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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2022
年服贸会教育专题展将于9月1日
至5日在首钢园区4号馆举办。记
者近日从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
专题展设置 “交流合作共赢”“科
技赋能教育”和“公益助力教育”3
大主题展区， 打造以科技赋能教
育教学各环节提质升级的沉浸式
互动场景。同时，设计多种线上线
下互动活动， 为不同受众分时段
提供线上个性化“云观展”活动。

据北京市教委副主任孙其军
介绍，教育专题展主题为“以高质
量教育引领未来”，目前已吸引国
际教育组织(机构)、知名中外合作

办学机构、国际学校、双向留学机
构、教育科技企业、教育公益组织
等60余家境内外知名教育机构及
企业报名参展。 本届专题展首次
邀请政府间国际组织参展， 作为
中国和东盟成员国共同成立的政
府间国际组织， 中国———东盟中
心将利用服贸会教育专题展这一
平台， 充分展示其作为中国与东
盟成员国 “一站式的信息和活动
中心”，推动中国———东盟教育合
作和人文交流， 推动双边各级各
类教育机构全面合作。 本届教育
专题展已有中国联通、 汇丰银行
等2家世界500强企业参展， 吸引

北京法语联盟、 科大讯飞等10余
家行业龙头， 充分体现高质量引
领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成果。

此外，教育专题论坛将于9月
2日举行，将邀请国内外一流教育
专家， 围绕对未来教育的前瞻性
思考进行主旨演讲，从教育服务、
服务教育双向助力的角度， 分享
世界最新教育理论研究成果。论
坛期间还将围绕智慧教育、 国际
比较教育、 职业教育和家庭教育
进行深度和专题研讨。

■关注服贸会

2022年服贸会教育专题展将打造沉浸式互动场景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8月7
日， 由西城区文旅局携手北京河
图组织实施的“万象中轴”数字文
化体验项目正式发布上线，同时，
该项目IP形象———助力中轴线申
遗“北京中轴线上的镇水小神兽”
正式定名为“水灵龙”。

该项目首发上线鼓楼前、 万
宁桥、 万春亭等3个打卡体验点。
除万宁桥打卡点需正在开展的环
境整治工程完工后才能体验外，
即日起， 市民、 游客即可下载专
用APP， 在小神兽 “水灵龙” 的
引导下， 在地体验虚拟与现实结
合， 历史与当下辉映的数字中轴
新景观， 沉浸式领略增强现实数
字文化场景， 感受 “活” 起来的
中轴线文化。

首次亮相的“万象中轴”项目
包括 “预见中轴———数字文化探
访线”和“再现中轴———数字时空
博物馆” 两个功能模块。“预见中
轴”主要是依托河图的大规模3D
地图构建、 高精度空间计算等技
术能力， 在线下真实的物理空间

叠加虚拟数字内容， 对中轴线历
史场景和灭失的文物建筑进行数
字重现，并嵌入数字展陈、沉浸式
体验和虚拟互动等多种效果，构
筑线下增强现实体验 。“再现中
轴”将提供线上体验，具有数字藏
品的收藏、展示功能，通过收集线
下体验的场景素材， 将中轴线文
化“带回家”，离开现场也能了解
相关中轴线知识点、 小故事。未
来，还将开发建设“印象中轴———
数字记忆分享厅”功能模块，打造
线上与线下互动的中轴线文化传
播分享平台。

西城区文旅局局长靳真介
绍，“万象中轴” 项目通过技术加
持和创意赋能， 将中轴线遗产的
价值，以通俗、妙趣、互动的方式
予以呈现， 转换为公众能够普遍
理解、 参与其中的体验， 以受欢
迎、 易传播的方式融入老百姓日
常生活。 这种数字化应用在给申
遗带来更好展现形式的同时，为
社会公众了解中轴线提供了更便
利的平台。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上周
末， 平谷区黄松峪乡梨树沟休闲
小镇热闹非凡，“世界休闲谷·大
美黄松峪” 休闲旅游协会成立暨
推介大会举办。

会上， 对黄松峪乡休闲旅游
协会进行揭牌、 为休闲旅游协会
成员单位进行授牌， 并首次提出
打造 “大美黄松峪·北京艺术谷”
文旅融合发展新名片。推介会上，
还宣布面向社会征集黄松峪乡系
列雕塑设计作品。

近年来， 黄松峪乡持续推进
“疏整促”、美丽乡村建设等工作，
乡域环境进一步优化。 发展旅游

业30年来，石林峡、湖洞水、天云
山、 京东大溶洞等九大景点贯穿
全境，6个村被评为市级民俗村，
带动全乡23%的人从事旅游业及
相关产业， 年接待游客量超百余
万人次。

平谷区黄松峪乡成立休闲旅游协会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市住建委发布 《北京住房和
城乡建设发展白皮书（2022）》。白
皮书提到，2021年全年，本市共建
设筹集政策性住房61003套，竣工
政策性住房83105套。

十八大以来， 本市住房市场
和住房保障两个体系更加健全，
群众居住条件明显改善， 城镇居

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从2012年的
29.26平方米提高到2020年的33.7
平方米 ， 住房整租年交易量由
2012年 的 100余 万 套 次 增 加 至
2021年的276万套次 ， 商品住房
成交量在2021年达到27.77万套，
成交规模创五年新高。

