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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任洁) 北京
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首届
养老照护赛项比赛近日在北京市
劲松职业高中双龙校区举办， 劲
松职业高中、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
学院、 首钢技师学院、 海淀卫生
学校、 昌平卫生学校、 唐山市第
一职业学校共计6所学校的12名
选手参加本次中高职一体化比
赛。

记者昨天从大赛承办方北京
市劲松职业高中获悉， 本次大赛
设置了制定照护方案、 综合实操
两个模块， 通过考核在居家、 机
构场景下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护、
基础照护 、 康复照护 、 心理关
爱、 人文关怀等方面的实操技能

与专业知识， 展示与检验职业学
校老年人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的
职业素养与操作技能， 引领专业
建设和教学改革 ， 培养 适 应 区
域经济发展需要的应用型和技
能型高端人才， 促进专业教师队
伍建设 ， 提升专业整体教学质
量。

据介绍， 本赛项融入1+X老
年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养老
护理员国家标准等职业能力、 技
术规范要求， 利用真实照护案例
场景 ， 对参赛选手的智能 、 体
能、 技术技能、 人文关怀、 组织
表达能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验，
要求选手在全面了解评估服务对
象的基础上 ， 既能动手操作服

务， 又注重沟通交流， 更能实施
创新服务 ； 既能高质量完成任
务， 又能确保安全照护。

北京市劲松职业高中校长郭
延峰介绍， 作为北京市第一所具
备养老家政招生资质的中职学
校， 学校2021年分获教育部 “1+
X” 老年照护、 “1+X” 失智老
年照护优秀试点院校称号。 老年
人服务与管理专业与高职院校实
现 “3+2” 贯通培养， 专业面向
中高端养老服务、 健康照护等行
业企业涉老服务岗位群， 培养从
事养老护理员 （含失智照护 ）、
客服/养老秘书、 老年产品营销、
康复助理等工作的高素质劳动者
和技术技能人才。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北京
市发改委近日批复绿隔地区公园
环绿道 （朝阳段一期） 项目建议
书 （代可行性研究报告）。 该项
目将新建城市绿道39公里， 串连
周边公园绿地， 提升市民绿色出
行体验。 该项目预计今年6月开
工建设， 2024年9月完工投用。

据了解， 该项目位于朝阳区
东北部， 北至北小河、 南至姚家
园路、 东至坝河、 西至东风迎宾
公园。 此次新建绿道39公里， 新
植乔木、 灌木、 花卉地被等， 改
善沿线环境， 同步建设驿站游憩

场地、 标识系统等配套设施及基
础服务设施。 该项目通过在路侧
绿地 、 林下空间新建绿道的方
式， 解决半截塔路、 七棵树路等
道路 “机非混同”、 人流车流交
织问题， 并通过在绿道与公园园
路交叉口设置减速带、 提示标识
等方式， 增强道路安全性。

据了解， 该项目沿线还将与
亮马河、 坝河、 北小河滨河步道
加强衔接 ， 通过设置无障碍坡
道、 利用林地空间顺接等方式，
实现城市绿道与滨水空间的顺畅
连通。

朝阳绿隔地区公园环绿道将于明年9月完工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记者
昨天从石景山区税务局获悉， 该
局以 “蓝色蒲公英志愿服务队”
为抓手， 采取精细化服务、 部门
协同发力等措施， 线上线下同向
发力， 将税惠红利第一时间送到
企业手中， 高效助力科创企业创
新发展。

在2023中国科幻大会举办期
间， 石景山区税务局现场设置专
门展台， 讲解税收优惠政策， 宣
传便民办税举措， 并对参展商和
参观者提出的相关问题答疑解
惑。 专属展台不仅装饰有多种税
务主题元素， 而且整齐排列着各
税种优惠政策宣传手册， 税务人
员随时与参会企业代表交流， 提
供贴心税收辅导， 参展企业和观
众纷纷到此咨询涉税问题。

北京书香文雅图书文化有限
公司财务负责人介绍， 公司去年
累计图书批发免税销售额5000余
万元， 同时还享受其他税种的优
惠政策， 赋能作用明显。 在国家
税收政策持续向好的春风下， 公
司将走上快速发展的上升道， 将
更多发展成果回馈给广大读者。

石景山区税务局所得税科负
责人介绍， 税务部门线下与区科
委联合开展分行业、 分类型的企
业培训， 线上通过高新技术企业
加速训练营直播辅导、 “小山云
课堂 ” 等方式 ， 实现辅导全覆
盖。 下一步， 税务部门将持续加
强科技企业税收支持， 全力落实
好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不断优化
纳税服务举措， 助力企业创新发
展。

石景山税务局高效助力科创企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近
日 ， 由首都文明办主办的 2023
“携手创城· ‘益’ 起精彩” 公益
广告征集展示活动正式启动。 活
动面向各区、 相关系统单位、 新
闻媒体 、 高校 、 中小学校 、 企
业、 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广泛征集
主题多样、 直抵人心的优秀公益
广告作品， 以个人、 团队、 机构
名义均可参赛。

