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门头沟区城管执法部门

·广告·

25个系列职称制度改革完成

□本报记者 盛丽/文 通讯员 宋贺/摄

“谢谢电车分公司的叔叔
阿姨， 给您比个心。” “叔叔，
天气炎热， 希望这个凉垫能给
您带来一丝清凉。” ……孩子们
送出手中的礼物， 表达对公交
驾驶员的谢意。

近日 ， 东交民巷小学 、 北
京公交集团电车分公司联合开
展 “有线联动 无限呵护 公交东
交护童行” 主题活动。 学校师
生从北京站出发， 乘坐103路到
新开设的台基厂大街站 ， 向电
车分公司赠送了锦旗和学生们
设计制作的专属明信片、 印章，
作为增设站位打卡留念使用 。
学校师生还贴心地为103路驾驶
员准备了凉垫。 “驾驶员们每
天坐在驾驶室很辛苦， 希望小
小的凉垫能在炎炎夏日为他们
带来一丝清凉。”

活动当天 ， 电车分公司还
给学生们准备了一个 “惊喜”。
独具特色的 “彩虹站台 ” 现身
103路台基厂站， 得到了学校师
生的一致好评。 “我们不仅有
连接东西校区的彩虹步道 ， 今

天我们还有了彩虹站台 ， 谢谢
驾驶员叔叔阿姨。”

前期 ， 电车分公司走进东
交民巷小学 、 台基厂大街开展
“万人真情大调研”，与东交民巷
小学的老师、学生和学生家长开
展座谈交流，倾听意见建议。 通
过调研发现 ，103路途经东交民
巷小学 ，是学生上下学 、老师上
下班主要的公共交通出行工具，
但前后两站之间相距1140米。 东
交民巷东西校区如果采取公交
出行方式往返 ， 需要步行将近
900米， 超出了步行适宜距离。

针对东交民巷小学师生 、
家长以及附近居民提出的意见
建议 ， 电车分公司多次到台基
厂大街进行实地踏勘 ， 经与属
地交通管理部门 、 学校多次沟
通 ， 103路双向新增台基厂站
位， 下行增设北京站西街站位，
上行增设崇文门西站位，实现崇
文门西、北京站西街双向接驳其
他线路，缩短了东交民巷小学师
生 、 家长的步行距离 ， 节约了
周边市民乘客的出行时间。

□本报记者 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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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月初开始 ， 在车公庄
附近上班的杜女士不用每天早
上到处找车位了， 一座5层高 、
685个车位的停车楼缓解了上班
族和周围居民的停车压力 。 这
就是投入 使 用 不 到 半 个 月 的
“新华1949” 产业园区钢构停车
楼， 也是目前核心城区已建成
的最大钢构式立体停车设施。

“新华1949” 产业园区改
造升级前即官园批发市场 ， 周
边老旧小区多， 停车位需求大。
为缓解园区上班族和居民们的
停车难题 ， 园区运营方中国印
刷有限公司于2021年启动 “新
华1949” 产业园区停车楼建设，
将原有2层停车楼改造后增加至
5层 ， 停车泊位也从原来的220
个增加到685个。 如今停车楼建

成投用 ， 除满足园区员工外 ，
还将错时开放给周边居民 ， 改
善车公庄地区道路通行环境。

走进停车楼 ， 记者看到 ，
该停车楼占地面积3015平方米，
配备3个楼梯、 2部电梯。 同时，
配有智能停车管理系统 ， 可实
现车牌识别 、 自动计费 、 智慧
寻车功能 。 此外 ， 停车楼还配
备现代化安保监控 、 导视指引
设施 ， 通过科技助力让停车更
为便捷 、 安全 。 “这里的电动
汽车充电车位68个 ， 约占总车
位数10%， 能更好地满足电动汽
车充电需要。” 停车楼负责人表
示。

记者注意到 ， 该停车楼采
用错层式设计 ， 在充分利用建
筑空间的同时 ， 能够有效提高

停车效率 。 外观则延续 “新华
1949” 产业园色调 ， 整体稳重
大气 ， 与周边建筑 、 街景完美
融合 ， 在实现停车功能的基础
上 ， 符合街区总体风貌 ， 彰显
城市品质。

西城区城市管理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 ， “新华1949” 产业
园区停车楼不仅是目前核心城
区内已建成的最大的钢构式立
体停车设施， 也是 “金科新区”
重要的配套服务设施 。 通过错
时停车， 可以解决周边居民200
多个停车位需求 。 截至目前 ，
西城区共有82家停车场实现错
时共享 ， 车位总数3372个 。 下
一步 ， 西城区城市管理委还将
协调阜外医院开展错时停车 ， 进
而改善阜外医院停车难题。

□本报记者 陈曦

今年6月是第22个全国安全
生产月。 近日，门头沟区城管执
法局走进施工工地 ， 开展安全
生产主题“城管开放日 ”社会宣
传活动， 宣讲相关法律法规，宣
传安全生产和火灾隐患大排查
大整治行动的措施及成效 ， 增
强辖区施工工地安全责任意识。

活动现场 ， 执法人员向施
工工地负责人宣传了 《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 和 《北
京市安全生产条例 》 等法律法

规 ， 对燃气管理 、 电力设施保
护 、 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等相
关内容进行讲解 ， 并要求工地
负责人以 “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
应急 ” 国家安全生产月主题为
重点 ， 教育并提高工地全体施
工人员的安全意识和避险能力。

