态城轮滑公园等５个特色公园,
新建和提升绿化面积４９４５２万平方

米,作为新区三大郊野公园之一的官

港郊野公园已经正式启建.
十二、质量监督和安全生产

质量检验能力进一步增强.至

年末,全区共有产品质量检测机构

１２７家,其中,国家授权检测中心 ９
家;法定计量技术机构５家.全年监

督抽查企业产品５１７家,７９３批次,合
格率 ９７９％;强 制 检 定 计 量 器 具

３７２万台件.完成强制性产品认证

企业１４３家.
安全生产形势仍然严峻,食品药

品安全形势稳中向好.２０１３年,全区

共发生各类安全生产死亡事故１３４
起,死亡１５２人.其中,生产安全死

亡事故２６起,死亡３０人;道路交通

死亡事故１０４起,死亡１１８人;铁路

交通事故３起,死亡３人.全年完成

市级部署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采样

工作１０２９批次,区级食品安全抽检

１９３５批次,合格率９５５２％;完成快

速检测６６００批次,合格率９９８％.
全年完成市级药品抽验采样８２０批

次,区 级 抽 验 ６８０ 批 次,不 合 格 率

１６７％,远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全年

共开展各类食品、药品专项检查行动

９８次,出动检查人员两万余人次,立
案１５７件,结案１２８件,罚没款６８万

余元,全年未发生重大食品药品安全

事件.
十三、人口和就业

人口保持平稳增长.年末,全区

常住人口２７８７２万人,比去年同期

增加 １５２０ 万人;外来人口 １４９６６
万人,增加１１９８万人.全区户籍户

数４２８９万户,增加０９４万户;户籍

人口１１８２９万人,增加２７５万人.
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全年新增

就业岗位１２８万人,其中,转移农村

富余劳动力１００３１人,城镇登记失业

率继续保持在３％以内.组织各类人

才现场及网络招聘会１１５场,参会企

业超过１万家,提供就业岗位１４６
万个.

十四、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继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企业退

休人员养老金,居民基础养老金由每

人每月１８０元提高到２００元.据抽

样调查测算,２０１３年新区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３７９１４元,比上年增长

１２％;农 村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１５５２５元,增长１３１％.城镇单位从

业人员人均劳动报酬 ６７３９３ 元,增

长９８％.
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体系建设

继续加强.年末,全区拥有各类福利

院１８个,床位数１９６９张,收养人员

１２０４人,２３４万人得到最低生活保

障救济,３７８２人得到社会困难救济.
居家养老帮扶力度不断加大,共有老

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站)１２３个.
社会保障水平继续提高.年末,

全区参加城职失业保险人数为８０２２
万人;参 加 城 职 工 伤 保 险 人 数 为

８８６５万人;参加城职生育保险人数

为７８５２万人.参加城镇基本医疗

保险人数１３１９万人,其中,职工人

数８６３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人数为４５６万人;参加城镇

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９３９４ 万人,其

中,职工人数８６４４万人、参加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７５万人;
领取老年人生活补贴４８万人.

注:１．２０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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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２０１２年底至２０１３年１月初,滨
海新区被确定为中央组织部在天津

市开展专题调研活动的６个选点单

位之一,开展前期专题调研.６月,市
委要求滨海新区再次深入摸底调研.
区委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采取个别

访谈、座谈交流、问卷调查等方式,先
后组织召开座谈会３８个,访谈领导

干部３００多人次,发放调查问卷１１００
份,广泛征求党员干部群众的建议意

见,初步查找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

领导干部在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形
成综合性调研报告并上报市委,为提

高教育实践活动针对性实效性做好

充分准备.７月初,全国第一批教育

实践活动正式启动,市委决定滨海新

区作为全市区县层面唯一首批参加

活动单位,要求滨海新区教育实践活

动从区级机关到街镇、社区、农村和

企事业单位同步进行,并派出以王敬

威为组长的市委第１２督导组全程督

导新区活动.从７月上旬至翌年３
月,全区各级各类单位按照“照镜子、
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
突出为民务实清廉主题,聚焦反对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

之风,全部参加教育实践活动,共涉

及处级以上领导班子６１０个、处级以

上领 导 干 部 ３２５０ 名、党 组 织 ５３８９
个、党员１０３万多名.

