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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晶） 为期两
天的“就业在北京”2023年北京市
大型现场招聘会近日在中国国际
展览中心落幕。 招聘会以 “服务
‘五子’联动 共享首都发展”为主
题，共吸引1万余名求职者现场参
会 ，23.8万名求职者在线观看直
播， 用人单位现场收到简历9840
份，1668名求职者与用人单位达
成初步就业意向。

此次招聘会由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主办， 现场设置了中
科院系统专区、科创产业专区、事

业单位专区、 博士后设站单位专
区、“两区”建设企业专区、京津冀
专区、 数字经济产业专区等九个
招聘专区。 招聘会采取 “现场招
聘+直播带岗+走播宣岗+线上云
聘”的全媒体招聘模式，除了现场
参与招聘以外， 求职者还可以线
上同步找工作。在北京时间APP、
微博矩阵推出多场 “云招聘”直
播， 企业招聘负责人被请入直播
间“直播带岗”，与求职者在线交
流； 多名基层优秀就业服务指导
员在招聘现场接力 “走播宣岗”，

让求职者们在线上找到心仪的工
作岗位。 从筹备期的招聘会展位
预订供不应求， 到人头攒动的现
场、气氛热烈的直播间，都表现出
当前就业市场的供需两旺。

下一步，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将于5月7日在北京国际会
议中心为高校毕业生及青年群体
举办职引未来———2023年全国大
中城市巡回招聘“北京站”活动，
全国230余家企业将在活动现场
与广大求职群体近距离对话，提
供一站式就业服务。

核心区历史文化街区危旧楼需腾退
北京出台危旧楼房改建政策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市住建委、市规自委联合发布《关
于进一步做好危旧楼房改建有关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其中明确， 对位于核心区内历史
文化街区等重点地区内的危旧楼
房，应进行腾退置换。

《通知》明确，对位于核心区
内历史文化街区和其他成片传统
平房区、规划道路、绿地、广场、水
域以及政务功能要求高的重点地
区内的危旧楼房， 应进行腾退置
换，引导居民异地安置，按照北京
市相关规定执行。除上述地区外，
在符合规划用途管控和风貌保护
要求，且周边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可通过翻建、 改建或适当扩建方
式进行改造。

对于不具备就地改建条件，
需按照腾退置换方式实施的危旧
楼房，拆除的建筑规模（不含违法
建设）可由各区纳入建设指标池，
统筹使用指标。 拆除后的用地可

按规划进行建设或利用。
危旧楼房改造项目增加规模

须符合建筑规模管控要求。 在适
度改善原有居民居住条件的基础
上，具备条件的，还可充分利用地
上、地下空间适当增加建筑规模，
用于建设配套设施、 保障性租赁
房、公租房或共有产权房等。

对于就地改建的项目， 可适
度改善原有居民的居住条件，并
按原则控制套内增加的面积。对
于非成套住宅进行成套化改造，
套内可适当增加厨房、 卫生间面
积，具体可参照国标和本市《住宅
设计规范》最低标准执行，使用面
积厨房约4平方米， 卫生间约3平
方米。对于成套住宅，应尽量在原
有套内建筑面积的基础上通过内
部调整进行优化， 原则上原建筑
面积大于70平方米的套型不再增
加套内建筑面积， 原建筑面积小
于70平方米的套型，且原厨房、卫
生间面积小于本市 《住宅设计规

范》最低标准的，可以参照规范适
当增加厨房和卫生间使用面积达
到最低标准。 套内建筑面积外的
公共部分改造， 应因地制宜结合
项目具体情况， 在满足基本适用
的前提下，按照节约、高效的原则
设计。

危旧楼房改建工作按照 “一
楼一策”组织实施。区政府授权确
定实施主体后， 实施主体会同项
目所在街道(乡镇)、责任规划师组
织开展摸底调查，征询居民意向，
并委托专业设计单位编制规划设
计方案和改建实施方案。 规划设
计方案、 改建实施方案应报市老
旧小区综合整治联席会办公室备
案。 改建项目地上建筑规模增量
原则上不超过30%， 超过30%的，
改建设计方案需经区政府审定后
报市规自委会同市住建委审定；
对于受规划条件限制， 难以满足
全部就地上楼条件的， 结合腾退
置换政策组织实施。