据了解， 此次征集作品涵盖
中国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精
神文明创建、 文明新风、 创城专
项治理、 先进典型、 诚实守信、
生态保护、 生产生活安全等九大
主题， 作品形式包括平面类和视
频类。 参与者可将作品文件和报
名 表 提 交 至 活 动 官 方 邮 箱
（chuangchengbj@163.com） 投稿
参赛。 活动征集时间自2023年6

月1日起至7月15日止。 征集结束
后， 将通过初评、 社会评审、 终
评三个阶段， 最终评选出一二三
等奖和最佳创意奖 、 最 佳 视 觉
效果奖 、 最佳组织奖以及中小
学生特别奖， 并举行揭晓仪式对
获奖作品进行表彰。 征集公告可
在首都文明网通知公告栏和 “文
明北京” 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查
询。

首都文明办启动创城公益广告征集展示活动

做好跨省就医结算服务 让群众在异乡更有“医靠”

本报讯（记者 张晶） 6月，北
京市医保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以
“做好跨省就医结算服务 让群众
在异乡更有‘医靠’” 为主题的异
地就医政策集中宣传月活动，推
动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落
实落地， 提高社会公众政策知晓
度。

此前， 市医保局对全市医保
部门进行了安排部署， 号召全市
医保系统和定点医疗机构、 定点
零售药店、社区、乡村等，共同参
与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集中

宣传月活动中， 畅通政策宣传信
息壁垒，让群众看得见、听得见、
用得上，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提
高群众幸福感。

异地就医事关参保群众的切
身利益，市医保局自成立以来，不
断推进异地就医结算工作， 切实
解决了群众垫资压力大、 来回奔
波苦、结算时间长等痛点，取得了
积极成效。今年4月1日起，京津冀
三地参保人员持社会保障卡或医
保电子凭证在京津冀区域内定点
医药机构住院、普通门诊就医、购

药均视同已经办理异地就医备案
手续，可直接享受医保报销待遇。

截至2023年4月，本市异地就
医直接结算累计惠及本市和异地
参保人员结算1870.65万人次，合
计减少群众垫付资金 796.23亿
元。其中，本市定点医药机构推进
工作进展顺利， 全市符合接诊条
件的定点医疗机构实现住院、普
通门诊异地直接结算全覆盖，760
余家有床位的医疗机构全部开通
住院直接结算 ，3000余家定点医
疗机构开通普通门诊直接结算，

累计接诊异地参保人员1516.48
万人次；实现门诊慢特病、定点零
售药店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全市17
个区全覆盖， 已有80余家定点医
疗机构开通门诊慢特病、800余家
定点药店开通异地直接结算，各
区均有医药机构可提供直接结算
服务， 累计为异地参保人员直接
结算12.08万人次。。

市医保局将在集中宣传月期
间，开展“市区联动、全媒体同频
共振”宣传活动。以系统宣传解读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和重

点业务办理功能介绍为主线，开
展发布科普视频线上展播和实地
宣传， 同步开展 “一建四进两服
务”市区联动宣传活动；以经办大
厅为基础，搭建医保宣传大厅，开
展进医院、进药店、进社区、进乡
村四进活动， 建立基层医保服务
点（站）、基层定点医疗机构长期
宣传服务点；通过“报、网、端、微、
屏”等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介，发布
形式多样的宣传内容， 以群众喜
闻乐见、 更贴近百姓的方式进行
宣传。

本市开展异地就医政策集中宣传月活动

京冀中职生赛场比拼养老照护技能

健身消暑“两不误”
连日来， 京城高温天气持续， 各种清凉消费成了市民避暑首选。 记者昨天在国家速滑馆 “冰丝带” 内

看到， 众多市民在这里体验滑冰的乐趣， 感受被称为“最快的冰”的冬奥会冰面。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上接第１版)
根据工作要点， 本市将开展

环境综合整治。 做好长安街西延
线、 S1线等线性空间绿化和景观
优化， 加快推进西山绿道、 京西
古道全线配套设施提升等项目建
设， 建成古城南街等3条林荫路、
衙门口森林公园、 金顶山公园建
设工程 （一期） 项目， 完成25处
桥下空间环境整治。 完善市政基
础设施。 建成国道109新线高速、
东南区5条城市次干路， 有序推
进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 首钢北
区3条城市次干路、 10条城市支
路等项目建设， 开工建设市郊铁
路城市副中心线石景山段、 清水
综合检查站、 银盛路等工程。

优化公共服务布局。 建成十
一学校石景山学校， 加快北大附

中石景山学校、 景山学校门头沟
校区建设， 开工建设育园小学。
接收5所配套幼儿园， 提升普惠
性幼儿园覆盖率。 加快阜外医院
西山园区二期、 五里坨精神卫生
专科医院建设， 持续推进医联体
建设。 加快石景山区北辛安、 衙
门口等区域及门头沟区新城养老
设施建设， 增强优质医疗供给。
提升生活品质。 推进 “一刻钟便
民生活圈” 建设， 全年建设培育
不少于10个便民生活圈。 开展金
顶街四区、 永新小区等32个老旧
小区环境综合整治， 加快推动黄
庄村等一批棚户区改造， 持续改
善人居环境。 深化石景山西部地
区城市更新， 加快推进广宁、 五
里坨地区市政道路、 配套商业设
施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