７月５日,区委教育实践活动领

导小组成立,市委常委、区委书记袁

桐利任组长,副市长、区委副书记、区
长宗国英和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区政

协主席、区委副书记、区纪委书记、区
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统战部长、秘
书长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

室和７个督导组,区委常委、组织部

长杨英涛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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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月１０日,滨海新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会

区委组织部　供稿

内设综合组、宣传组、联络一组、联络

二组.督导组均由现职副局级以上

领导干部任组长,负责对城区功能

区、国有企业和区级机关工作部门共

６４个单位活动进行全程督导.７月９
日,区委印发«滨海新区深入开展党

的群 众 路 线 教 育 实 践 活 动 实 施 方

案»,并分别出台农村、社区、非公和

社会组织等领域开展活动的指导意

见.７月１０日,滨海新区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在滨海国

际会议中心召开,袁桐利主持会议并

作动员讲话,市委督导组组长王敬威

出席并讲话.全区各单位认真落实

区委部署要求,层层健全机构,层层

动员部署,其中城区、功能区、国有企

业共成立３８个督导组,分别加强各

自领域教育实践活动的督促推动,
形成区级领导班子、城区功能区、机
关企事业单位和街镇三级联动、狠
抓落实的工作格局.９月底新区深

化管理体制改革及１１月区级领导

班子换届后,区委教育实践活动领

导机构和工作机构及时调整,并明

确原塘汉大所属单位按原党组织隶

属关系开展活动,保证了全区活动

连续有序开展.
区委常委会坚持学在前、干在

前,严格落实学习计划,认真研读规

定文件材料,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

主生活会和听取河北省委教育实践

活动总体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集
体观看«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等专题

片,集体参观天津历史纪念馆、周邓

纪念馆、新中国反腐第一大案展,并
邀请专家作专题辅导,重温党的光辉

历程和坚持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带
头强化党性观念.区委常委和区人

大、区政协主要领导分别主持召开１０
个征求意见座谈会,面对面听取各部

门各单位、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

派人士、“两代表一委员”和基层干部

群众的意见建议.区委常委、党员副

区长、区人大主任、区政协主席率先

建立１６个条件较苦、困难较多的联

系点,先后１００多次轻车简从深入

摸实情、求意见、办实事,解决小学

操场改建、校车配备、村居基础设施

配套以及企业生产经营、市容环境

整治和党建工作等一批问题.全区

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自觉把自

己摆进去,当表率、走前列,形成一

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的

生动局面.
统筹协调推进.区委定期召开

常委会议、领导小组会议和各环节情

况通报会,听取全区开展活动情况汇

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区委领导小

组办公室加强统筹谋划、综合协调,

先后制定指导性文件３０多个,及时

组织召开工作例会和专题会议,通报

活动情况,传达市委要求,协调解决

问题,搞好组织推动.建立督导工作

联席会议制度,分类编印督导工作手

册,举办督导工作培训班,细化督导

工作流程,召开７次督导工作联席

会,确保规定动作做到位、自选动作

有特色.在学习教育、听取意见环

节,全区开展中心组学习１６５３次,组
织报告会、专题讲座、专题讨论２４３９
次,讲党课３０７１次;召开座谈会２１１４
个,发放征求意见表４３万多份,各
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研４０３１次,
共征求到意见建议１４万多条,梳理

汇总为３３２５条,其中“四风”方面９７５
条.在查摆问题、开展批评环节,各
级班子、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以整风精

