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在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上， 北京市高强混凝土有限
责任公司创造的160米风电混塔塔架模型亮相。 据了解， 高强公司与
金风科技集团所属天杉高科有限公司根据战略合作协议， 成立全国第
一家 “风电塔架高性能混凝土研发试验中心”， 携手提升在风电行业
高强混凝土和超高性能混凝土材料技术的工程设计及应用能力。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116600米米风风电电混混塔塔塔塔架架模模型型亮亮相相国国际际风风能能大大会会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日前，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印发人工
智能算力券实施方案的通知 ，旨
在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 推动
本市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落地，
加快培育产业生态， 以人工智能
大模型高水平应用深度赋能实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速千行百业
数智化转型。

截至目前， 北京已有百余家
大模型企业， 占全国总数的一半
左右。 各领域企业结合自身产业
资源优势， 进行行业人工智能大
模型训练和应用，积极在工业、政

务服务、医疗、金融、交通等垂直
领域开展广泛探索，已初见成效。
作为大模型训练的核心要素，智
能算力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
基础设施， 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
关键因素。为此，市经济和信息化
局积极谋划， 缓解制约本市大模
型发展的算力难题。 首先是加快
编制全市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规
划， 进一步加快推进公共算力中
心建设，完善算力供给体系；积极
引导老旧小散数据中心向公共智
能算力平台转型升级。同时，统筹
区域算力资源，与河北、内蒙古签

署合作协议， 鼓励企业在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建设服务于北京市场
的智算中心。

据介绍， 实施方案支持软件
信息服务业企业和制造业企业在
工业 、政务服务 、医疗 、金融 、教
育、法务、交通、文旅、科学研究、
城市管理等领域进行行业人工智
能大模型训练和应用。 市经济和
信息化局将为企业提供算力券补
贴支持， 努力帮助企业降低智能
算力使用成本， 全力支持企业开
展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探索和落
地实践。

北京5年新增退税减税降费规模超7000亿元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
税务局、 市人力社保局、 市医保
局、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举行“精准
施策 智慧赋能 优化纳税营商环
境激发市场活力”新闻发布会。记
者从会上了解到 ，2018年至2022
年， 北京全市新增退税减税降费
规模超7000亿元。

2018年， 本市推出深化增值
税改革措施、 率先提高个人所得

税起征点等。2019年，实施更大规
模减税降费。2020年，推出税费政
策与财政补贴、减租降息、金融支
持等一揽子政策。2021年，提高增
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 完善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等 。2022
年，税费政策强调“阶段性措施和
制度性安排相结合”“减税与退税
并举”。据了解，本市在不折不扣
落实国家出台的各项减税降费政
策的同时，用足地方权限，千方百

计继续拓展企业减负空间。 在涉
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方面，2019年，
本市即已实现地方自行设立的涉
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全面清
零”。在此基础上，2021年，本市在
地方权限内继续实施各项涉企降
费政策，包括：延续停征中小微企
业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费、占道费、
污水处理费政策； 降低水土保持
补偿费、 部分项目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费收费标准。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2023年
“新时代好少年”主题教育读书活
动成果展示近日举行。 活动在全
市中小学校和职业院校深入开
展，受益学生26万余人，作品数同
比增加37%， 实现活动规模和质
量的又一次飞跃。

2023年“新时代好少年”主题
教育读书活动由北京教育系统关
工委主办， 北京教育融媒体中心
现代教育报社承办，以“传承经典
筑梦未来”为主题，引导激励学生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传承和
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增强
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

北京教育系统关工委主任张
雪在致辞中表示 ，“新时代好少
年” 主题教育读书活动是助力主

渠道开展读书行动的重要载体和
平台。今年以来，全市中小学校和
职业院校深入开展读书活动，线
下举办活动2200余场次， 线上提
交演讲、征文作品5万余份，受益
学生26万余人，参与 “五老”3000
余人，作品数同比增加37%。

经过专家评审，全市5万余份
活动作品中共评选出演讲类小学
组获奖作品49个、 中学组获奖作
品22个， 征文类小学组获奖作品
46个、中学组获奖作品25个，17家
单位被授予活动先进集体称号，
24人被授予活动先进个人称号。

当天的展示分为传承篇、致
敬篇、 筑梦篇三个篇章， 通过演
讲、朗诵、舞蹈、成语接龙等形式，
展现广大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
读书的风采。

“新时代好少年”主题教育读书活动成果展示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记者
从近日召开的北京市就业和社保
服务领域优化营商环境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 本市积极为企业高质
量发展营造更好的技能人才培养
环境， ５年来， 年培训规模从60
万人次提高到百万人次以上， 开
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共覆盖560
万余人次， 极大提升了劳动者的
就业创业能力， 为高技能人才培
养奠定了坚实基础。 目前， 全市
技能人才总量达到340万人。 其
中， 高级工及以上的高技能人才
达到115万人。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
组成员、 副局长戚书平表示， ５
年以来， 北京市深入实施就业优
先战略， 宏观政策和微观服务双
管齐下， 全市城镇就业人员规模
不断扩大 ， 新增参保用人单位
27.2万户 ， 城镇新增就业累计
170万人， 进一步激发了企业活
力， 年度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

5%以内， 实现了比较充分就业。
以激发市场创造力为目标，

积极落实创业担保贷款政策， 为
各类创业主体提供融资支持 。
2018年以来， 全市累计发放创业
担保贷款5012笔 ， 金额86.09亿
元。 鼓励高校毕业生创新创业，
出台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若
干措施等系列政策， 扩大创业带
动就业倍增效应 （如某高新技术
企业今年获得创业担保贷款200
万元， 解决了新业务板块面临的
资金困难问题 ）。 截至今年９月
底， 大学生创业板上板企业累计
达到303家， 注册资本超21亿元，
企业累计融资额超75亿元。

