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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开放、包容、务实，拥有高端人才和高端产业集聚的天

津高新区正在努力成为引领全球科技及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龙头，成

为支撑中国第三增长极的重要创新极，成为科技创业者的乐园和科

技人才的理想栖息地。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经国家批准成立的首批国

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由华苑科技园、未来科技城南区(渤龙

湖科技园)、未来科技城北区(宁河科技园)和塘沽海洋科技园四

个核心区组成，核心区总体规划面积超过 300 平方公里。作为

滨海新区自主创新的领航区，天津高新区主要经济指标连续多

年保持高速增长，成为滨海新区乃至天津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增

长极。

2014 年 12 月，经国家正式批复，同意支持天津高新区建设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天津高新区将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

分发挥天津创新资源集聚和开发开放优势，积极开展创新政策先行

先试，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着力研发和转化国际领先的科技成

果，打造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努力把天津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建设成为创新主体集聚区、产业发展先导区、转型升级

引领区、开放创新示范区。

天津滨海高新区天津滨海高新区

引领高科技引领高科技 创新行万里创新行万里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张开热情、诚挚的臂膀欢迎您来
此投资、创业、旅游观光！

·广告

“市区许多便民自行车都有小毛病，

包括轮圈歪曲、掉链条、异响等，高峰

期还常常没有车。”日前，有福州市民在

该市“12345 公共服务系统”上反映，

近来自己使用便民自行车时，经常遇到

车子坏了以及借不到车等情况，要是不

好好维护，便民自行车就会成为一种公

共负担。

作为一项民生工程，便民自行车为

市民出行提供了便利，也倡导了绿色出

行的理念，彰显了城市的温度和治理理

念，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只重视初

期建设、忽视了后续管理维护，就涉嫌

把便民自行车当成宣传的噱头、体现政

绩的盆景，容易使其成了行驶不动的

“花架子”，最终不但浪费公共资源，也

容易让暖心工程凉了人心。

按道理，便民自行车应保持完好，

能够满足市民的需要。出现各类毛病，

一方面是因为使用者使用不当、使用频

率高等造成的，另一个关键原因就是管

理部门重视不够，后续管理制度不完

善，维修做不到常态化。

便民自行车重在便民。要想让其最

大限度地发挥作用，需要从管理和疏导

两个方面做好工作。一是要完善后续管

理制度，夯实长期管理基础。相关部门

在设立便民自行车的同时，应该及时针

对出现的问题，持续不断地完善配套管

理制度，把日常保养、借用管理等问题

落到实处，尽量保持便民自行车干净整

洁、性能正常。二是要做好宣传引导，

让市民精心爱护使用。市民是便民自行

车的受益群体，在享用公共资源的同

时，更应该注重呵护，做到文明使用，

避免人为增加管理成本。

对于便民自行车、公共自行车的主

管部门而言，既然前期已经进行了详细

安排，花费了不少公共资金，就应该有

把好事做好、实事办实的信心和决心。

一句话，要在后期的管理上多注重细

节，多进行调查和研究，在人力和物力

上给予支持，使便民自行车有人管、管

得好，让市民方便用、乐于用。

便 民 自 行 车 管 护 别“ 掉 链 子 ”
胡勇俊

在农民进城问题上，地方常常面临两大压力，一是如何提升城镇化率，二是楼市如何去库

存；农民也面临两大压力，一是安居，二是乐业。这两方面既是一对矛盾，也可以相向而行、

协同解决。不论采取哪些办法，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不让农民吃亏，增加农民进城本钱

进 城 买 房 ，要 的 是 安 居 乐 业
瞿长福

最近，一些地方先后出台农村宅基

地有偿退出办法，有的地方在办法中直

接提出为推动楼市去库存，鼓励农村居

民有偿退出宅基地进城购房。这引起舆

论关于“用农民宅基地消化楼市库存”