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普遍召开查

摆“四风”问题专题讨论会、高质量民

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深入剖析思

想根源.在整改落实、建章立制环

节,集中开展正风肃纪工作,各单位

逐项“回头看”,完善整改任务书和时

间表,搞好制度“废改立”.整个活动

中,注重正面引导,广泛运用报刊、广
电、网络和微博微信等加强宣传,编
发活动简报５２期,营造了良好舆论

氛围.
通过开展活动,全区党员干部的

理想信念、政治纪律、群众观念进一

步增强,形成了为民务实清廉的长效

机制.全区共解决“四风”方面问题

６３１个,新建和修改制度１７７５项;清
理各种文件、简报、节庆、评比表彰活

动７１６ 项,全 区 性 会 议 同 比 减 少

４０％;清理超标和违规公务用车７７
部,全面停止楼堂馆所项目;“三公”
经费开支同期压缩２８９０万元,出国

(境)学习培训费用减少３５％,４４６个

财务结算部门和单位建立公务卡制

度.区财政用于民生的支出占财政

总支出的比重达到８２％,总投资３００
亿元的“十大民生工程”全面实施;全
区２４个部门和服务行业向社会公开

服务承诺１７５项,１７个行业部门的基

层站所、服务窗口推行公务服务标准

化,“立等可取”行政审批事项达到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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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网上办理”事项达到４７项,部门

和公共服务行业的群众满意率分别

达８９９７％和８８９５％;开通整治侵

害群众利益２４小时举报电话和邮

箱,实现“一卡通”直补农民各类资

金.深入开展结对帮扶困难村、联系

社区活动,确定１１个困难村、７５个社

区,抽调１８３名干部开展联系帮扶,

选派５０名干部参与全市２６个困难

村帮扶工作,初步取得帮扶工作和历

练干部双丰收.
(谯元华　周　斌)

２０１３年滨海新区改善民生２０件实事

　　为落实好«天津市２０１３年２０项

民心工程»和滨海新区“十大民生工

程”,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区委、
区政府决定实施２０１３年滨海新区改

善民生２０件实事,不断改善群众生

产生活条件,使人民群众更多更及时

地享受发展成果.
一、加快保障房建设

１ 开 工 建 设 各 类 保 障 性 住 房

１５万套,其中公共租赁住房(含蓝白

领公寓)２０００ 套;经济适用房 ３８００
套;定单式限价商品住房９２００套.

２大力推进农村城市化、城镇化

和新农村建设,新开工建设农民安置

住宅 １３０ 万 平 方 米,竣 工 １８ 万 平

方米.
二、加大旧居住区提升改造力度

实施老旧住宅小区环境提升改

造、无主管单位房屋应急维修工程和

“平改坡”房屋排险加固工程,对老旧

居民社区进行综合整修.
三、切实增加群众收入

１ 继续提高最低工资和城乡居

民基础养老金标准.

２建设提升设施农业４１００亩,
改扩建循环水养殖车间６万平方米.

四、扩大就业规模和加强职业技

能培训

１新增就业１２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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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离校未就业应届高校毕

业生的就业服务.

３ 健全城乡一体化就业援助机

制,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为零,一般

困难人员安置率８５％以上.

４ 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培训各

级技能人才９万人,培训农民９１００
人次.

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１扩大社会保险参保范围,城镇

职工参保覆盖率达到９５％以上,城乡

居民医疗保险覆盖率达到９８％,推进

建筑施工企业农民工工伤保险.

２建立城乡居民生育保险制度.

３ 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筹资标准.

４加大城乡困难群众分类救助、
临时救助力度,落实价补联动机制,
保证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５大力发展慈善事业,积极开展

助医、助学、助老和助困等系列慈善

活动.
六、增强社区综合服务功能

１新建标准化菜市场３家,加强

菜市场的规范化管理,全面提升管理

水平.进一步提升居民菜篮子的质

量、菜市场计量器具实行统配统管,
确保消费者利益.

２建设１０个街镇社区服务中心

和４０个社区服务站.

３开展家庭责任医生服务,对特

困、孤老、高龄空巢、离休老人、失能

等重点人群提供送医送药上门服务,
全年完成６７００人定点服务.

七、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１建设滨海新区国办第一、第

二、第三社会福利院和贻芳托老所.

２搞好居家养老服务,建设“虚
拟养老院”.

