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孙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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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本报记者 任洁

本市税务局“放管服”改革成效显著

17个领域加速崛起 北京人工智能产业领跑全国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孙靖

昌平马池口镇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北京市税务局推出的‘在线

导办’很方便，网上办税可以随时
咨询。”国寿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财务负责人郭新杰说。“在线导
办” 是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
局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税收
营商环境的改革举措之一。 市税
务局密集开展多批次 “一把手走
流程”活动，以市场主体和一线工
作人员身份亲身体验办税缴费堵
点、难点，在细节处着手优化服务
和办事流程。

昨日，记者从市税务局获悉，
截至目前， 北京是全国唯一实现
增值税留抵退税和企业所得税汇
算清缴退税“报退合一”的城市。
同步推出的智能退税服务将小额

退税限额由500元调整为5000元，
取消纸质资料审核流程， 试点智
能化主动退税， 打通退税业务在
纳税人申请、税务机关核准、退库
办理的全链路电子化应用， 小额
便捷退税覆盖面提升至70%。

为更好培育市场主体， 服务
首都经济发展， 市税务局以深化
“放管服 ” 改革为抓手 ， 把99%
以上申报业务、 98%以上非申报
业务通过网上办理， 95%以上的
发票领用、 99%以上的发票代开
通过 “邮寄送达+自助机” 非接
触式完成， 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成效中排名
全国第二。

针对量大面广的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 市税务局与市工商
联携手为小微企业送政策、 优体
验、助成长，截至5月31日推送优
惠政策31项，服务纳税人、缴费人
324.85户次。

近期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深
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明确，北
京市作为综合试点单位将承担更
多的改革任务。 市税务局党委书
记、局长张有乾表示，市税务局将
从数据赋能、 精确执法、 精细服
务、精准监管、精诚共治、组织保
障等方面入手， 推出更多流程更
优、体验更好的改革项目，争取率
先在税务执法规范性、 税费服务
便捷性、 税务监管准确性上取得
新突破，服务首都发展大局。

99%以上涉税申报业务可网上办理

6月5日，《北京市生态涵养区
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条例》 正式
实施。 北京市生态涵养区包括门
头沟区、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区、
延庆区的全域和昌平区、 房山区
的山区。近年来，生态涵养区生态
保护和绿色发展取得不少成效。

记者走进密云区溪翁庄镇金
叵罗村，金叵罗农场的有机菜园、
果园、传统石磨，给前来的市民提
供了新鲜的农事体验。近年来，金
叵罗村通过田园综合体建设，走
出了一条“农旅融合、以农促旅、
以旅兴农”的发展道路。

金叵罗村只是生态涵养区探
索绿色发展之路的缩影。近年来，
怀柔区渤海镇六渡河村着力发展

民俗旅游， 完成26户精品民宿改
造，建成1家精品酒店；平谷区峪
口镇与结对的开发区京东集团共
建平谷大桃线上销售平台。

据了解，本市通过多措并举，
助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积极成
效。 加大拆违腾退土地等专项整
治力度， 不符合功能定位的业态
加快退出，2017年以来 ， 门头沟
区、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区、延庆
区累计拆违腾退土地 2046.9公
顷、疏解一般制造业246家，确保
区域生态空间只增不减、 土地开
发强度只降不升。 实施百万亩造
林绿化、 京津风沙源治理等重大
生态建设工程， 绿色生态空间不
断扩大，2020年生态涵养区森林

覆盖率达到62%。
加强政策资金保障 ，2019年

以来， 市级每年向生态涵养区下
达生态保护补偿转移支付引导资
金30亿元、 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
120亿元以上，平原区支持生态涵
养区结对协作资金6亿元，重点支
持生态环境、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建设等。 本市建立了平原区与
生态涵养区结对协作机制。 朝阳
区支持密云水库监控设施建设，
海淀区支持延庆区康西森林湿地
建设，合力保护密云水库、官厅水
库； 东城区支持怀柔区实施雁栖
河生态廊道工程， 提升怀柔科学
城生态环境；丰台区、房山区加强
交界区域环境共治。

