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本
市将全力推进北京市老年人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昨天， 在北
京市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
会上， 市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王小
娥就北京如何推进该项工作进行
介绍。

王小娥表示， 疫苗接种是防
范疫情传播、 保护人群健康的重
要措施， 在预防重症、 死亡等方
面仍具有良好效果。 60岁及以上
老年人是感染新冠病毒后引发重
症的危险人群， 而80岁及以上的
高龄老人更是重症的高危人群，
老年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获益最
大。

截至2022年11月30日12时 ，

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6368.09万剂次 、2367.04万人 ，其
中，加强免疫累计接种1700.24万
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接种的覆
盖人数为393.52万人， 其中80岁
以上老年人接种的覆盖人数为
36.6万人， 老年人接种覆盖比例
还比较低。

下一步， 本市将全力推进北
京市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
作。 在优化接种服务方面， 通过
开通接驳车、 使用移动接种车、
设立老年人绿色通道、 接种专场
等措施， 最大限度为老年人提供
便利； 使用吸入用新冠病毒疫苗
等不同类型疫苗接种， 提升老年
人接种体验， 满足多元化需求。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北
京新一轮商圈改造提升行动启
动。 记者昨天获悉， 《北京市商
圈改造提升行动计划 （ 2022-
2025年）》 出台 ， 到2025年 ， 在
巩固上一轮22个商圈改造提升效
能基础上， 将完成新一轮54个商
圈改造提升。

根据计划， 2022年， 积极推
进朝阳区姚家园万象汇、 顺义区
锦荟港等商业项目开业， 年底前
完成隆福寺、 亚奥等重点商圈商

业项目的改造提升任务。 2023年，
加快推动京西大悦城、 通州远洋
乐堤港等项目落地， 计划完成崇
文门、朝青等重点商圈品质提升，
确保商圈客流、销售额稳定增长，
满足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

紧紧围绕北京培育建设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目标任务， 到2025
年， 打造2至3个千亿规模国际级
商圈， 打造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标志性商圈。 积极引进国内外
高端品牌首发首秀， 提升国际化

供给能力 ， 加快推进王府井 、
CBD打造千亿规模国际级商圈。
发挥好文化底蕴优势， 推动文化
体验融入商圈、商业主体，使传统
文化与现代商业相得益彰， 将王
府井打造成独具人文魅力的国际
一流步行商业街区； 西单金融街
打造成以“品牌+品质”为特色的
时尚魅力消费圈； 前门大栅栏打
造成以“老字号+国潮”为特色的
历史文化和现代时尚交相辉映的
沉浸式文化体验消费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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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 在北京市新冠疫情防控工作
新闻发布会上， 市疾控中心副主
任刘晓峰通报， 11月30日0时至
15时， 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
毒感染者2378例， 其中， 隔离观
察人员2157例、 社会面筛查人员
221例。 确诊病例分布在朝阳区
938例 ， 通州区399例 ， 昌平区
303例 ， 大兴区178例 ， 丰台区
117例， 经开区91例， 石景山区

56例， 房山区55例， 门头沟区46
例， 海淀区44例， 东城区42例，
顺义区34例， 密云区18例， 平谷
区17例 ， 怀柔区 、 延庆区各14
例， 西城区12例。

据刘晓峰介绍， 当前本市各
区疫情差异化明显， 朝阳区疫情
高发， 通州区、 经开区疫情增速
明显 ， 密云区 、 怀柔区 、 平谷
区、 延庆区新增病例较少， 其他
区新增病例较多。

11月30日0时至15时本市新增本土感染者2378例
本报讯（记者 孙艳）昨天，记

者从北京市科委、 中关村管委会
获悉，英国《自然》增刊《2022自然
指数-科研城市》日前指出，中国
科研城市在全球排名快速上升，
北京在世界领先的科研城市中继
续保持首位。

自然指数由国际知名科技出
版机构 “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
团”下属机构编制并定期发布，它
追踪发表在82本高质量自然科学
期刊上的科研论文， 根据有关机
构、 国家或地区论文的数量和比
例等， 反映全球高质量科研产出
及合作情况。

自然指数针对全球主要城市

和都市圈 2021年科研产出的分
析显示， 北京再次位居全球科研
城市榜首， 纽约都市圈保持第
二位， 上海从2020年的第五位升
至第三位， 超过波士顿都市圈和
旧金山湾区，这两个地区目前位
列第四和第五位。北京自2016年
超过纽约都市圈成为科研城市榜
首以来，一直保持在第一位。

此外， 其他几个中国城市排
位也有显著提升。例如，南京和广
州的排名分别从 2015年时的第
19位和第42位，上升到今年的第8
位和第10位。 进入今年全球20强
的 中 国 科 研 城 市 还 有 ： 武 汉
（第11位 ）、合肥 （第16位 ）、杭州

