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10月
25日， 北京市统计局发布北京中
小微企业创新调查报告。 统计显
示本市中小微企业呈现出创新活
跃度持续提升的态势， 开展产学
研合作的中小微企业数量增长明
显。

对于中小微企业而言， 广泛
开展技术创新有助于发展关键技
术、 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 北京
市参与创新调查的规模以上中小
微企业共2.8万家 ， 调查结果显
示， 2022年， 全市规模以上中小
微企业中， 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
企业占全部中小微企业的比重为
33.2% ， 较上年提高 0.9个百分
点， 其中65.0%的中小微企业成
功实现技术创新。

分行业看， 中小微企业中，
工业、 建筑业、 服务业开展技术
创新的企业占比分别为 72.9% 、
17.3%、 29.3%， 较上年分别提高
2.2个、 1.3个、 0.8个百分点。 分
规模看， 中小微企业中进行技术
创新活动的企业占比与大型企业
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 从2021年
的相差38.0个百分点缩小至2022
年的36.8个百分点。

2022年， 全市中小微企业研
发投入力度持续加大， 研发人员
37.2万人， 同比增长7.6%， 占全
市 企 业 的 39.3% ； 研 发 费 用
1605.3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6.8% ，
占全市企业的30.7%。

中小微企业积极开拓创新，
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 2022
年， 全市中小微企业专利申请量
同比增长20.7%， 占全市企业的
32.8%， 占比较上年提高3.1个百
分点； 发明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长
24.3%， 占全市企业专利申请的
28.1%， 占比较上年提高2.8个百
分点。 从成果转化看， 已被实施
的发明专利数同比提高 16.2% ，
占有效发明专利数的56.3%。

2022年， 开展创新合作的中
小微企业同比增长8.3%， 占全部
中小微企业的22.8%， 其中开展
产学研 （与高校或研究机构） 合
作 的 中 小 微 企 业 数 同 比 增 长
9.0%， 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1.8个百分点 。 产学研合作形式
多样， 共同完成科研项目占比居
首， 达74.6%； 开展联合培养人
才占比提升最快 ， 由 2021年的
22.8%提高到2022年的26.3%。

北京中小微企业创新动能持续加强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 ， 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 ， 年
内， 本市计划完成18座市属天桥
综合治理工程， 目前2座天桥治
理工程已完工。 北京市城市道路
养护管理中心将通过规范通行秩
序、 适老化服务改造、 天桥外观
提升等一系列措施开展专项治
理， 提高人行天桥服务品质。

据悉， 近五年城养中心已完
成市管天桥改造123座。 今年计
划完成的18座市属天桥综合治理
工程中， 主要包括东三环沿线的
双井桥西天桥 、 京广桥北天桥
等， 京通快速路沿线的双桥路东
天桥、 远通桥西天桥等， 以及昆
玉河水系沿线的北洼西街西口北
天桥等 。 其中 ， 海淀展览馆天
桥、 西苑医院天桥综合治理工程

已完工。
本次综合治理将重点通过设

置标志标线、 修复防滑层、 调整
铺装颜色、 更换改造装饰板等措
施， 规范天桥通行秩序， 提高安
全性能、 优化外观， 从而提高人
行天桥服务品质， 完善区域交通
出行环境。

据介绍， 因每座天桥的现状
情况不同， 治理措施也将结合桥
梁所在的位置、 周边环境和出行
人群等因素制定一桥一方案、 因
情施策。 此次组织编制了 《天桥
桥面标识引导标准化图集》， 对
天桥标志标线、 提示标语和引导
信息等方面进行了细化规定。 如
参照机动车标志标线系统， 在天
桥中央设置上下行的分隔线， 通
过箭头及通行提示语引导非机动

车靠右下车通行， 有效避免了通
行方向混乱、 上下行冲突问题。
这属全国首创， 对全国天桥通行
秩序治理工作起到示范作用。

考虑到老年人出行多选择步
行、 公交等方式， 适老化改造也
是本次天桥综合治理工作的重
点， 实现天桥栏杆抬手能扶、 坡
道一坡到底。 对于无障碍通行需
求旺盛区域， 还试点增设天桥直
梯， 目前西三环苏州桥南天桥和
北京站东天桥已完成电梯设置。

改造后， 天桥桥面将呈现为
灰色为主、 黄色为辅， 灰色的主
色调使天桥与本市整体建筑色彩
更加融合协调， 黄色起到警示和
视觉指引作用， 更加满足弱视群
体通行需求， 进一步提升天桥通
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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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42个博士后项目团队进入总决赛
第二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即将开赛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 10月
26日至28日， 由人社部主办的第
二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总
决赛 （以下简称 “大赛”） 将在
山东省烟台市举办， 来自全国各
省 （区、 市） 和有关博士后设站
单位的1500多个博士后 （团队）
参赛。 其中， 北京市42个博士后
项目团队参赛， 包括25个创新创
业团队和17个揭榜领题团队。