□本报记者 盛丽

让青山绿水成首都发展“底色”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昌
平区马池口镇把解决群众“最需、
最盼、最忧”的问题贯穿党史学习
教育始终， 切实把党史学习教育
成果转化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
生动实践。

“这条路骑车容易摔倒，开车
会托底，而且道路狭窄，会车时要
特别注意。 ”不久前，马池口镇丈
头村村民反映， 丈头村西向亭自
庄村的道路坑洼不平， 影响机动
车和非机动车通行， 存在安全隐
患。

接到群众诉求后， 马池口镇
公路站工作人员立即前往现场核
实。 “据我们了解，该路段因前期
铺设管道，造成路面损坏。管道铺
设完毕后，恰逢进入冬季，路面上
冻严重， 致使后期路面恢复工程
推迟。”公路站工作人员说。随后，
马池口镇公路站加紧协调， 经多
方协商后， 立即启动亭丈路修缮

拓宽工程。
据了解， 亭丈路修缮拓宽工

程涉及里程1.5公里，应群众希望
加宽道路的诉求，将路向外拓宽1
米到1.5米，路面宽度将超过7米，
整个工程用时约40天。 “看着工作
人员每天都在忙碌， 我们感到很
暖心，盼望着道路早日修好。 ”附
近村民说。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
实， 最根本的落脚点是让党史
学习教育成为服务群众的 “实
践宝典”。 马池口镇把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作为检验党史学
习教育成果的标准。 马池口镇相
关负责人表示， 为扎实推进党史
学习教育，马池口镇各村（社区）
组织形式多样的学习教育， 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 走村入
户宣讲党的光辉历史， 宣讲党的
红色故事, 激发大家做事干事的
热情。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高飞 朱伊伊

住总二公司“十四五”知识竞赛开赛

近日， 住总第二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十四五”知识竞赛火热开
赛。伴随着主持人的提问，选手们
精彩地展现了公司“十四五”发展
战 略 、目 标 和 实 施 举 措 ，达 到
了以赛促学、以学促用的积极作
用。

竞赛活动一经发起， 吸引了

公司京津冀地区各单位的21名选
手组成7支代表队参加。 渠阳新
苑代表队参赛选手李汉 新 说 ：
“我会在工作中落实公司‘十四
五’规划要求，从规划中汲取智慧
和力量， 圆满地完成工程建设任
务， 贡献青春力量， 推动公司在
‘十四五’时期的跨越式发展。 ”

日前， 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
究院联合清华大学———中国工程
院知识智能联合研究中心、 清华
大学科技情报大数据挖掘与服务
平台共同发布2021年人工智能全
球最具影响力学者———“AI 2000
榜单”， 北京在人工智能17个领
域领跑全国， 高影响力学者数量
居全国之首， 学术成果显著。

科创资源最为密集的北京，
依托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资源
优势， 已形成原创成果涌现、 头
部企业聚集、 创新创业活跃、 应
用场景广泛的良好局面， 成为我
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领先地区。

人才策源地： 高校院所
加速人工智能人才聚集

据 2021年 “AI 2000” 榜单
显示， 北京高影响力学者数量共
计63名 、 82人次 ， 全国排名第
一 ， 占全国总人次的 36% 。 其
中， 清华大学长聘副教授崔鹏、
京东集团技术副总裁何晓冬均横
跨3个研究子领域， 是横跨研究
领域最多的高影响力学者。

人工智能产业高速发展的关
键是人才。 北京AI高影响力学者

的研究方向以应用研究为主， 主
要集中在高校院所。 从学者所在
机构来看， 北京71%的高影响力
学者来自高校院所。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科学院是最重要
的人才聚集地， 而清华大学高影
响力学者数量位居北京首位， 达
到39人次。