的联想，以及会否带来新一轮“强迫上

楼”的焦虑。

这种焦虑本可不必。从各地出台的

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办法来看，都明确

了一个基本要求：尊重农民意愿。而

且，这几年从中央到地方再三强调，农

民是否进城、是否退地，由农民自己作

主。严格按照这些政策规定和办法执

行，农民进城买房与农村宅基地退出、

推进城镇化与楼市去库存就将是一个因

势利导、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过程，

是多赢之举，为什么还有担忧呢？

这与一些地方在实际执行中违背政

策或者使政策变形走样有关。在农民是

否进城问题上，地方常常面临两大压

力，一是如何提升城镇化率，二是楼市

如何去库存。这两大压力在某种程度上

相辅相成：只有鼓励更多农民进城买

房，城镇化率才能提高，楼市才能很好

地 去 库 存 ； 如 果 库 存 解 决 不 了 ，“ 空

城”更难打动农民进城，城镇化率更难

提升。

问题在于，这两大压力并不是说解

决就能解决的，它需要一个过程，需要

一定时间甚至相当长时期。可是，作为

考核指标或者发展任务，留给每一届地

方领导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压力之下，

一些地方往往操之过急、行之过简、急

于求成，在条件不具备、农民没想通的

时候强行上马，本来三五年甚至更久才

能做成的事，非要短期完成，导致矛盾

多多、问题多多。

同样，在是否进城问题上，农民也

面临两大压力，一是安居，二是乐业。

这两大难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

面。对于安居，农民进城首先要考虑住

哪里，房子是否买得起，买了是否住得

起，住下之后各种环境比如养老、就

医、上学、购物、出门等是否方便。对

于乐业，更为重要，进城不仅仅是城里

有一套房，靠什么在城里生存下去、生

活下去，继而体面地、有尊严地做城里

人才是首要问题。

地方政府面临的两大压力与农民面

临的两大压力，既是一对矛盾，也可以

相向而行、协同解决。无论鼓励农民进

城买房，还是有偿退出农村宅基地，都

是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结果，

只要协同兼顾得好，就能共赢。好比自

行车的两个轮子，看似前后分离，其实

是一个整体，一起转才能走得好、走得

稳，就看政府这只“脚”如何“踩轮”。

比如引导农民进城买房，首先得让

农民有进城买房的本钱和生活的本钱。

普通农民的现金本钱不多，除了打工的

有限积累，散小农户种地也就是维持生

计。为了增加农民进城本钱，目前全国

多省市正在进行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试

点，探索了多种办法，有货币补偿，有

权利置换等，不论采取哪些办法，一条

基本原则就是不让农民吃亏，增加农民

进城本钱。

不让农民吃亏，就需要地方财政在

农民自愿退出宅基地时拿出担当，无论

是公益性推进还是市场化运作，地方财

政都是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的“第一看

护人”与“最后一道防线”。这样，农民

放心进城，公众也打消了顾虑。不然，

既想要农民的地，又不合法合情合理地

补偿，哪有这样的好事。

工作做到位了，条件成熟了，农民

觉得值、觉得好，进城说简单也简单：

既安居，也乐业，何乐而不为！毕竟，

对大多数人，进城是更加优越舒适的

选择。

欢迎读者就热点经济话题发表评论、漫画 ，

来 稿请发至：mzjjg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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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行业协会自律须强化红线

吴晓灵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产业“走出去”不光是卖产品

高纪凡
中国光伏产业协会会长

开发“城市矿山”离不开创新

徐匡迪
中国工程院院士

目前，全球每年从废旧电脑中提炼黄金的总量，已

经超过从矿石开采中提炼的黄金。固体废弃物“围

城”，但“城市矿山”中也蕴藏着丰富的资源，高效、清洁

地开发“城市矿山”离不开科技和体制创新。我国重要

资源对外依存度高，资源安全面临挑战，而且循环经济

发展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很大差距，总体资源利

用率低，核心装备依赖进口，再生产品处于国际资源大

循环的低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带一路”建

设等重大战略，为循环经济发展带来难得历史机遇，亟

待完善技术创新体系，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把政府和市场的界限进一步划定清晰，在政府主

管部门的指导下让行业协会更好地发挥作用，是资产

评估行业今后健康发展的制度基础。要搞好资产评

估，加强行业协会的力量非常重要。要真正发挥行业

协会的作用，还应进一步明确违规行为的惩罚举措，通

过强化法律红线，促使行业协会真正实现自律管理，改

变以往行业协会的“二政府”形象。

一个真正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最终必会是

全球化的生产布局，美德的汽车产业、日韩的电子产业

都是如此。对高铁、光伏等我国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

产业，不光要把设备、产品卖出去，还要进一步推动相

关制造业“走出去”，让更多中国产业进行全球化生

产。过去 10 多年，中国光伏产业在规模效应与科技创

新的双轮驱动下，成本快速降低。目前全球新能源产

业发展趋势为中国光伏企业“走出去”创造了良好的客

观条件，下一步的重点是产业制造布局“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