本次大赛以 “智汇赋能发展
博创引领未来 ” 为主题 ， 是自
1985年我国博士后制度实施以
来， 举办的第二届全国性博士后
创新创业赛事。 大赛设创新赛、
创业赛、 海外 （境外） 赛和揭榜
领题赛四个组别， 分新一代信息
技术、 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新
材料、 生物医药与健康、 现代农
业与食品、 海洋开发与应用、 其
他行业七个赛道， 设置了金奖、
银奖、 铜奖、 优胜奖、 优秀组织
奖等奖项， 并将对获奖博士后研
究人员颁发 “全国创新创业优秀
博士后” 证书。 大赛期间， 还将
同步举办全国博士、 博士后人才
招聘， 人才项目对接， 创新创业
成果展示和交流研讨会等活动，
搭建沟通桥梁， 推动产学研深度

融合， 促进博士、 博士后人才与
全国各地用人单位精准对接。

参加本次大赛的北京市代表
队由42个博士后项目团队组成，
包括25个创新创业团队和17个揭
榜领题团队。 为选拔优秀团队参
赛， 北京市面向除清华大学、 北
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在京研究所
以外的其他中央在京博士后设站
单位 ， 北京市属博士后设站单
位， 以及与博士后创新创业相关
的企业等组织了预选赛。 来自海
洋开发与应用、 高端装备制造、
现代农业与食品、 新一代信息技
术、 新能源新材料、 生物医药与
健康以及其他行业7大领域的优
质博士后创新创业团队， 经过多
位行业领域专家初筛评审， 最终
遴选出25个创新创业团队进入全
国总决赛。 对晋级全国总决赛以
及在总决赛获奖的设站单位和博
士后研究人员， 北京市将按照类
别分别授予奖杯、 证书， 提供经
费资助、 交流培养、 设站支持等
优质创新创业服务。

近年来， 北京市博士后工作
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 坚持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不断创新
体制机制 ， 成效显著 。 截至目

前， 北京市在8所市属高校设立
流动站51个， 覆盖除军事学以外
的所有12个学科门类； 设立工作
站155个， 覆盖北京市优先发展
的十大 “高精尖” 产业领域； 在
15个中关村科技园区设立分站
356个，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28
个， 支持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高
新技术企业设站。

设站单位中， 既有院校和科
研院所， 又有新型研发机构； 既
有头部企业和独角兽企业， 还有
诸多潜力巨大的中小企业。 企业
工作站、 园区分站占到全市设站
总数的89％， 非公有制经济体设
站 数 量 约 占 全 市 设 站 总 数 的
70%， 成为北京市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的有
生力量。

2011年以来， 北京市级累计
投入经费1.67亿元， 资助博士后
科研项目1786个； 在站博士后完
成科研项目6000余项， 申请专利
2600余项 ， 出版专著 600余本 。
累计出站博士后4800余名， 留京
工作和创业4100余人， 占出站总
数的86%。 许多博士后成长为国
内相关领域的学科、 技术带头人
和科技领军人物。

本报讯 （记者 余翠平 边磊
通讯员 陈冉）“哗哗哗……”随着
清澈的自来水汩汩流出， 丰台河
西群众迎来了一件大事———历时
5年修建完善的丰台河西第三水
厂正式通水，新增供水能力6万立
方米/日，惠及周边5万居民。丰台
河西第三水厂将与现有长辛店水
厂共同为丰台河西地区供水，由
此实现“双水厂”供水新格局，为
河西地区发展提供了有力民生保
障。

丰台河西地区面积约124平
方公里，占全区40.5%，主要包括
长辛店街道、云岗街道、北宫镇和
王佐镇。此前，河西地区由市自来
水集团长辛店分公司、2个乡镇集
中供水厂和1个村庄供水站负责
整个河西地区的供水， 整体基础
设施相对薄弱， 区域供水安全保
障水平偏低。 而随着丰台河西地
区经济快速发展， 地区用水需求

激增，供需矛盾逐步显现。
2021年，丰台区印发《丰台区

推动河西地区高质量发展专项行
动计划（2021-2025年 ）》，旨在进
一步提升河西地区综合承载能
力，促进河东河西协调发展。这其
中 ，“加快补齐河西地区发展短
板，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强化河西
地区‘六网’投入和建设力度”等
被纳入丰台区“十四五”发展规划
纲要。 河西第三水厂的建设即是
重要举措之一。

河西第三水厂是市、 区两级
重点工程，投资约2.44亿元，总占
地面积8.82公顷，建有取水泵房、
净水组团车间、超滤膜车间、配水
泵房、污泥处理车间等9座主要构
筑物。 水源取自南水北调河西支
线，“南水”进入水厂后，依次经过
格栅、预臭氧、气浮等净水工艺处
理， 生产出完全符合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的自来水， 最终通