为企业用工提供更好的就业
服务保障。 ５年来， 本市以提供
精细化就业服务为牵引 ， 健全
市 、 区 、 街道 （乡镇 ） 、 社区
（村 ） 四级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
通过开展精准摸排， 了解用工需
求， 为企业提供 “一企一策” 的

用工指导和用工保障服务。 调整
单位招用和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
贴标准， 扩大岗位补贴、 社会保
险补贴享受范围， 落实用人单位
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 “直补
快办”， 通过 “直补快办” 累计
拨付用人单位补贴资金 30.9亿
元。

为提升矛盾纠纷化解效能 ，
本市开展 “百名调解员联千企”
等专项活动 ， 引导企业规范用
工、 劳动者理性表达诉求； 加强
基层调解组织建设， 充分发挥调
解在争议处理中的前端性、 基础
性作用， 推动劳动争议就近就地
化解； 加大劳动权益保障力度，
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发布本市企
业工资指导线和行业工资指导
线， 引导企业建立健全工资正常
增长机制。 ５年以来， 本市培养
树立和谐劳动关系单位13267家，
全市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机构
查处工资类案件3.86万件。

【本市】03新闻2023年 10月 ２５日·星期三│本版编辑 马骏│美术编辑刘红颖│校对 刘芳│E—mail:ldwbyw@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本市技能人才总量达340万人
北京市就业和社保服务领域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近日，
2023广州文化旅游 （北京） 推介
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朝阳馆） 举行。 北京市文化和
旅游局、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相关领导， 北京市重点旅行社代
表、 广州市重点文旅企业负责人
等参加会议。

推介会立足广州特色资源优
势， 结合当前旅游趋势及秋冬季
出游特点， 向北京游客发出 “花
开广州， 这些 ‘角色’ 等你来解

锁” 的邀约。 通过设立 “旅拍摄
影师 ” “文艺青年 ” “潮流博
主 ” “资深吃货 ” “旅行特种
兵” “渊明家族” “躺游一族”
等多个旅行 “角色 ”， 多维度 、
多层次展现了广州文旅新风貌，
呈现出广州故事与广州声音的创
意表达。 此次推介会的举办， 为
两地文旅交流合作搭建起 “双向
奔赴” 的桥梁， 进一步推动了京
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两大国
家战略的对接联动、 协同发展。

广州文旅推介会在京举行

179项政务服务事项“同事同标”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昨天，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联合市政务服
务局、 市场监管局、 商务局等部
门，组织召开“京津冀营商环境改
革成效”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
了解到， 三地签署京津冀营商环
境“1+5”合作框架协议以来，推动
179项政务服务事项“同事同标”，
234个服务事项实现“跨省通办”，
200余项“京津冀+雄安”政务服务
事项实现 “移动办 ”，建立 “京津
冀+雄安”12345热线合作。

其中，政务服务“区域通办”
迅速发展。省（市）级层面，京津冀
和雄安新区相互推出234项“区域
通办”事项；推出235项自助终端

办理事项； 梳理电子证照共享清
单 ，北京120类 、天津95类 、河北
114类；三地政务服务办事大厅开
设“跨省通办”专区，建设异地办
事代收代办服务的远程视频会商
系统。地区层面也多有合作，北京
城市副中心立足地缘优势， 与廊
坊北三县打造 “区域通办” 云窗
口 ，开启 “区域通办 ”2.0版服务 ；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立足创新优
势， 多次举办京津冀国家级经开
区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创新高峰论
坛， 发布审批服务改革创新举措
115项；本市其他区也立足功能定
位和工作实际， 与津冀相关地区
加强“区域通办”合作。

目前， 三地资质资格互认取
得初步成效。 三地政务服务部门
共同公布第一批165项资质资格
互认清单，涉及京津冀市场监管、
农业农村、交通运输等14家部门，
包括人力资源、建筑、测绘、工程
等50个类别的从业资质资格，明
确直接生效、备案生效、认定生效
等3种规范办理方式，广泛告知办
事企业， 进一步降低企业群众跨
区域办事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北京和雄安新区政务协同进
一步聚焦， 目前已经共同研究制
定 《推进 “北京+雄安 ”政务服务
同城化实施方案》，加强政务数据
共享运用， 紧紧围绕疏解企事业

单位人员及子女的教育、医疗、住
房、薪酬、社保、医保、公积金等需
求，提供政务服务保障。

自贸试验区“同事同标”范围
不断扩大，目前已先后推出4批共
179项“同事同标”政务服务事项，
包含涉企经营、交通运输、工程建
设、民生保障等4个领域，企业群
众在三地自贸试验区乃至更大地
域范围办事， 实现无差别受理和
同标准办理。 在北京市政务服务
网“京津冀‘一网通办’”专区集中
发布事项办理入口， 提供 “一站
式”线上办事服务。

12345市民热线协同持续推
进。召开“以群众诉求助推京津冀

协同发展”论坛，签署新一轮合作
框架协议，围绕紧急事项处理、知
识库建设等内容， 探索区域协同
治理的路径和方法， 推动建立京
津冀热线协同服务标准。目前，已
实现三地17个城市政务服务热线
诉求事项“一键互转”。

同时， 中介服务信息共享不
断扩容。 北京市中介服务网上交
易平台已完成与天津市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网上办事大厅、 河北省
中介服务超市中介机构信息、中
介项目信息对接共享， 截至10月
中旬， 已共享津冀中介机构信息
1.３万余家，项目信息53.3万余条，
中选信息53.2万余条。

京津冀234个服务事项实现“跨省通办”

本市发布人工智能算力券实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