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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设奥运成果推广服务展区 多项成果集中发布
2022年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9月初在首钢园开幕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 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
易会体育服务专题媒体通气会在
京举行。 记者了解到， 作为2022
年服贸会9个行业专题之一， 体
育服务专题将于9月初在北京首
钢园举办。 体育服务专题线下展
区面积达22200平方米 ， 并且首
次设置奥运成果推广服务展区 ，
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体验冬奥赛场
上的 “黑科技”。

据市体育局党组成员、 副局
长、新闻发言人陈杰介绍，体育服
务专题线下展区面积22200平方

米， 是本届服贸会面积最大的专
题展区，其中室内展区面积13200
平方米， 室外展区面积9000平方
米。展区划分为国际体育服务、奥
运成果推广服务、体育赛事服务、
体育消费服务、智慧体育服务、体
育融合服务、全民健身服务、户外
生活服务八大子展区， 展示内容
全面覆盖体育服务九个大类。 目
前，121家企业机构已确定线下参
展， 招展完成率已达到100%，线
下展商国际化率达67%， 特装展
位比率达97%， 线下行业龙头企
业占比达35%。

在首钢园举办的服贸会体育
服务专题自然少不了奥运元素。
值得一提的是， 本届体育服务专
题首次设置奥运成果推广服务展
区 ， 主要展示科技冬奥成果转
化、 奥运场馆服务等内容， 观众
在该展区可近距离感受体验冬奥
赛场上的 “黑科技”。

论坛方面， 已确定举办论坛
会议4场， 包括国际体育服务贸
易发展大会 、 数字体育发展论
坛、 国际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论坛、 国际冰雪产业发展论坛。
其中国际冰雪产业发展论坛将围

绕后冬奥时代大力发展冰雪经
济、 实施 “冰雪+” 战略等话题
进行研讨， 并在会上首发2022中
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

此外， 还有多项成果集中发
布。 通气会上， 亚洲数据集团常
务副总裁、 爱奇会展集团有限公
司总裁张莉表示， 会期体育服务
专题还将集中发布2022中国体育
服务贸易发展报告、 2022数字体
育发展研究报告、 2022中国冰雪
产业发展研究报告等最新行业研
究成果等。

体育服务专题线下展区将设

置现场洽谈专区 ，以便供需双
方完成交易匹配。 目前， 体育文
旅、赛事IP、培训服务等领域的多
个项目已确定在服贸会体育服
务专题完成签约， 签约额已达到
53.5亿元人民币， 一年内执行金
额已达到31亿元人民币 。 会期 ，
体育服务专题总签约额将达到
100亿元人民币以上，其中一年内
执行金额拟达到40亿元人民币，
力争再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 8月2
日，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北京市广播电视局联合印发
《北京市深化播音主持专业人员
职称制度改革实施办法》， 遵循
播音主持专业人员成长规律， 以
品德、 能力、 业绩为导向， 突出
专业特点， 完善职称评价机制，
为他们量身定制清晰的职称分类
评价标准， 申报人可自选代表作
参与职称评审。 改革后， 首次播
音主持专业人员职称评审工作将
于8月11日启动。

播音主持专业人员是我国专
业技术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
分， 代表着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
媒体的形象， 承担着坚持正确导
向、 传播先进文化、 引领文明风
尚的重要职责。

本次改革明确， 播音主持专
业人员职称设初级 、 中级 、 高
级 。 其中 ， 初级职称只设助理
级， 高级职称分设副高级和正高
级。 初级、 中级、 副高级、 正高
级职称的名称分别为二级播音员
主持人、 一级播音员主持人、 主
任播音员主持人、 播音指导。 各
层级职称分别与专业技术岗位等
级相对应。

本次改革坚持把政治品德和
职业道德放在评价首位， 重点考
察播音主持专业人员的政治立
场、 思想境界、 职业道德和从业
操守。 注重评价播音主持专业人
员在正确传递党和国家声音、 正
向引导社会舆论、 塑造主流价值
观、 真实报道传播、 实践媒体融
合、 展现时代风貌等方面的水平

和能力， 并按照不同层级、 不同
专业播音主持人员的特点和成长
规律 ， 合理确定评价重点 。 对
初 、 中级职称播音主持专业人
员， 着重考察专业基础知识和实
务能力； 对高级职称播音主持专
业人员， 在全面考察实践能力的
基础上， 进一步考察学术水平、
影响力和业绩成果。

改革后， 播音主持专业人员
可将代表性成果作为职称评审的
主要内容。 建立职称评审代表作
清单，明确不同岗位、不同层级职
称评审所考察的代表作类型，注
重代表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力。
播音主持专业人员的代表作可包
括参与主持的固定常设栏目、节
目，研究报告、项目报告、课题报
告、专业论文、专著教材等。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8月
2日， 记者从顺义区 “两区” 建
设第十二次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随着天竺综保区规划调整 （二
期） 通过北京海关等7部门组成
的联合验收组现场验收， 顺义区
牵头6项市级任务已全部完成 。
上半年市场主体活力增强， 新设
企业2030家， 全市排名第一。