（第19位）和天津（第20位）。
自然指数显示， 北京在物理

科学领域的高质量产出居世界之
首， 上海和波士顿分列第二、三
位。 北京和上海在化学领域居于
第一和第二位， 纽约是排名最接
近它们的美国城市，居第七位。在
生命科学领域， 美国纽约、 波士
顿、 旧金山湾区和巴尔的摩-华
盛顿排名前四， 北京和上海分别
位居第五和第七。

增刊还介绍了北京、上海、波
士顿、 纽约和旧金山湾区等领先
科研城市及它们取得优势背后的
关键驱动因素，包括高水平大学、
机构和人才的聚集等。

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自然指数-科研城市排名 北京连续6年位居第一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记者
昨天获悉， 由市规自委会同市商
务局共同编制的 《北京市商业消
费空间布局专项规划 》 正式发
布。 其中提出， 2035年将北京建
设成为 “中国潮 ” “国际范 ”
“烟火气” 共融共生的国际消费
中心示范城市。 全市规划打造4
片国际消费体验区、 29个城市消
费中心、 84个地区活力消费圈和
若干个社区便民生活圈。

《专项规划》 明确了商业消
费空间中长期发展的总体目标。
到2025年 ， 构建起层次结构清
晰、 空间布局高效、 功能业态完
善、 空间品质宜人的商业消费空
间体系， 初步建成便民优质的社
区消费网络。 到2035年， 整体形
成国际消费有魅力、 城市消费有
实力、 地区消费有活力、 社区消
费高便利的全市商业消费空间新
格局 ， 将北京建设成为 “中国
潮” “国际范” “烟火气” 共融
共生的国际消费中心示范城市、
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专项规划》 提出全市构建

“四级两类多维” 的商业消费空
间体系。 整体形成 “国际消费体
验区、 城市消费中心、 地区活力
消费圈和社区便民生活圈” 四级
商业消费空间结构， 服务市民公
众多层次消费需求。 其中， 城市
消费中心重点面向全市及京津冀
城市群消费人群， 以30至45分钟
公交可达服务市域及京津冀地
区 ， 建设成为具有突出商业实
力、 特色消费活力和广泛影响力
的城市消费新地标。 社区便民生
活圈重点面向社区居民， 以5至
15分钟步行服务范围实现全市城
镇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从类型看， 划分为更新提升
型和新增培育型两种商业消费聚
集区类型。 从维度看， 从历史风
貌、 环境景观、 文化体育、 自然
生态、 景观旅游等多个方面， 打
造 “商业消费×历史文化” “商
业消费×国际交往 ” 8个维度的
魅力消费名片。

其中， 规划打造4片国际消
费体验区， 整体塑造王府井×西
单×前门、 CBD×三里屯 、 环球

影城×大运河 、 丽泽×首都商务
新区四片国际消费体验区， 重点
彰显中国传统文化， 接轨国际时
尚潮流。

打造29个城市消费中心，其
中更新提升型17个， 新增培育型
12个， 引导14个城市消费中心多
维特色发展。 重点打造多元复合
的公共活力中心，紧抓文化体育、
生态景观等资源特色， 塑造新消
费、新业态的多元消费场景。

构建8４个地区活力消费圈，
其中更新提升型37个， 新增培育
型47个， 引导17个地区消费活力
圈多维特色发展。 围绕地区历史
文化 、 艺术创意 、 自然景观资
源， 引领商业消费集聚区特色发
展 ， 重点结合新市镇等重要节
点， 带动地区活力提升。

结合街道、 社区建设若干个
社区便民生活圈。 重点满足居民
日常生活的基础保障型和品质提
升型需求， 重点塑造社群邻里交
往空间， 引导商业消费发展重心
向社区转移， 打通商业消费空间
布局的 “最后300米”。

长期居家老人等可不参加社区核酸检测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 在北京市新冠疫情防控工作
新闻发布会上， 北京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 市政府新闻办主任、 市
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介绍， 从
11月30日起， 对全市长期居家老
人、 居家办公和学习人员、 婴幼
儿等无社会面活动的人员， 如果
无外出需求， 可以不参加社区核
酸筛查。

据徐和建表示， 全市要 “下
好一盘棋”， 处理好疫情防控与
经济社会发展、 与人民群众正常
生产生活的关系。 重点项目、 重
点工程、 重点企业要在控制好疫
情的前提下不能停， 加大助企纾
困政策措施力度。 要全力做好市
场保供稳价， 涉疫商超、 便民网
点、 前置仓、 物流快递中转站、
大仓等要快封快解， 在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的同时 ， 确保正常运
转。 要加强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服