2021年， 本市加强住房保障
发展顶层设计， 多渠道筹集保障

房房源， 大力发展保障性租赁住
房， 深入推进住房保障高质量发
展 ， 织密织牢住房保障兜底网
络。

白皮书提到， 2021年本市共
建设筹集政策性住房 61003套 ，
竣工政策性住房83105套 ， 公租
房新增分配量 2.28万套 ， 对低
保、 低收入、 重残、 大病四类家

庭实现依申请 “应保尽保”。 十
八大以来， 本市累计建设筹集各
类保障性住房约85万套 （间 ），
发放公租房租金补贴46.47亿元。

2022年， 本市将完善保障房
房源长效筹集机制， 加快构建以
公租房、 保障性租赁住房、 共有
产权住房、 安置房为主体的住房
保障制度体系， 持续推进公租房

运营管理规范化。
白皮书还提到， 2021年， 全

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新确认558
个、 已开工301个、 完工177个 ，
超额完成任务 ； 加装电梯开工
499部、 完成418部， 按照 “双纳
入” 机制支持配合央产小区改造
陆续开展。 全年共启动危旧楼房
改造186栋， 约20.1万平方米。

老字号备货“贴秋膘”
8月7日迎来立秋，北方有立秋贴秋膘习俗。记者昨天在天福号西直

门店看到，市民早早来到店里为立秋备选肉食。从7月下旬开始，老字号
天福号工厂就开始为立秋准备了充足的王牌产品， 近80吨酱肉以及酱
牛肉等各类熟食，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选择。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万象中轴”数字文化体验项目上线

西城打造首条数字中轴探访线路

北京发布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白皮书

本市去年竣工政策性住房8万余套

北京新增2例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8月7

日， 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 北京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刘晓峰介
绍，8月7日0时至15时，新增2例
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已
转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相关
风险点位及人员已管控落位。

感染者1和感染者2共同居
住， 均为隔离观察人员， 现住
石景山区城通街26号院。 感染

者1于8月3日自驾车抵京， 抵
京当日进行常态化核酸检测，
报告结果为阴性， 8月4日出现
头痛、 咽痛等症状， 8月5日健
康宝弹窗后向社区报告， 两人
进行居家隔离。 8月6日感染者
2出现咽干 、 发热等症状， 社
区上门为两人进行核酸检测，
8月7日报告结果为阳性， 当日
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均
为轻型。

刘晓峰提醒，请7月23日以
来有海南省旅居史， 近期到访
过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鄂尔
多斯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
盟、 乌海市和其他风险地区人
员，接到短信、健康宝弹窗提示
人员， 与病例活动轨迹有交集
的人员， 立即主动向社区、单
位、宾馆等报告，配合做好集中
隔离、居家隔离、健康监测、核
酸检测等各项防控措施。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8月7
日， 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 石景山区人
民政府副区长申键介绍，8月6
日23时45分， 石景山区疾控中
心接北京中海京诚医学检验实
验室报告，1名由内蒙古返京并
于8月5日开始居家隔离的人
员，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

阳性。8月7日凌晨4时45分，其
同住人员1名检测结果也呈阳
性。 目前二人均已转至定点医
疗机构隔离治疗。

据介绍，截至8月7日12时，
相继判定密接53人， 均已全部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石景山区
严格落实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防控方案第九版》要求，划定风

险区2个，其中高风险区1个，涉
及城通街26号院5号楼、7号楼、
8号楼。划定中风险区1个，涉及
城通街26号院1、2、3、4、6号楼
及54号院1、2、3、4、5、6号楼及
地下商户。 上述楼宇涉及的企
业及住户， 均已落实相应管控
措施。公共空间已经开展多轮、
多点位的环境采样和消杀。

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石景山区划定中高风险区各1个

(上接第１版)
《通知》 明确， 各级工会组

织和民政部门要探索搭建困难职
工需求与救助资源信息对接平
台， 实现困难职工的需求信息和
政府相关部门的救助资源、 社会
组织的公益项目、 社会各界的爱
心捐赠及志愿服务的精准对接。
培养壮大职工帮扶社会工作专业
力量， 加大对工会帮扶工作人员
专业化培训支持力度。 鼓励地方
工会组织和民政部门开展帮扶服
务职工领域社会工作标准体系试
点建设。

又讯 近日， 全国总工会下

发 《关于2022年度中央财政专项
帮扶资金分配下拨和使用有关事
项 的 通 知 》 （以 下 简 称 《通
知》）， 并下拨5.64亿元中央财政
专项帮扶资金， 用于保障困难职
工基本生活。

《通知》规定，各地工会要综
合考虑疫情影响， 进一步优化政
策、简化程序、畅通路径，加快资
金拨付进度， 及时足额发放到困
难职工家庭， 对在档困难职工应
帮尽帮、全部覆盖、保障到位。

《通知》 要求， 各地工会要
加大工会帮扶资金投入， 加强对
当前因疫因灾造成的新增和返困

困难职工的帮扶， 对困难职工生
活足额兜底 。 形成中央财政引
导、 工会经费投入为主、 广泛吸
收社会公益捐助的帮扶资金格
局。

《通知》 强调， 各地要高度
关注当前疫情形势和经济下行压
力给职工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
重点关注特殊困难职工、 低收入
职工 、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
体， 开展全面摸排， 及时了解掌
握情况、 摸清底数、 制定措施，
配合党委 、 政府及有关部门制
定、 落实相关政策， 帮助困难职
工解决实际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