据了解， 随着 “两区” 建设
的全面推进， 2022年以来， 顺义
区政策制度不断创新、 优质项目
加速聚集、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其中， 聚力航空服务领域、 金融
领域、 文化贸易领域、 新能源智
能汽车领域项目推进， 顺义区充
实国际教育资源， 新建北京市顺
义区诺德安达学校， 预计2022年

9月开始招生， 顺义区国际学校
总数达11所， 提供外籍学位4000
余个。

“随着试点政策和示范项目
的密集落地， 顺义区在吸引市场
主体方面成效显著， ‘两区’ 建
设新增市场主体数量、 项目储备
数量均居全市前列。” 据顺义区
商务局局长杨蓬勃介绍， 自 “两
区” 建设启动以来， 北京自贸区
顺义组团累计新增市场主体8159
家， 其中2022年上半年新设企业
2030家， 全市排名第一。 2022年
至今， 顺义 “两区” 项目储备数
273个， 在推项目137个， 落地项
目135个， 均排名全市前列。

此外， 顺义区以 “两区” 建
设促进外资、 外贸发展， 服务外

资企业复工复产， 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 ， 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
难； 加大各项稳外资政策落实力
度 ， 积极推动潜在外资项目落
地。 2022年1月-5月， 顺义区完
成实际利用外资4.65亿美元， 同
比增长 18.8% ， 全市排名第三 。
累计吸引合同外资9.86亿美元 ，
同比增长9%。

下一阶段， 顺义 “两区” 建
设将加快推进新一轮44项政策任
务， 将继续以 “产业开放+园区
开放” 为主线， 重点发挥三大园
区主体作用， 积极开展国际高水
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
试， 聚焦制度创新， 积极推动项
目落地， 带动优势领域产业上下
游集聚发展。

近日， 北京中轴线绿色空间
景观提升 （东城段） 工程正式亮
相， 为市民提供了一处领略古都
风貌 、 感受中轴线魅力的好去
处 。 该工程项目位于南中轴附
近， 包括天坛公园西门周边和永
定门外大街沿线， 是中轴线南端
环境提升的重要节点， 总面积约
2.7公顷。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记者
近日从北京市住建委了解到， 本
市 绿 色 低 碳 墙 板 应 用 比 例 持
续 上 升 ， 2021年建筑工程中墙
板应用量较 2020年增长 32.9% ，
墙材生产过程综合利用固体废弃
物较2020年增加4.8%， 达57.8万
吨。

根据市住建委发布的墙材应
用和生产情况， 2021年北京市墙
材应用总量为 789.2万立方米 ，
其中砌块应用量为499.1万立方
米 ， 墙板应用量为270.8万立方
米 ， 砖应用量为19.3万立方米 。
2021年， 北京市建筑工程中墙板
应用量较2020年增长32.9%，施工
过程实现建筑垃圾减量7.7万吨；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应用量较上年
增长了85.9%，应用量为72.4万立

方米。 装配式建筑中广泛使用的
PC板应用量为176.7万立方米 ，
较2020年增长24.7%。

据了解， 2021年北京市墙体
材料生产企业共计20家， 主要生
产砌块和墙板 ， 总产量270.6万
立方米。 2021年本市墙材生产过
程综合利用固体废弃物 57.8万
吨， 较2020年增加4.8%。 被循环
利 用 的 固 体 废 弃 物 包 括 建 筑
垃 圾 25.8万吨 、 水渣10.4万吨 、
粉煤灰10.1万吨。 2021年本市墙
材生产总能耗 25851.0吨标煤 ，
万块标砖能耗0.1851吨标煤， 较
2020年下降10.8%。 市住建委表
示 ， 下 一 步 将 继 续 结 合 本 市
建 筑 领域的发展趋势 ， 大力推
广低碳、 绿色、 高品质的新型墙
材。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记者
昨天从丰台区教委获悉， 作为教
育部公布的35项全国可以实施的
白名单赛事之一 ， 全国青少年
航 天 创新大赛北京选拔赛上周
在丰台区外国语学校举办。 丰台
区教委主任杨晓辉对学生们的
创新能力和制作水平赞不绝口，
他表示北京丰台是全国航天创新
示范区， 特别注重青少年航天教
育 ， 希望这项大赛能够长驻丰
台 ， 并成为丰台航天教育的品

牌。
本次大赛共有来自256所学

校的1621名学生参加， 收到参赛
作品703项， 其中575项进入终评
选拔阶段。 学生们的作品涵盖了
月球基地、 火星基地建设研究、
航天舱设计、 运载火箭设计与模
型制作、 太空机器人研究、 卫星
应用研究、 星球资源运输等多个
项目， 设计精巧、 想象丰富、 制
作精细， 展示了对宇航科学的热
爱和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本周， 北京开启今夏的 “闷热模式”。 高温闷热的天气让人们倍
感 “煎熬”， 一些商业区的喷泉成了孩子消暑的乐园。 记者昨天在五
棵松华熙商区看到， 不少孩子跑进喷泉中享受戏水的乐趣。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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