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近日，
丰台区将全市首家劳动能力 “移
动鉴定室” 搬进北京园博园在建
项目工地，现场上门“零距离”为
建筑企业和农民工“送政策、送服
务、送温暖”，提供灵活便利的劳
动能力鉴定服务。 当天共为包括
中建三局、 北京兴华鑫宇建筑公
司在内的10家建筑行业企业的15
名农民工进行以骨科、 外科为主
的劳动能力鉴定。

考虑到建筑业人员工作区域
不定、早晚班不确定、人员地域范
围较广的特点， 为了方便建筑行

业的基层企业和农民工群体，丰
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
能力鉴定中心根据实际情况，安
排将劳动能力鉴定室搬进工地，
开展专场鉴定工作。不仅如此，为
保障劳动能力鉴定的客观性、公
正性、精准性，丰台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劳动能力鉴定中心还
聘请区内三级医院的3名副高级
以上医师组成专家鉴定团队，完
成建筑业工伤等级鉴定评审工
作。同时，为了让广大农民工感受
到更快速、便捷的体验，由原来的
30日出具结论缩短至7日出具并

送达鉴定结论文书， 确保建筑工
人都能及时享受到工伤待遇。

据了解， 丰台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依托数字化赋能劳动
鉴定工作， 通过对申报群体的鉴
定需求量分析汇总， 选取鉴定需
求较大、 在建项目集中的区域设
立劳动能力“移动鉴定室”，专门
为建筑业工伤职工定制化开展劳
动能力专场鉴定。未来，劳动能力
“移动鉴定室”还将继续延伸服务
触角， 走进工厂和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服务站点等， 打通为民服务
高效便捷的快速鉴定通道。

全市首家劳动能力“移动鉴定室”搬进园博园项目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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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新增虚拟现实职称评审专业
从事软硬件研发、数字资源设计制作等相关工作均纳入评价范围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近日，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
布 《关于增设虚拟现实职称评审
专业的通告》，新增虚拟现实职称
评审专业， 畅通虚拟现实专业技
术人才职业发展通道。

近年来， 虚拟现实场景应用
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
北京已集聚VR及相关企业1000
余家 ， 全国VR50强企业 23家 ，
居全国榜首， 吸引了大批优秀虚
拟现实专业技术人才。 但由于没
有本专业职称晋升渠道， 无法得
到行业和社会认可， 影响学术技
术交流、 人才流动和职业发展。
因此， 增设虚拟现实职称专业，
对于发挥人才评价 “指挥棒” 作
用， 为北京吸引凝聚更多虚拟现
实工程技术人才， 推动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
义。

为满足各梯次虚拟现实人才
的职业发展需要， 虚拟现实专业
职称设置初、 中、 副高、 正高四
个等级， 名称分别为： 助理工程
师、 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和正高
级工程师。 在本市国有企事业单
位、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社会组
织等机构中， 在虚拟现实领域从
事软硬件研发、 数字资源设计制
作、 应用场景建设等相关工作的
专业技术人才均纳入评价范围。

为制定更加合理的虚拟现实
专业的标准条件、 专业分类、 业
绩成果表现形式， 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组织专家开展大量调
研， 并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沁
平等业内专家代表为虚拟现实职
称评审专业建言献策。 最终， 将
虚拟现实专业分为软硬件研发、
数字资源设计制作、 应用场景建
设三类， 并按照 “干什么、 评什

么” 分别制定业绩、 成果条件。
虚拟现实专业职称评审工作将打
破职称评价 “唯论文” 的固有模
式， 全面推行代表作评审制度，
申报人可自主选择发明专利、 项
目报告、 技术报告、 设计文件、
国家标准、 论文专著等代表作成
果， 参加职称评审。 除此之外，
还为业绩突出人才制定了破格申
报高级职称的条件。

虚拟现实职称实行社会化评
价， 初、 中、 副高、 正高四个等
级均通过评审认定职称。 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根据产业发
展需求， 适时开展专项评审， 实
现产业链、 人才链、 创新链融合
发展。 专业技术人才取得职称证
书后 ， 用人单位根据需要 ， 自
主、 择优聘任专业技术职务。 今
年下半年， 本市将启动首次虚拟
现实专业职称评价。

上门为农民工提供灵活便利的劳动能力鉴定服务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边磊 ）
记者从北京市文旅局了解到，“五
一”假期，北京共接待游客1696.6
万人次 ， 实现旅游收入196.2亿
元，同比增长9.4%、10.2%，比2019
年同期增长18.5%、23.1%。全市共
开展文旅活动2700余场， 组织文
化活动804项、1210场， 举办演出
302台、1513场。