八、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水平

１ 做好国家免费孕前优生检查

项目试点工作,孕前优生检查覆盖率

达到８０％以上.

２ 落实市妇女儿童健康促进计

划,为 ２０ 万 人 次 提 供 ２０ 项 健 康

服务.
九、关爱残疾人生活

１为２００名一户多残生活不能

自理的困难残疾人发放护理补贴每

人每月２００元.

２创建全国残疾人托养服务“阳
光家园”示范区.

３开展“六助一送”助残月活动.
十、继续推进食品安全系列工程

建设

１建设放心菜、应急性蔬菜基地

５８００亩.

２推进放心餐馆、放心馒头、放
心食用油、放心猪肉、放心奶等食品

安全系列工程建设,实施食品安全管

理示范店工程建设.
十一、大力改善生态环境

１新增农村造林面积５０００亩,
植树３０万株.

２加快建设北三河郊野公园,新
建提升绿化面积８２１万平方米,其中

新建公园６个.

３ 加快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

设,提 高 既 有 污 水 处 理 厂 运 行 负

荷率.

４ 推动核心区供热小锅炉拆炉

并网.

５ 继续实施既有居住建筑节能

改造.

６建设区环境监测预警中心.
十二、方便市民出行

１ 建成海河隧道,继续实施断

头路打通、路口渠化工程,建设４座

人行天桥,便捷居民出行.实施塘沽

火车站北广场改造工程,完善塘沽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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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周边交通.建设塘沽森林公园

北路及配套停车场,方便游客出行.
实施津沽一线等３条道路,汉沽大桥

等３座桥梁维修工程.

２新开提升１６条公交线,新建

３处首末站、１００对中途站,投入节能

环保公交车１５０辆.
十三、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１新建、改扩建１０所中小学和

幼儿园,改造提升５所高中学校.

２ 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建

设质量提升工程,启动普通高中现代

化标准和学校文化提升工程.

３新建一批校企合作办学项目,
新增一所“全国高水平示范性中等职

业学校”.

４ 深化外来务工人员素质提升

工程,争 创 全 国 社 区 教 育 工 作 实

验区.
十四、加强公共医疗服务

１ 建设空港国际医院和天津医

科大学中新生态城医院,启动建设第

五中心医院二期工程和天津医科大

学总医院滨海医院.

２建成新区疾控中心、卫生监督

所、急救中心、卫生信息中心主体工

程,开发区西区医院投入使用.

３新建和改造提升３个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４建成区卫生数据中心,实现８
所试点医疗机构信息共享和医疗费

用结算一卡通.
十五、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１ 继续建设和提升一批街道综

合文化站(镇文体中心)、居民书房和

居民文化室,力争年内在有硬件条件

的社区实现居民书房和居民文化室

的全覆盖.

２ 举办好滨海国际艺术节和滨

海新区社区文化艺术节.

３深入推动各文化馆(站)、图书

馆的免费开放和服务创新.办好滨

海市民文化讲堂活动.实施文化广

场千百万工程.

４实施“２１９１”公益电影放映工

程,年内放映不少于３４００场次.

５实施“滨海情”文化服务外来

建设者工程.组织开展专业文艺团

体慰问十大战役建设者巡回演出１０
场,实施送图书、送电影、送文化用

品、送讲座、送文化活动等进蓝白领

公寓活动.

十六、满足群众健身需求

１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举办全民

健身系列活动３０项次.培训、培养

国家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５００名.

２为５０个社区及蓝领公寓更

新、建设体育健身设施,满足群众健

身需求.
十七、继续整治市容市貌

１ 综合整治 ２１ 条道路、６１ 个

社区.

２新建改造公厕１０座、新建改

造生活垃圾转运站３座.
十八、完善供水供热设施

１ 改造住宅小区供水庭院管网

２３０公里、入户管网１４万户.

２推动供热管网“一户一环”改
造,改造２５万户.

十九、完善城区排涝设施

实施向阳地区、杭州道地区等低

洼片区市政排水除涝设施提升改造

工程,提升排涝能力.
二十、加强村镇设施建设

１创建５个文明生态村,其中塘

沽１个、汉沽２个、大港２个.

