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广告

【本市】0３新闻2022年 ８月 26日·星期五│本版编辑 马骏│美术编辑 李媛│校对 刘芳│E—mail:ldwbyw@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交官带货
直播 、SoReal蛟龙号载人深海模
拟体验器首度面向公众、 人艺70
周年院庆线上展演……2022年服
贸会九大专题展之一———文旅服
务专题展将亮相首钢园展区1号
馆和2号馆。 记者昨天了解到，在
展览展示方面， 诸多创新产品和
应用将亮相， 让观众沉浸式饱览
北京文旅产业最新成就。 现场还
将举办文艺表演、 非遗体验等60
余场互动活动。

围绕“数字赋能文旅发展，文
化创新美好生活”年度主题，文旅
服务专题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
式，通过展览展示、论坛活动、成
果发布、 推介洽谈等集中展示当
下科技赋能文化、 文化赋能城市
的高质量发展成就， 推进产业协
同发展。

文旅服务专题展的线下展览
面积为1.47万平方米，设立“文化
新引擎”“创意新生活” 两大主题
展区， 共有近500家企业线下参
展。同时，开辟线上云展厅，提供
3D展台使更多企业参展，为跨时
空高效展示与交流提供便利。共
900余家企业参与线上线下展览。

据了解， 通过多种形式充分
展示和对外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文旅服
务专题展区的重要内容。 中国外
文局展区将展出 《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 第四卷、《习近平经济思想
学习纲要》 等著作最新多语种版
本。

此外， 市政府新闻办主办的
“炫彩世界———第七届 ‘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特色文化展示活动”
将邀请30余家“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驻华使馆和机构开展交流活
动。本届“炫彩世界”活动首次设
置“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特色文化
产品“国际甄选”电商直播间，精
心打造“国家场”环节，每日安排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外交官、企
业负责人带货直播， 推动各国的
文化贸易交流。

元宇宙和数字化成为本届文
旅服务专题高频词。 从人民日报
“元宇宙全真3D空间交互场景 ”
到 “元聚京华———面向元宇宙发
展的文化园区网络”，从“青春元
宇宙之家” 到完美世界打造的北
京前门鲜鱼口胡同“CityGame”数
实结合城市游戏空间， 十余个展
区全新展现元宇宙推动文旅产业
发展新场景、新业态。

同时， 北京持续推动5G、大
数据、AR、VR等新技术在文化领
域的应用， 各种炫酷体验的智能

5G+XR设备中，既有主展区里冬
奥期间各国运动员争相打卡的
SoReal蛟龙号载人深海模拟体验
器首度面向公众； 也有城市副中
心“千年之城 匠心独运”展区，蓝
色宇宙精心打造的虚拟线上商业
街区；还有“京西福地双奥区 城
市复兴新地标”展区，当红齐天带
来的虚拟现实电竞大赛； 更有圆
明园CAVE《千机圆明》、VR“云”
游敦煌等一系列沉浸式互动体验
等着观众去打卡。

今年火爆京城的 “大戏看北
京”“会馆有戏” 以及人艺70周年
院庆线上展演等文化演艺新业态
也都出现在文旅服务专题展上。
其中，“会馆有戏” 打造出一批具
有京味文化与传统文化特色的人
文新地标———八大会馆将在展区
集中亮相， 特别是在复刻的正已
祠牌楼前， 观众将感受到传统文
化沉浸式体验的独特魅力。

“同仁堂知嘛健康零号店”等
老字号焕新项目，前门大街、亮马
河国际风情水岸等夜间文旅消费
场景，以及亲子、露营、自驾等旅
游度假产品将一一亮相， 展现北
京文化消费业态的生机活力。

近日， 由北京市政路桥股份
有限公司总承包二部承建的国道
109新线高速十一工区全线最长
斜井———小龙门隧道斜井胜利贯
通， 标志着小龙门隧道施工进入
冲刺阶段。 国道109新线高速公
路工程起点为西六环路军庄立
交 ， 向西经军庄 、 妙峰山 、 王
平、 雁翅、 斋堂、 清水， 终点为
市界， 与张涿高速公路相接。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8月
25日 ， “提升新能级 释放新动
能———中国临空经济创新发展国
际论坛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临空
经济区全球招商推介” 在北京中
德国际会议会展中心举行， 首都
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的航空服务
板块签约7个重点投资项目，投资
总额近17.7亿元。

本次落地7个项目涉及航空
油料、航空维修、航空物流、航空
培训、 机场建设等航空服务多个
领域，具有数字化、国际化、高端

化的特点。其中，中国航空油料集
团拟投资的民航智慧能源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项目， 将打造成为航
油数字化运营的核心平台。 全球
最有影响力的航空运输组织国际
航协北京办事处入驻园区， 将发
挥国际行业资源优势， 促进国际
航空资源要素配置聚集， 在航空
运输、国际结算、航空维修、航材
共享、 航空保障、 航空培训等方
面，推动国家行业标准、首都机场
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或通标。

依托首都国际机场世界级航

空枢纽建设， 首都机场临空经济
区航空业直接关联企业数量占北
京地区的三分之二，国航、首都机
场集团、 中航油等几大集团以及
空客中国总部均汇聚于此， 基本
形成了以航空运输为核心， 以机
场运营管理为基础， 并向上下游
航材供应、飞机租赁、航空维修、
航空培训、航空配餐、航空油料、
航空信息延伸的航空服务产业链
条， 已成为我国航空服务业企业
数量最多、 产业链条最全、 产业
规模最大的机场临空区。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近日，
以 “传承运河文化 讲好运河故
事” 为主题的2022中国世界遗产
旅游推广联盟大运河高端对话在
北京城市副中心台湖演艺小镇召
开 。 活动邀请了中国科学院大
学、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北京体
育大学的三位专家就大运河文旅
资源挖掘与推广、 大运河文体旅
融合发展及大运河文创产品开发
进行了专题分享。