除此之外， AI优势企业也是
重要人才输出之一。 比如， 京东
集团、 百度集团、 旷视科技、 字
节跳动、 蔚来汽车、 医渡云等科
技企业均有人才上榜。

在 “AI 2000” 榜单中， 9名
北京学者入选 “AI 2000” 最具
影响力的学者。 其中旷视科技首
席科学家孙剑在计算机视觉领域
全球排名第3、 清华大学长聘副
教授刘知远在经典AI领域全球排
名第4、 清华大学教授孙茂松在
经典AI领域全球排名第9。

成果显著： 孕育多项国
际重大原创成果

在北京， 人工智能领域学者
在国际顶级期刊或顶级会议发布
过论文的科研人员数量超 4000
人， 占全国的近三成。 比如， 清

华大学张悠慧、 李国齐、 宋森团
队提出类脑计算 “神经形态完备
性” 概念， 填补了相关领域国际
研究空白， 学术成果在 《自然》
期刊发表。

论文发布、 专利申请量均居
全国第一， 多项国际重大原创成
果也相继涌现。 清华大学尹首一
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可重构多模
态智能芯片已经大规模生产， 可
满足功耗敏感场景下的较高算力
需求。 清华大学朱军团队提出第
三代安全可控人工智能， 研发出
全球首个针对算法模型本身进行
安全检测的技术平台RealSafe，
提供从安全测评到防御加固的整
体解决方案。

发布 2021年 “AI 2000” 榜
单的AMiner （科技情报大数据挖
掘与服务平台） 技术平台， 由清
华大学计算机系唐杰教授团队研
发 ， 拥有中国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 是一个提供海量中英文文献
检索的人工智能搜索学术平台，
平台包含了由超过2.7亿条学术
论文数据和1.33亿名学者数据所
构建的知识图谱， 能够为广大科
研工作者提供方便、 权威和具有
认知智能的学术搜索服务。

前瞻布局： 打造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产业生态体系

2019年2月18日 ， 北京国家
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成立。 这是我国首个国家新一代
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标志
着北京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产业
上又迈出了新的步伐 。 据统计，
2020年北京人工智能相关产值规
模达1860亿元 ， 同比增长9.8%，
相比于2016年产值增长逾一倍。
人工智能产业的迅速崛起， 离不
开北京培育产业生态的 “土壤”。
为营造更好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体系， 北京加快推进 《加快科技
创新培育人工智能产业的指导意
见》 的实施， 发布 《北京市高精
尖产业技能提升培训补贴实施办
法》、 出台 《关于加快培育壮大
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北京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围绕人工
智能技术创新、 人才培养、 应用
场景建设、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
方面， 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 先
行先试， 构建有利于人工智能发
展的良好政策环境， 支持人工智
能产业全方位保障。

与此同时 ， 自2019年以来 ，
北京先后发布两批共40项应用场
景建设项目， 围绕产业升级、 城
市管理、 民生服务等重点领域，
以及 “三城一区”、 城市副中心、
新首钢等重点区域。 此外， 围绕
疫情防控、 医疗健康、 金融、 自
动驾驶 、 城市大脑 、 教育等领
域， 为人工智能企业技术创新应
用提供 “高含金量 ” 的场景条
件， 加快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项
目落地。

截至目前， 北京人工智能相
关企业数量约1500家， 占全国的
28%， 居国内首位。 在资本助力
下， 北京诞生了30余家人工智能
独角兽企业， 成为我国AI学术和
产业人才最大的聚集地。

未来， 北京将继续发挥人才
和技术优势， 突出 “头雁” 作用
先行先试， 为持续优化人工智能
发展的创新生态做出探索， 力争
在人工智能领域， 形成一批可复
制、 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 推动
北京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学术思
想、 基础理论、 顶尖人才、 企业
创新和发展政策的源头， 向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体系迈进。

《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条例》 正式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