２更新改造７座农村扬水站,维
修改造农用桥闸涵２８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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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滨海新区机关和负责人

(２０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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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换届前)

书　　记　　　何立峰(至２０１３年２月)

袁桐利(２０１３年２月起)

副 书 记 袁桐利(至２０１３年２月)　宗国英

张继和(至２０１３年９月)　吕福春

常　　委 何立峰(至２０１３年２月)　袁桐利　
宗国英　张继和(至２０１３年９月)

吕福春　何树山(至２０１３年４月)

刘子利(至２０１３年４月)

杨英涛(至２０１３年９月)　霍庆生

李新建(至２０１３年９月)　石凤妍(女)

张锐钢　李伟成(至２０１３年９月)　
赵玉石　王建军(至２０１３年８月)

中国共产党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换届后)

书　　记 袁桐利(２０１３年２月起)

副 书 记　 宗国英　吕福春　
于景森(至２０１３年９月)

张传捷(２０１３年９月起)

常　　委　 袁桐利(２０１３年２月起)　宗国英

吕福春　于景森(至２０１３年９月)

张传捷(２０１３年９月始)　霍庆生

石凤妍(女)　张锐钢　赵玉石

郑伟铭(２０１３年９月起)　
张　亮(２０１３年９月起)

孙长顺(２０１３年９月起)　
韩远达(２０１３年９月起)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办公室,加挂中共天津市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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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滨海新区档案局和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区级机关工作委员会牌子

区委办公室主任　　　刘树增(至２０１３年９月)

张　健(２０１３年９月起)

区委台办主任　　　 王贵臣

区级机关工委书记　 李伟成(兼)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组织部,加挂天津市滨海新区

党史研究室牌子.设立天津市滨海新区机构编制委员会

办公室,既是区委的工作机构,也是区政府的工作机构,列
入区委工作序列,与区委组织部合署办公.设立中共天津

市滨海新区委员会老干部局,与区委组织部合署办公

组织部部长　　　　 杨英涛(兼)

区编办主任　　　　 李立根(至２０１３年９月)

　　　　　　　　　 张　青(２０１３年９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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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挂中共天津市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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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天津市滨海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加挂天津市

滨海新区新闻出版局牌子,与区委宣传部合署办公

宣传部部长　　 石凤妍(兼,女,至２０１３年９月)

于景森(兼,２０１３年９月起)

区文广局局长　 张仁刚　张长海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加挂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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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加挂天津市滨海

新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中共天津市滨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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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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法委书记　 李新建(兼,至２０１３年９月)

　　　　　　 吕福春(兼,２０１３年９月起)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换届前)

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张家星

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郝寿义

副 主 任　　　王殿起　曹纪华　张建军　丁巨波

李玉梅(女)
委　　员　 王维基　吕金洲　刘天文　刘玉发

刘秋梅　刘　健　刘培政　苏　文

李光照　李晓田　吴学民　余学林

张秉军　张泽生　林心宪　罗文金

郝建军　秦永和　倪祥玉　徐永焱

高嘉瑞　黄　东　董会冬　董绍英

路长春　路有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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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工作

室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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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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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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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塘沽工作处

副 处 长 孙世梅(女)

人大汉沽工作处

副 处 长 张建军

人大大港工作处

处　　长 胡艳岭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换届后)

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赵建国

副主任、副书记　　　　 刘明森

副主任、副书记　　　　 杨树久

副主任　　　　　姜立超　王凤双　张永珍　李立根

委　员 王贵臣　王庭俊　艾亚民　左凤伟

龙　云　卢志永　吕双刚　刘玉发

刘秋梅　刘晓程　孙志政　苏　文

李兆华　李晓田　应泽从　张世军

张建浩　陈　华　林永梅　周　利

哈永琴　宫　靖　耿长和　徐永焱

高嘉瑞　黄　东　路长春　路有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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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工作

室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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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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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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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塘沽工作处