会上， 与会代表们就如何深
入挖掘大运河文旅资源、 创新大
运 河 文 体 旅 发 展 模 式 以 及 各
地 大 运河相关工作成果进行了
交流和对话。 会后， 代表们在此

观看了皮影戏 《大运河传奇》 及
沉浸式北京曲剧 《茶馆》， 观赏
艺术农场稻田画， 感受城市副中
心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成果和台湖
演艺小镇 “演艺明珠” 的独特魅
力。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
刘斌表示， 大运河沿线8省市共
计58处世界遗产点， 为运河沿线
各省市地区的旅游发展提供了一
张精美的世遗 “名片”。 大运河
沿线8省市文旅部门有责任、 有
义务， 也有基础联合起来， 发挥
各自优势， 把大运河文旅资源推
广好 、 把千年大运河文化传承
好、 把中国大运河故事讲好。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
北京市发改委批复核心区供水管
网消隐改造一期工程和中心城区
一期（核心区）排水管线错接混接
治理工程项目建议书。 两个项目
均计划年底前开工。

据了解， 这两个项目均已列
入2022年市政府重点工程计划。
核心区供水管网消隐改造一期工
程将改造核心区存在安全隐患的

供水管线约42公里， 同步加装改
造流量计、水表等配套设施。该项
目计划年底前开工，预计2024年6
月完工。 中心城区一期（核心区）
排水管线错接混接治理工程将改
造完善核心区雨污水检查井等接
入设施， 同步新建改造雨污水管
线约1公里，解决排水管线错接混
接点25处。 该项目计划年底前开
工，预计2023年12月底完工。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近日，
房山区文化旅游协会成 立 大 会
暨第一届会员大会召开 。 房山
区文化旅游协会将按照 “全区
域、 全产业、 全链条” 的整体思
路， 积极吸纳房山文旅企业参与
其中， 共同推动房山文旅的全面
发展。

据了解， 该协会首批85家会

员单位涵盖景区、 住宿、 餐饮、
旅行社、 文创、 购物、 葡萄酒庄
等文旅产业中的多个行业。 会员
代表们表示， 企业自身发展与房
山文旅产业发展密不可分， 在协
会的组织下进行学习交流、 政策
执行、 风险应对、 经营合作等，
能够形成企业与产业之间相互促
进、 共同发展的正循环。

■关注服贸会

多项创新产品和应用将亮相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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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两个水管项目计划年底前开工

房山区文化旅游协会成立

投资总额近17.7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北
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在企业名称登
记关键环节， 建立新兴行业用语
“正面清单” 和禁限用字词 “负
面清单 ”， 让名称申报更简单 、
更便捷。 记者昨天从市市场监管
局获悉， 今年1至8月， 本市自主
申报通过名称达37.1万件， 名称
自主申报系统日均访问量达2700
余次， 为企业开办按下了 “快捷

键”。
所谓 “正面清单” 是指根据

企业需求或行业主管部门建议，
及时将新兴行业纳入规范行业用
语， 不断丰富名称管理系统行业
用语正面清单。 目前， 市场监管
部门已将电子竞技、 云计算等新
兴行业用语纳入 “正面清单 ”，
为新行业 、 新模式落地保驾护
航。

“负面清单” 则是指通过数
据共享、 建立多渠道反馈机制等
方式， 形成动态更新的禁限用字
词库。 将违反法律法规、 容易使
公众受骗或产生误解的字词及时
纳入动态管理， 名称申报系统智
能对比 “负面清单”， 判定申报
内容是否属于禁限用字词， 实现
“非禁即入”， 引导和规范企业依
法使用名称。

1-8月本市企业名称自主申报通过达37.1万件

昨天正式出伏，“加长版”三伏天结束，随着暑热慢慢消去，京城将
迎来天高云淡的金秋。 图为在天坛祈年殿， 游客感受着碧空如洗的清
爽。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告告别别””三三伏伏天天 迎迎来来秋秋高高气气爽爽

(上接第１版)
对于记者关心的养老保险基

金运行情况， 以及养老金能否按
时足额发放问题， 亓涛回应称，
2021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基金收
入4.4万亿元， 基金支出4.1万亿
元， 当期收支总体平衡， 略有结
余， 今年以来， 基金仍保持平稳
运行态势。 今年1月， 基本养老
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启动实施， 对
基金困难省份的支持力度更大，
上半年已完成1240亿元的资金调
拨工作， 有力支持了困难省份的
养老金发放。 当前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5.1万亿
元， 有较强的保障能力。 中央财
政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的补助力度持续加大， 今年达到
6500亿元左右， 并重点向西部地
区和老工业基地倾斜。 全国统筹

实施后， 还建立了地方财政的投
入机制。 全国社保基金有超过2.6
万亿元的战略储备， 中央层面已
划转国有资本1.68万亿元充实社
保基金。

亓涛表示， 下一步， 还将综
合采取一系列措施， 推动养老保
险制度不断改革完善， 促进制度
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能够保证养
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

（中 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