“五一”假期，游客接待量排
名前十的景区（地区）是：王府井、
南锣鼓巷、颐和园、天坛公园、前
门大街、奥林匹克公园、北京蓝色

港湾、圆明园、北京动物园、北京
首创奥莱休闲驿站。 王府井日均
接待量在40万人以上，颐和园、天
坛公园、圆明园、北京动物园假期
前四天日均接待量近10万人，颐
和园、天坛公园再创历史新高。

乡村游累计接待游客286万
人次，同比增长22.9%；营业收入
3.4亿元，同比增长24.3%。游客接
待量前三位的是延庆区116.8万
人次、密云区49.3万人次、怀柔区
33.1万人次。

“五一”假期，全市160个演出

场所举办营业性演出302台1513
场，演出场次、观众人数、票房同
比分别增加2.7%、34.8%、114.6%，
比2019年同期分别增加219.4%、
264.9%、733.6%。其中，6台2024年
新创剧目演出33场。假期期间，市
属院团共演出约130场。

全市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
共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804项、
1210场，活动项数、场数同比分别
增加11.6%、6%。 北京城市图书
馆、大运河博物馆、北京艺术中心
共接待游客16万人次。

“五一”期间北京共接待游客1696.6万人次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五
一”假期，本市举办千余项促消费
活动，推出多元业态融合新场景，
消费市场异彩纷呈。 记者昨天了
解到，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百货、
超市、专业专卖店、餐饮和电商等
业态127家企业实现销售额49.9
亿元。 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
3586.9万人次，同比增长2.5%，消
费金额达到99.2亿元。

“五一”假期，重点商圈消费
活力足。据银联商务数据，五道口
商圈、中关村商圈、望京商圈消费
金额同比分别增长1.3倍、1.1倍、
76.9%。其中，超极合生汇推出北
京最深潜水馆、 亚洲第二大穹顶

天幕， 假日期间客流量超90万人
次， 销售额超7000万元。 假日期
间，重点监测的昌平新城商圈、隆
福寺商圈、 五棵松商圈客流量同
比分别增长18.6%、17.6%、16.7%，
五道口商圈、常营商圈、环球影城
商圈最受年轻消费者青睐。

期间， 餐饮消费升温，“2024
北京精酿啤酒节”汇集全城135家
精酿酒吧持续推出专属优惠，凯
德MALL·大峡谷 “玩味美食节”
等丰富假日餐饮消费选择。

夜间消费活力满满。 全市首
条“文旅公交专线”途经亮马河、
奥林匹克塔、 温榆千灯会三大夜
京城地标，丰富都市夜游体验。丰

台区青龙湖公园“不夜城游园会”
汇集特色小吃、休闲娱乐、非遗体
验， 满足夜间消费需求。 怀柔区
“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打
造光影不夜城。据银联商务数据，
“五一”期间夜间实物商品消费人
次同比增长18.7%。

赏花、踏青、徒步、骑行引领
假日风尚， 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
博物馆推荐28处踏青赏花好去
处， 推出107处赏花片区和104项
特色文化活动。“骑迹东城”“骑遇
西城”“骑in潮阳”3条线路感受京
城古韵新貌，“怀柔长城”“平谷戏
水”“密云氧吧”“延庆百里山水画
廊”4条线路揽尽京郊秀丽风光。

“五一”假期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达3586.9万人次
客流量同比增长2.5%

随着旅游“红五月”的开启，消费活力点燃了餐饮市场。记者昨天从
聚德华天公司和北京华天集团了解到， 旗下各老字号品牌尤其是毗邻
旅游景区的门店接连翻台，连日来每天就餐时段从午餐延至晚餐。同和
居、同春园、鼓楼马凯餐厅等多个老字号品牌采取“错峰上班制”，让职
工以饱满的工作热情上岗。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消消费费活活力力点点燃燃餐餐饮饮市市场场

本市大中小幼教师讲述育人故事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昨天，

市委教育工委、 市教委启动第六
届北京市大中小幼教师讲述育人
故事活动。本届活动主题是“弘扬
教育家精神， 做新时代大先生”，
将首次邀请学生与老师共同讲
述， 以生动展示首都教育系统广
大教师忠于党的教育事业、 践行
立德树人神圣使命的教育家精
神，持续唱响“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主旋律。