京京藏藏高高速速新新建建北北安安河河收收费费站站开开通通
京藏高速新建北安河收费站近日正式开通。北清路(京新高速—京

承高速)快速化改造工程西起京新高速西侧友谊路，东至京承高速，与
机场北线主收费站顺接，全线6个标段，全长19.4公里，在G6、G7高速各
设置互通式立交。完工后，将大幅度缓解北五环、六环拥堵，提升“回天”
地区路网通行效率。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今年首场老国展招聘会吸引万人参加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昨天从市交通委获悉， 本市实施
慢行系统品质提升三年行动 ，每
年制定 《慢行系统品质提升工作
方案》，持续改善步行、骑行环境。
三年来， 市民慢行出行意愿持续
提升， 自行车回归城市。2022年，
中心城慢行出行比例49%， 创近
10年新高。其中，步行出行比例为
31.7%， 较2020年上升0.5个百分
点 ， 自行车出行比例 17.3% ，较
2020年上升1.9个百分点。

为提升慢行系统顺畅度，在
路面宽度12米以上道路， 完成了
35.9公里独立自行车道设置和
80.6公里自行车道宽度拓宽 ；先

后打通马家堡西路跨五环桥等4
个桥区、厢黄旗路等6条瓶颈路的
慢行系统断点， 完成望京西路与
阜通西大街路口等6个典型路口
整治； 设置非机动车一次左转路
口近50处；两广路、平安大街等10
余条主干路实现行人二次过街，
雍和宫、 王府井等商业区试点应
用了智能斑马线， 慢行系统连续
性、安全性得到有效提升。稳步推
进中心城区 “两轴———三环———
三横———四放射”慢行廊道建设，
推动慢行系统连线成网、 联网成
片。三年时间完成了南中轴、二环
辅路、两广路、平安大街、等慢行
廊道建设，并持续推进北中轴、二

环辅路、四环辅路、前三门大街、
自行车专用路南展二期 （北四环
至西直门）、通州自行车专用路建
设，打造高效畅通的慢行走廊。

同时， 强化区域慢行环境综
合治理， 打造一批慢行系统示范
区。 如东城区王府井结合老城街
巷胡同，深化停车治理改革，甘雨
胡同等9条胡同实现30公里限速，
韶九胡同等7条胡同完成了“机动
车禁停”多项改造。

此外，推出28条“漫步北京”
文旅骑行线路，以“骑行+沉浸体
验”为重点，以“文化+创新业态”
为纽带，串联各类消费新场景，促
进慢行与文旅深度融合。

中心城慢行出行比例达49% 创近10年新高

本市实施慢行系统品质提升三年行动

近日， 市民纷纷来到坐落于
丰台区的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
限公司北京车辆段， 在即将启程
去往新疆的“健康快车”火车医院
上，沉浸式参观火车医院，观看白
内障相关科普视频和“健康快车”
光明之旅图片展， 免费接受眼科
专家的检查服务。

本报记者 彭程 摄影报道

市民登上
“健康快车”

本市“五一”期间推出三大系列文旅活动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今年

“五一”期间，本市推出包括文艺
演出、群众文化活动、漫步北京文
旅活动三大系列在内的假期文化
和旅游活动， 丰富市民游客 “五
一”假期的文化和旅游生活。

千余场精彩演出“大戏看北京”

节日期间，全市147个演出场
馆将举办 293台剧目 、1170场演
出。全市各类文艺院团、演艺机构
推出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演出
活动。

北京京剧院举办京剧梅派经
典剧目展演以及迎“五一”优秀京
剧剧目展演， 并在吉祥大戏院演
出《霸王别姬》《凤还巢》等经典剧
目。 北方昆曲剧院的昆曲 《牡丹
亭》、北京交响乐团的《谭利华与
北京交响乐团音乐会》、国家话剧
院话剧《大宅门》、中国歌剧舞剧
院舞剧《李白》、北京人艺话剧《正
红旗下》等类型丰富、题材多样的
优质剧目也将在“五一”假期集中
亮相首都舞台。

