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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取市人民政府工作报
告， 让我对北京市的未来发展
充满了信心。” 清华大学水利
水电工程系教授安雪晖特别关
注北京市全力打造高水平人才
高地的具体举措。

安雪晖建议， 要进一步创
新方式方法， 吸引国际化人才
在京 “落户”。 他说， 通过广
泛宣传， 进一步形成吸引各国
人才来北京创新的竞争力； 强
化基础研究的国际合作， 组织
实施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的重点
专项， 以灵活化聘任的方式引
进高端科研人才和技术人才为
我所用；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

目 、中科院战略先导专项、国
际科技合作项目等， 在国家实
验室新型研发机构、 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平台上加快灵活 引
进和聚集一批国内外的顶尖
科技人才， 同时发现和培养战
略科学家。

在工程人才培养方面， 安
雪晖建议， 北京市的市属企业
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的主导作
用， 与市属或在京高校合作 ，
进一步探索加强企业联合培
养、 项目制培养贯通模式， 大
力开展双导师制等改革。

在完善人才支持政策方
面， 安雪晖认为， 除了加强与
生活有关的设施配套， 制定就
医、 就学、 社保、 购房、 购车
等相关支持政策之外， 还应学
习借鉴国内外其他地区引进产
业创新团队的政策， 吸引高端
紧缺人才。

安雪晖建议， 对在京的高
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给予税收优
惠政策， 让个人所得税的优惠
能够与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形成联动效应， 从而形成政策
合力， 发挥对人才的更大的吸
引力。

本报记者 王路曼/文 彭程/摄

在市人代会上， 91科技集团
董事长许泽玮提出了关于加强长
城保护带建设的相关建议。

许泽玮建议， 建立完善的长
城保护机制， 并通过多方面的协

同工作， 实现长城文化带的可持
续发展。他说，应鼓励社会各界力
量参与长城保护带建设。 通过政
策引导、资金支持等方式，激发社
会各界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形成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共同
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

许泽玮建议， 在长城维护方
面， 要培养专业队伍， 确保维护
工作的专业性和持续性。 在提升
游客文明游览意识方面， 通过设
置标识、 宣传教育等方式， 引导
游客文明游览， 减少对长城的人
为破坏。同时，加大对长城保护带

建设的科研投入， 研究适合长城
特点的保护技术和方法。 引入无
人机巡查、 虚拟现实技术等现代
科技手段， 提高保护工作效果。

在加大长城保护力度的同
时， 许泽玮认为还要有序利用长
城资源， 促进延庆等区域经济发
展。 他说， 可以结合长城周边的
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 以建设长
城国家文化公园为契机， 探索打
造全域长城博物馆， 设计具有特
色的文化旅游线路， 吸引游客前
来参观体验。

本报记者 周美玉/文 彭程/摄

平谷区每年桃子产量接近2
亿斤 ， 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桃
园。 作为平谷区的农业专家， 绿
农兴云果品产销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岳巧云在推动平谷大桃产业发

展的同时， 始终关注乡村振兴。
在今年的市人代会上， 她建议成
立乡土学校， 订单式培育 “田秀
才” “土专家”。

乡村振兴， 人才先行。 岳巧
云建议成立乡土学校， 并以乡土
学校为载体， 让 “田秀才” “土
专家” 把现代农业技术送到田间
地头， 逐步把乡土学校打造成推
动乡村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的重
要阵地。 她说： “乡土学校主要
吸纳本土青年与扎根当地农业的
创业人群， 经过培养使他们成长
为乡村振兴的战略人才。 此外，

在家乡学习， 也可以有效解决就
业问题。”

此外， 岳巧云建议， 应加大
政策方面的支持， 形成统一的乡
土人才管理、 协调、 培训体系。
她说， 既要鼓励乡土人才积极参
加培训， 也要为他们提供可以拓
宽眼界的实用科学技术， 让他们
在家门口的 “加油站” 中汲取更
多成长养分 ， 快速成长 “挑大
梁”， 从而实现让乡村成为人才
成长的沃土， 保证乡村振兴有源
源不断的活力。

本报记者 周美玉/文 彭程/摄

安雪晖代表：

全力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

岳巧云代表：

成立乡土学校助推乡村振兴

许泽玮代表：

多方协同加强长城保护带建设

(上接第１版)

龙年春节将推出一系
列节日文化活动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电影
局 局 长 霍 志 静 在 发 布 会 上 介
绍 ， 2023年 ， 全国文化中心建
设取得丰硕成果， 创作推出 《齐
白石》 《张居正》 等精品力作。
演出市场持续升温 ， 全市营业
性演出突破4.9万场， 票房收入
超23亿元， 与2019年相比场次翻
倍， 创造了历史新高。 举办演唱
会等大型演出活动百余场， 观众
超100万人次 ， 票房收入超7亿
元。