过供水管网输送到千家万户。
“这是北京地区首次应用高

速气浮工艺， 相比常用的机械加
速澄清等制水工艺， 高速气浮工
艺占地面积更少，除藻效率更高，
更适用于低浊水源条件。”据市自
来水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根据
“南水”浊度低、夏季藻类高发的
显著特点， 市自来水集团首次选
用高速气浮作为主处理工艺，代
替传统制水工艺中的混凝、 沉淀
（澄清）环节。

据丰台区水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 丰台区将进一步推进良丰
线及河西第二水厂建设， 用南水
北调水逐步替代现有水源， 提高
河西地区北宫镇、 王佐镇、 云岗
街道供水保障程度， 形成以河西
第一水厂、 河西第二水厂、 河西
第三水厂为主力的城乡一体化供
水格局， 完善多源多向的供水保
障体系。

本市18座市属天桥综合治理年内完工

河西地区5万居民喝上“南水”
丰台河西第三水厂正式通水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通讯员
臧炜） “10月增员， 合同开始时
间是9月， 会自动生成补缴吗？”
“修改减员原因在哪里操作？” 在
近日通州区社保中心与税务部门
联合开展的培训会上， 企业经办
人的提问得到现场工作人员的一
一回应。

为进一步推进 “社保服务进
万家” 活动走深走实， 通州区社
保中心与税务部门开展政策培训
会， 48家通州大型企业人力资源
专员齐聚一堂， 学习各类社保、
税务业务和政策 ， 一项项 “干
货” 满满的内容， 让参训人员直
呼 “解渴”。

活动现场， 通州区社保中心
通过发放宣传折页、 现场答疑解
惑等多种方式， 针对企业比较关
心的新社保系统上线后， 增员、
减员等问题进行培训。

今年10月以来，通州区社保
中 心 多 次 开展政策宣讲活动 ，
使辖区企事业单位、 参保群众对
社保政策有了更全面、 更深入的
了解。 “未来， 我们将以开展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主题教育为契机， 加大宣传力
度， 创新工作机制， 提升服务水
平， 同时增进与其他部门的协同
合作，持续为广大参保人送上‘政
策礼包’。”

首创天桥交通引导标准

通州社保税务携手直播讲解政策“干货”

(上接第１版)
当天上午， 调研组一行来到

北京市首个行业工匠学院———北
京花乡花木集团， 先后实地考察
了插花艺术博物馆、 植物科研实
验室等地， 详细了解了该学院立
足首都园林绿化建设实际需求，
搭建科学有效的产、 学、 研、 用
一体化合作体系， 以及不断探索
创新产教融合、 工学结合的新时
代工匠培养模式等情况。 北京花
乡花木集团作为首都园林绿化行
业工匠人才培育主阵地和职工创
新成果转化主平台， 立足首都园
林绿化建设实际需求， 依托花乡
得天独厚的花木产业资源， 加强
技术引进和人才交流， 多次承办
北京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金剪
子” 园艺修剪大赛、 北京市职工
技协杯绿化环保花艺师职业技能
竞赛等， 并通过创新培训方式，
传授和推广高技能人才的创新方
法和绝技绝活， 为首都园林绿化
行业不断输送实用型、 复合型、
技术型的职业技术人才。

据了解， 北京市总工会为深
入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按照典型示范、 分类实施、 全面
建设的 “三步走” 思路， 选取地
方、 行业、 企业和高职院校， 开
展 “首都工匠学院” 试点建设，
先后挂牌成立了5家 “首都工匠
学院”， 包括： 北京市工会干部
学院 （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

首钢技师学院、 北京城市学院、
北京花乡花木集团、 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 “亦城工匠学院”， 建
成了一支由劳模、 工匠、 创新工
作室领军人为主体的职工匠师队
伍 ， 着力打造具有北京特色的
“工匠名片” 与 “产改品牌”。

调研组纷纷表示， 近日， 习
近平总书记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
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并发表重
要讲话， 对推进新时代新征程工
运事业和工会工作提出新的更
高要求 。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完成好中
国工会十八大提出的目标任务，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级工会
组织和广大工会干部的重要政治
任务。 京津冀三地工会要提高
政治站位 ， 从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战略高度， 立足三地发展定
位， 立足工会职能， 找准工会工
作的结合点切入点。 要聚焦高质
量发展， 共育高技能人才， 共促
职工发展 ， 在工匠学院联盟创
建、 推进工会数字化建设等方面
协同发展， 团结带领三地广大职
工发挥主力军作用， 为更好地推
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智慧和力
量。

北京市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
主席人选张文涛， 天津市总工会
党组成员、 副主席张秀强， 河北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万小
明陪同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