“五一”期间，共有8台首演剧
目演出34场。 国家大剧院推出的
原创歌剧《青春之歌》，在歌剧舞
台唱响青春的旋律； 由北京广播
电视台与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的音
乐剧 《觉醒年代》 在世纪剧院演
出；北京人艺推出的话剧《海鸥》
登陆曹禺剧场； 北京儿艺根据伦
敦西区现象级悬疑经典《侦察》推
出改编同名话剧， 在南锣剧场上
演。

朝阳区温榆河公园将举办大
型城市户外音乐节———北京无限
音乐节， 为观众打造集音乐、社
交、 互动集市为一体的户外音乐
嘉年华。北京草莓音乐节、《咏生》
2023韩红演唱会等大型演出活动
也将在北京世园公园、 凯迪拉克
中心举办。

800余场群众文化活动聚焦
劳模工匠精神主题

节日期间，将举办707项、811
场群众文化活动。 活动将结合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等主
题， 精心策划开展一系列文艺演
出、文化讲座、展览展示、作品征
集、阅读推广、非遗体验等文化活
动， 歌颂劳动之美， 弘扬时代精
神。其中，首都图书馆将举办首图
讲坛、春明学堂、成长课堂等，普
及文化艺术知识。 北京市文化馆
将依托北京数字文化馆平台，推
出“读好书”“学才艺”等一系列公
益性线上艺术普及活动。

4月30日至5月3日，在北京亦
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第十届
“动漫北京”活动，以“十年经典·
文化铸魂”为主题，通过动漫游戏
互动体验展、国潮艺术节等品牌，
全面激发“动漫”产业市场活力。

16条旅游线路可“漫步北京”

“五一”正值北京暮春时节，
围绕多彩“五一”假期主题，以“赤
橙黄绿青蓝紫”七种色彩为主线，
推出16条 “漫步北京———五一假
期七彩缤纷游”线路，全景展现传
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多
彩绚丽的魅力北京。

线路既包括红色教育旅游、
绿色生态旅游、科技研学旅游，又
包括团队观光游、个人自驾游、家
庭亲子游、骑车游、徒步游等。不
仅链接北京各大景区公园的假日
活动， 还体现出商文旅体融合发
展融合消费， 响应市民游客对新
北京新景点新网红“打卡”地的旅
游新需求。

所有线路的详细信息、 攻略
和提示，将通过“文旅北京”微信
公众号、“文旅北京”微博和“北京
市文化和旅游局”官网正式发布。

(上接第１版)
人社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

长王晓君表示， “新八级工” 职
业技能等级制度实施一年来， 各
地相继制定出台了配套的措施办
法， 广东、 江苏、 安徽、 河南、
重庆、 云南等近20个省区市组织
企业开展特级技师、 首席技师评
聘工作。 同时， 中国船舶、 中国
石油 、 中国石化 、 中国兵器工
业、 中国航天科技、 中国航天科
工和徐工集团等企业， 积极开展
技能人才自主评价 。 2022年全
年， 全国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超过1100万人次， 较2021年增加
幅度比较大， 超过80%， 评聘技
师、 首席技师近500人。

“总体上看， ‘新八级工’
制度实施对于畅通技能人才职业
发展通道， 提高其工资待遇水平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有利于
吸引更多年轻人从事技能工作，
有利于促进技能人才成长成才。”
王晓君表示， 下一步， 人社部一
方面要加强宣传工作， 加大指导
推动力度 ， 加强落实 “新八级
工” 职业技能等级制度， 充分发
挥用人单位主体作用， 开展特级
技师 、 技师 、 首席技师评聘工
作。 另一方面， 要深入实施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提质扩面行动， 推
行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推
动人才评价服务， 惠及更多的劳
动者。 （综 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