副 处 长 孙世梅(女)

人大汉沽工作处

副 处 长 张建军

人大大港工作处

处　　长 胡艳岭

６６



　 综　述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换届前)

区　　长　　　　宗国英

副 区 长　 刘子利(至２０１３年４月)　张锐钢

蔡云鹏(至２０１３年９月)

王　盛(至２０１３年４月)

郭景平(女)　阳世昊(至２０１３年４月)

郑伟铭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换届后)

区　　长 宗国英

副 区 长 张锐钢　郭景平(女)　郑伟铭

孙　涛(２０１３年９月起)　
金东虎(朝鲜族,２０１３年９月起)

杨　兵(２０１３年９月起)

杜　翔(２０１３年９月起)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加挂天津市滨海新区人

民政府研究室、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牌

子.设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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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区政府办公室合署

办公

主任、党组书记　 赵顺利(至２０１３年９月)

曹金秋(２０１３年９月起)

信访办主任　　　张俊岭(兼)

天津市滨海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加挂天津市滨海新区

物价局、天津市滨海新区粮食局牌子.设立天津市滨海新

区统计局,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合署办公

主任、党组书记　 杨振江(至２０１３年９月)

陈春江(２０１３年９月起)

统计局局长　　　张　强(至２０１３年９月)

刘华健(２０１３年９月起)

天津市滨海新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主任、党组书记　 金东虎(朝鲜族,至２０１３年９月)

夏青林(２０１３年９月起)

天津市滨海新区商务委员会,加挂天津市滨海新区招商

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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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加挂天津市滨海新区体育局牌子

局长、党组书记　 荆洪阳(至２０１３年９月)
王延文(２０１３年９月起)

天津市滨海新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加挂天津市滨海新区知

识产权局牌子

主任、党组书记　 黄亚楼

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

局长、党委书记　 李新建(兼,至２０１３年９月)
张　亮(２０１３年９月起)

天津市滨海新区民政局

局长、党组书记　 孙长顺(至２０１３年９月)
郭志寅(２０１３年９月起)

天津市滨海新区司法局

局长、党组书记　 曹金秋(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杨金星(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起)

天津市滨海新区财政局,加挂天津市滨海新区金融服务局

牌子

局长、党组书记　 姚来英(至２０１３年９月)

梁宣健(２０１３年９月起)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加挂天津市滨海

新区公务员局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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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挂天津市滨海

新区房屋管理局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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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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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天津市滨

海新区地震办公室牌子

局长、党组书记　　王国良

天津市滨海新区环境保护和市容管理局

局长、党组书记　　苗加兴(至２０１３年９月)
马仲雷(２０１３年９月起)

天津市滨海新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局　　长　　 苗加兴(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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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滨海新区农业局

局长、党组书记　　　　王宜民(至２０１３年９月)

刘庆纪(２０１３年９月起)

天津市滨海新区卫生局,加挂天津市滨海新区人口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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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长、党组书记　 夏青林(至２０１３年９月)

曹春波(２０１３年９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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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建中(至２０１３年９月)

张　彬(２０１３年９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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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行政审批管理办公室,挂天津市

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公共服务中心牌子

主　　任　 许春梅(女)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换届前)

主席、党组书记　　　 张同庆

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况清利

副 主 席　 赖德斌　刘胜和　杨志刚(兼)

杨建英(兼,女)　邵芝祥(兼)

赵树月(兼)

秘 书 长　 刘胜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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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换届后)

主席、党组书记　　　 杨英涛

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吴庆云　赵顺利

副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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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关和天津市滨海新区监察局,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机关与区监察局合署办公,一套机构、两个牌子

书　　记　　　 霍庆生

副 书 记　　 王玉燕(女,回族)　佟国元

监察局局长　 王玉燕(兼,女,回族)

８６



　 综　述　

城　　区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工作委员会、天津市滨海新区塘

沽管理委员会

书　　记　　　　　　　吕福春

主　　任　 刘玉友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工作委员会、天津市滨海新区汉

沽管理委员会

书　　记　 于景森(蒙古族)