据了解， 北京市学校德育研
究会自2019年率先在本市开展以
“讲述我（我们）的育人故事”为载
体的实践活动。 本届活动分为四
个阶段：启动仪式后，各高校、各
区将广泛组织段段讲、区区讲、校
校讲、广泛讲；5月至7月，各高校、
各区和学校将普遍开展基层讲述
活动；9月为市级展示阶段， 将择
优推荐10至15名大中小幼各学
段、不同学科的老中青优秀教师、
管理者、家长和社会人士代表，结
合迎接新中国成立75周年、 庆祝
第40个教师节的契机， 举办集中
展示交流活动；10月为优秀育人
故事巡讲活动阶段， 主办方将组

织部分优秀教师代表到各区、学
校幼儿园和社区进行巡讲， 把广
大党员干部教师立德树人的优秀
故事传播到京华大地。

市委教育工委宣教处相关负
责人表示，五年来，数百所大中小
学及幼儿园参与， 近万名教师深
情讲述， 充分展示首都教育系统
教师队伍忠于党的教育事业、 践
行教书育人神圣使命的生动实践
和感人事迹。 育人故事活动已经
成为北京市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
品牌， 成为加强教师思想政治工
作的重要平台， 更成为展示首都
广大教师育人风采的靓丽舞台。

市委教育工委分管日常工作
的副书记李军锋表示， 市教育两
委把今年定为 “教师队伍建设
年”， 将推进教师队伍在思想政
治、师德师风、育人能力“三位一
体”实现整体性跃升。举办全市各
学段教师讲述育人故事活动，希
望通过娓娓道来、 直击人心的育
人故事， 上好新时代的 “大思政
课”，鲜活有力回答“强国建设，教
育何为”“教育强国， 首都何为”
的重大时代命题。

(上接第１版)
推动数字政务提质增效方

面， 重点加强政务服务平台与各
类办事服务系统整合联通， 企业
群众办事能够一次登录、 全网通
行。 推行智能审批服务模式， 完
善政务服务平台智能预填、 智能
预审、 智能审批功能。 试点证件
照 “一拍共享、 一照通用”。 推
进 “高效办成一件事 ” ， 加强
“一件事” 与 “一业一证” 改革
融合， 推出企业信息变更、 开办
运输企业、 信用修复等第三批集
成办事场景， 并持续拓展服务事
项及范围， 优化办事流程。 提供
更加多元便利的办事渠道， 推动
市、 区两级政务服务大厅打造24
小时自助服务专区 ， 实现就近
办、 自助办。 “京通” 小程序新
增200个以上政务服务办理事项。

提升数字社会建设水平方
面， 持续拓展 “城市码” 在政务
服务、 交通等方面应用。 推动智
慧养老服务和智慧社区建设， 大
力推行就医服务 “一次就诊一次
付费” “移动线上付费”。

提升人才服务品质方面， 今
年将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 、 引
进 、 使用 、 合理流动的工作机
制。 对于科技领军人才， 将综合
运用市场引才 、 联合引才等方
式， “一人一策” 引进重点领域
顶尖人才； 建设卓越工程师培养
联合体， 统筹推动集成电路、 人
工智能、 氢能等产教融合基地建

设。 对于青年人才， 鼓励青年人
才挑大梁、 当主角， 在重大科研
管理、 重大技术攻关项目负责人
和技术总师等岗位占比不低于
60%。 对于国际人才， 发布北京
市境外职业资格认可目录4.0版，
建设外籍人才 “一站式” 服务窗
口， 推动工作许可、 居留许可、
签证、 永居等事项 “一站式” 办
理。

构建全方位企业服务体系方
面， 推动12345企业服务热线普
惠服务、 企业 “服务包” 精准服
务、 中小企业服务平台有效服务
3大企业服务主渠道紧密配合 。
升级12345企业服务热线， 新增
政策推送、 中介机构信息查询、
涉企纠纷快速调解等服务。 强化
企业主动精准服务， 完善 “服务
包” “服务管家” 机制。

今年将着力提高 “七站两
场” 接驳换乘便利性， 探索在重
点火车站提供办理大兴机场乘机
手续和行李托运等服务。 将推动
大型商圈 、 旅游景区 、 文娱场
所、 酒店住宿等重点场所支持移
动支付、 银行卡、 现金等多样化
支付方式。 大力提升公共文化和
旅游服务水平， 试点推行首都博
物馆等20个博物馆延时开放， 推
动完善餐饮、 寄存、 文创等配套
服务设施； 优化旅游交通服务，
在核心区旅游景区设置限时落客
区， 在远郊旅游景点加强周边停
车设施供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