电影市场强劲复苏 ， 全市
2023年电影总票房 27.66亿元 ，
放映场次348.6万场 ， 观影人次
5040.6万人次 。 北京出品电影
《满江红》 《流浪地球2》 位居全
年票房榜前两位， 全国电影票房
前10名的国产影片中， 北京占4
个席位， 共计产生票房134.43亿
元， 继续领跑全国。

北京艺术中心 、 城市图书
馆、 大运河博物馆三大文化设施
精彩亮相， 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
文化新地标。 完成新增11家博物
馆备案 、 27家 “类博物馆 ” 挂
牌， 博物馆延时开放试点有序推
进， 参观人数创历史新高。 2万
余场节日文化活动 、 1.7万场首
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贯穿全年，
公共文化服务焕发新活力。

据霍志静透露， 龙年春节将
至， 本市将推出一系列节日文化
活动 ， 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
围， 为市民奉上文化大餐。

全年计划建成80个便
民生活圈

2023年， 本市新开大型商业

设施240万平方米， 完成崇文门
等 15 个 传 统 商 圈 改 造 提 升 ，
优 化 商 圈 及 周 边 交 通 组 织 。
在便民方面 ， 已建设完成 360
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覆盖率
达42%， 超过年度计划2个百分
点。

在发布会上， 市商务局党组
书记、 局长朴学东介绍， 今年，
将加快打造一批消费标杆项目 ，
年内实现西北旺万象汇、 永丰
大悦城等优质商业项目开业运
营。 全年计划建成80个便民生
活 圈 已 经 列 入 为 民 办 实事项
目。

在培育本土消费新品牌方
面， 推动 “北京老字号” 认定、

鼓励老字号集聚化发展。 扩大本
土品牌影响力， 在交通枢纽、 重
点商圈、 景区、 公共文化空间打
造一批 “北京礼物” 主题店。 推
动餐饮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打造
一批高品质餐厅。

同时， 力争全年落地更多首
店 。 深入开展家具家电以旧换
新 ， 支持企业开展线上预约收
运、 上门回收业务。

今年将举办中国网球公开赛
等品牌赛事， 力争更多国际顶级
赛事落户北京。 力争全年新增备
案退税商店不少于100户。 今年，
本市还将举办全球首发节、 北京
时装周 、 体育消费节等精品活
动。

让群众好办事、 快办事
为了让企业群众能办事、 快

办事、 好办事、 办实事， 今年，
本市将继续优化营商环境， 助力
京津冀协同发展。

张鑫介绍， 今年本市将以优
化政务服务为主， 向企业服务、
公共服务延伸拓展， 更好发挥政
务服务便民热线的作用， 进一步
完善企业服务包的机制， 提升中
小企业服务平台， 构建全方位的
企业服务体系。 “特别是把企业
关注的人才服务、 科技创新、 产
业生态， 以及百姓关注的交通出
行、 文化旅游等领域公共服务提
升， 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任

务， 提升改革的整体性、 协同性
和系统性。” 张鑫表示。

更加突出数字赋能政府服
务， 实现各类政务服务从网上可
办，向全网通办、全省网办、好办易
办转变。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推动流程再造，为深
化“一业一证”“一体化综合监管”
等改革提供数字化的技术支撑。

推进京津冀优质资源
共享共建

通州区常务副区长郑浩介绍
了通州区2023年工作情况和2024
年重点工作安排。 其中， 在京津
冀协同发展方面， 不断提升便利
便捷水平， 促进一体化交通 “跑
起来”。 开工建设石小路， 实现
通清路、 厂通路及跨潮白河大桥
等工程完工通车， 推动轨道交通
22号线建设全面提速。 调整优化
现有跨省公交线路， 探索跨省定
制通勤客运新业态。 加快启动白
庙南综合检查站安检提升改造，
大力提高通行效率。

同时， 持续推动产业布局优
化延伸，促进对接协作“串起来”。
与廊坊开发区、 武清开发区等更
大范围合作对接， 共建跨区域产
业合作平台。 共建通州区北三县
营商环境改革先行示范区， 率先
推进监管执法、政务服务同规则、
同标准， 探索实行区域内资质互
通、信用互认，促进商业秘密、知
识产权保护等一体化建设。

此外还将协同推进优质资源
共建共享， 促进群众幸福感 “多
起来”。 健全完善环保联合执法
机制 ， 办好潞河中学 、 三河校
区， 持续深化通武廊区域卫生健
康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促进优质
养老服务资源向周边地区延伸布
局。 本报记者 彭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