主　　任　 唐广强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工作委员会、天津市滨海新区大

港管理委员会

书　　记　 张志方

主　　任　 张传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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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树山(至２０１３年４月)

许红星(２０１３年４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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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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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挂天津东疆港区管理

委员会牌子

主任、党组书记　　 张爱国

中新天津生态城管委会

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崔广志

天津滨海旅游区管委会

主任、党组书记　　　 陈黎明

天津临港经济区管委会

主任、党组副书记　　 刘鑑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管委会

副主任、党组书记　　 王政山

天津市中心渔港经济区管委会

主任、党组书记　　　 蔡云鹏(兼)

天津市滨海新区北塘经济区管委会

主任、党组书记　　　 蔡云鹏(兼)

天津市滨海新区轻纺经济区管委会

主 任、党组书记　　 王国良(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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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三学社天津市委员会滨海新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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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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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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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玉梅(女,至２０１３年９月)

苏　文(２０１３年８月起)

天津市滨海新区工商业联合会

主席(会长)　　　 王殿起(兼)

党组书记　　　　　 刘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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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滨海新区红十字会

会　　长　　　　　　　郭景平(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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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　 黄骁卓

留学人员联谊会会长　 林心宪

“三联”党组书记　　 刘　钊(兼)

法院检察院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院长、党组书记　 韩津和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党组书记　 李　杰

街道乡镇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新村街道办事处

工委书记　 杨利媛(女,至２０１３年４月)

陈长顺(２０１３年４月起)

办事处主任　 陈长顺(至２０１３年４月)

李庆国(２０１３年４月起)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于家堡街道

工委书记　 张万岐

办事处主任　 王桂元(２０１３年３月起)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新北街道

工委书记　 刁望金(至２０１３年４月)

王乐成(２０１３年４月起)
办事处主任　 孙　斌(至２０１３年４月)

沈利民(２０１３年４月起)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新港街道

工委书记　　 李学明

办事处主任　 邓大为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杭州道街道

工委书记　　 李　芬

办事处主任　 张兴华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新河街道

工委书记　　 周润兴(至２０１３年４月)

刁望金(２０１３年５月起)
办事处主任　 武　云(至２０１３年４月)

肖　辉(２０１３年５月起)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向阳街道

工委书记　　 巨　伟

办事处主任　 陈兆明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大沽街道

工委书记　　 祝瑾媛(至２０１３年４月)
邓大为(２０１３年４月起)

办事处主任　 刘金华(至２０１３年４月)
范　玉(２０１３年４月起)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渤海石油街道

主　　任　　　 李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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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家园街道

工委书记　　 孙洪达(至２０１３年４月)

巩墨柱(２０１３年４月起)
办事处主任　 巩墨柱(至２０１３年４月)

闫立国(２０１３年４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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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汉沽街道

工委书记　　 于学民

办事处主任　 徐宪娥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寨上街道

工委书记　　 王连平

办事处主任　 邵连合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河西街道

工委书记　　 邵若生

办事处主任　 姜号亮(至２０１３年７月)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胜利街道

工委书记　　 韩　英

办事处主任　 黄汝军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迎宾街道

工委书记　 曹希亭

办事处主任　　 刘克文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古林街道

工委书记　　 王东杰(至２０１３年５月)

吕燕龙(２０１３年５月起)

办事处主任　 吕燕龙(至２０１３年５月)

郭成报(２０１３年５月起)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海滨街道

工委书记　 窦文生

办事处主任　 李　刚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港西街道

工委书记　 王树山

办事处主任　 张　武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泰达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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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田镇人民政府

党委书记　 张世生(２０１３年２月起)

镇　　长　 张世生

天津市滨海新区茶淀镇人民政府

党委书记　 崔立新(至２０１３年７月)

许　刚(２０１３年７月起)

镇　　长 薛冬梅

天津市滨海新区杨家泊镇人民政府

党委书记　 李桂杰(至２０１３年７月)

王国学(２０１３年７月起)

镇　　长　 王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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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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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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