务， 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完善 “白名单” 制度， 保障足够
运力， 畅通配送渠道， 不断提升
生活必需品保供能力。 要保障水
电气热运等城市 “生命线” 安全
有序运行。 关注老幼病残孕等特
殊群体需求， 对群众反映的问题
尽快尽力帮助解决， 尽最大努力
降低疫情给市民群众生活带来的
影响。

同时， 优化核酸检测点位布
局， 继续完善 “15分钟核酸采样
圈”， 满足市民出入公共场所查
验核酸阴性证明需求 。 在小区
（村） 内或周边适当增设采样点，
方便市民就近采样。 根据市民核
酸检测需求， 动态调整点位服务
时间 。 各区设置的24小时采样
点， 将为有需求的市民提供全天
候采样服务。 进返京人员严格执
行 “落地检” 政策， 落实好落地
“3天3检” 要求。

本市重点做好涉疫区域、医院等供热服务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 在北京市新冠疫情防控工作
新闻发布会上 ， 市城管委副主
任、 新闻发言人李如刚介绍， 为
应对严峻复杂疫情防控形势， 本
市加强水电气热基础设施维护，
加大重点管控生活垃圾清运力
度， 确保城市平稳运行。 其中，
将重点做好涉疫区域、 医院、 养
老院等供热服务。

李如刚介绍， 相关部门加强
需求监测，落实煤、电、油、气、运
保障。保持政府应急储备，应急燃
煤、天然气等做到“应储尽储”。目
前，城市电力运行总体平稳，城市
运行能源供应充足。同时，编制电
力分级负荷管理预案，确保民生、
公共服务和重点行业用电， 杜绝
拉闸限电。建立重点保障台账，做
好医院、疾控中心等用户用电。

冬季供暖保障方面，目前，全
市7472个锅炉房及城市热网共11
亿平方米达标供热， 重点做好涉
疫区域、医院、学校、养老院等供
热服务。395个村约4.15万户使用
洁净型煤，实现户户有煤。对2835
个“煤改电”村庄开展用电服务，
确保温暖过冬。 并对重大市政设
施、 重要生产场所实行封闭或闭
环管理，关键岗位、重要工序落实
AB岗，保障城市平稳运行。

在为民服务保障方面， 落实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欠费不
停供” 政策， 强化物资运输车辆
审核。 畅通线上线下购气购电渠
道， 加强与属地对接， 按照防疫
要求对涉疫管控小区用户提供气
热检修、 液化石油气送气上门等
服务。 强化接诉即办， 及时回应
关切， 保障市民正常生活。

北京将完成新一轮54个商圈改造提升

本市最大限度为老年人接种疫苗提供便利

北京市商业消费空间布局专项规划发布

全市打造84个地区活力消费圈和若干个社区便民生活圈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2023
年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安排
确定。 记者昨天从北京教育考试
院获悉， 2022年10月北京市高自
考笔试课程延期至2023年4月举
行， 在原定2023年4月15日 、 16
日的基础上增加4月22日、 23日
两天考试时间， 用于安排与4月
不重复的2022年10月考试科目。

自2023年1月起， 广告学专
业 （独立本科段） 中的平面广告
设计㈠、 网页广告设计、 电脑三
维设计等3门课程的考核方式由
“非笔试” 变更为 “笔试”， 随笔
试课程一同报考。 广告摄像与摄

影实践不再安排考试， 考生已取
得的合格成绩依然有效。 2023年
有10个停考过渡专业不再接受新
生报考， 但仍安排考试。

2023年笔试课程报考时间将
在考试院网站、 北京自考官方微
信公众号 （北京自考综合服务平
台） 另行公布。 2023年非笔试课
程、 实践类课程分上半年、 下半
年安排， 上半年报考时间为3月
11日9时至3月14日17时， 下半年
报考时间为9月11日9时至9月14
日17时， 主考学校负责非笔试课
程、 实践类课程考核， 具体考核
时间及安排将在考试院网站、 北

京自考官方微信公众号 （北京自
考综合服务平台） 另行公布。

2023年有 “高等数学 （工
专 ） ” 等 9门课程启用新教材 ；
“高等数学 （工本）” 等5门课程
为2023年10月考试使用新教材的
课程 ， 若2023年4月安排考试 ，
则当次考试仍使用旧版教材大
纲 ， 10月考试采用新版教材大
纲。 已安排考试但未列出教材信
息的课程或期间教材另有变化的
课程， 截止考试之日6个月前通
过考试院网站、 北京自考官方微
信公众号 （北京自考综合服务平
台） 另行公布。

2023年北京市高自考安排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