此外， 结合 “净尘” 行动，
发放了 “抑制施工扬尘 ” 等宣
传折页。 按照中高考保障方案，
要求企业在日常管理过程中严
格落实施工噪音污染防治主体

责任 ， 制定降噪的相应制度和
措施 ， 积极营造宁静的环境 ，
提升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

下一步 ， 门头沟区城管执
法局将结合城管执法职能 ， 采
取安全咨询日 、 宣讲 、 志愿服
务等形式 ， 进一步加强电力安
全 、 燃气安全 、 环境秩序等普
法宣传 ， 提升居民安全意识 ，
有效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
确保城市运行领域安全生产形
势平稳有序。 （成光）

本市核心城区最大钢构式停车楼启用

本市形成科学合理的职称制度体系

开展“城管开放日”安全生产宣传进工地活动

“彩虹站台”方便上学路

五年共新增9个新职称专业

五年来， 本市聚焦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等
需要， 先后增设了人工智能、 技
术经纪、 知识产权、 科学传播、
动漫游戏 、 数字编辑 、 创意设
计、 应急工程、 消防工程9个新
职称专业， 并为各领域人才量身
定制了评价标准。

截至目前， 本市已有1500余
人取得技术经纪和知识产权专业
职称， 涵盖高校院所成果转化机
构、 企业知识产权部门以及孵化
器、 科技园的人才。 200余人取
得人工智能专业职称 ， 涵盖华
为、 京东方、 腾讯、 同方知网、
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等高新技术
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的人才 。
700余人取得科学传播专业职称，
涵盖科研院所、 科技展馆、 科普
网站等一线科普人员。 3900余人
取得动漫游戏和数字编辑专业职

称， 涵盖一点资讯、 今日头条、
百度、 新浪等知名媒体、 出版机
构及网游公司的人才。

全面推行职称评审代表
作制度

本市职称制度改革突出 “干
什么、 评什么”， 着力解决职称
评价 “一尺量” 问题， 按照不同
领域、 单位、 专业、 层次人才的
特点和成长规律， 以职业属性和
岗位职责为核心， 以能力、 业绩
和贡献为导向， 分类分层建立人
才评价新标准。

五年来， 本市陆续调整完善
了25个职称系列、 1100多个职称
专业的评价标准， 并推广应用。
如， 教育教学人才评价突出教书
育人， 按教学为主、 科研为主和
社会服务为主分类； 卫生人才评
价突出临床实践， 按临床为主和
科研为主分类； 工程人才评价突
出技术创新实践， 按研究设计、

应用实践和成果转化分类。 通过
清晰的分类评价标准， 提高了评
价的科学性、 针对性、 精准性，
激发专业技术人才的创新动力和
积极性。

同时， 不断改善职称评审中
存在的论文 “一刀切” 问题， 全
面推行职称评审代表作制度 。
凭实绩论英雄， 将职称评审 “唯
论文” 改为 “菜单式”， 让人才
做 “多选题”， 申报人可自主选
择最能体现能力水平的代表性成
果。

向用人主体下放人才评
价自主权

目前， 本市职称评价实行3
种管理模式， 分别是， “评聘分
开”： 在工程、 经济、 研究、 艺
术等领域开展 “个人自主申报、
行业统一评价、 单位择优聘任、
政府指导监管” 的社会化评审；
“评聘结合”： 实行职称结构比例

调控， 单位按照岗位空缺推荐，
行业主管部门组织评审； “以聘
代评”： 下放职称评审权， 实行
高校院所、 部分科研机构、 新型
研发机构自主评聘职称； 用人单
位可以根据学科特色和发展需
要， 自主制定人才评价标准、 开
展职称自主评聘。

改革畅通各类人才职称
晋升通道

为有效解决职称晋升 “玻璃
门” 问题， 本市职称改革打破国
籍、 户籍、 地域、 身份、 档案、
人事关系等制约， 除国有企事业
单位和非公经济单位人才外， 开
通了外籍人才、 港澳台人才、 自
由职业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实
用人才的职称申报渠道， 吸引更
多高层次人才在北京创新创业。

同时， 与国际通行的职业资
格评价机制对接， 发布了境外职
业资格认可目录2.0版， 认可110

项境外权威职业资格， 支持持证
人员来京工作 ， 在办理工作许
可、 证书查验、 人才评价等方面
提供便利渠道。

职称申报、评审、取证等
实现全程网办

在职称制度改革中， 本市不
断优化职称评审工作流程， 减少
申报材料和证明事项， 强化大数
据应用， 实现职称申报、审核、缴
费、评审、查询、取证等全程网办。
同时， 持续推进专业技术人员资
格证书管理便利化改革， 发布专
业技术人员电子职称证书37万
本， 上线315余万人次的电子合
格通知书。 与天津、 河北人社部
门签署实施了 《京津冀职称资格
互认协议》， 三地职称在人才培
养使用、 岗位聘任、 人才引进、
职称晋升等方面相互认可， 有效
促进三地人才自由流动， 助力京
津冀协同发展。

职称制度是专业技术人才评价和管理的基本制度， 对建立人才职业发展通道、 激励人才创新创业具有重要作用。
2018年，本市出台《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计划用五年时间完成职称各系列、专业、层级的布局调整任务，
建立符合不同人才特点的分类评价标准和评价机制。

五年来，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通过健全制度体系、 完善评价标准、 畅通晋升渠道、 完善评价机制和服务
体系等措施， 圆满完成了本市现有的高等学校教师、 工程技术、 经济、 新闻等25个职称系列改革实施办法， 涉及1100
多个职称专业， 为下一步纵深推进职称制度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