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育发展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

近日， 家住石景山区的刘先
生来到该区不动产登记中心， 通
过 “跨省通办受理窗口”， 为其
在唐山市购买的一处房产申请办
理房产证。 经过人脸识别、 网上
填报、 上传材料等一系列操作，
在两地办事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刘先生于当天顺利取得不动产权
电子证照， 这也是石景山区完成
的首例新建商品房转移登记 “跨
省通办” 业务。

2020年6月， 刘先生夫妻在
老家河北省唐山市购买了一套预
售商品房 ， 该房屋于 2023年竣
工。 但因帮女儿照顾孩子， 夫妻
二人近两年常住石景山区， 返乡
办理房产证十分不便 。 了解到
“跨省通办” 有关政策后， 刘先
生向石景山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进
行咨询， 明确了办理条件、 办理
流程和所需材料。

日前， 刘先生夫妇携带申请
材料来到大厅， 大厅帮办人员指
导夫妇俩通过河北政务服务网进
行人脸识别、 填报网上事项、 上
传相关材料等。 办理过程中， 帮
办人员还不断与唐山市不动产登
记中心沟通协调， 全程跟踪办理
进度， 唐山市税务、 登记部门通
过业务系统提取所需信息及相关

材料， 完成核税、 缴税、 审核、
登簿等， 并实时共享办理结果。
刘先生夫妇于当日便顺利取得不
动产权电子证照。

记者从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委员会石景山分局了解到， 为
深化 “放管服” 改革， 全面优化
营商环境， 2023年底 ， 北京市 、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和内蒙
古 自 治 区 自 然 资 源 部 门 签 订
《“京津冀+晋蒙” 深化不动产登
记 “跨省通办” 合作框架协议》，
依托五地不动产登记网上服务办
事平台， 实现不动产登记信息互
通互认。

记者从石景山区政务服务局
了解到， 目前， 该区已与天津市
滨海新区、 武清， 河北省雄安新
区、 曹妃甸、 迁安等16地建立京
津冀政务服务协作机制，以“数据
共享、远程交互、多地协同 ”为特
点， 建立预约申报、 咨询辅导、
材料提交、 审批反馈等京津冀协
同场景， 实现1000余个事项京津
冀跨区通办服务延伸， 满足三地
企业群众异地咨询办事需求。 同
时，在该区政务服务中心设立“跨
省通办”综合窗口和网上“跨省通
办” 渠道， 提升各类人员办事体
验，提高跨区域办事便利度。

□本报记者 孙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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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家标杆孵化器在孵
企业930家

科技企业孵化器是创新创
业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培育高
新技术企业、 推动高精尖产业
发展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的支
撑作用。

自1989年北京市第一家孵化
器成立以来， 历经30多年的发展，
北京共有各类孵化器和众创空
间500余家。 为抢抓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 ，探
索新时期科技企业孵化器创新
发展新范式，2022年， 北京在全
国率先试点建设10家引领类标
杆孵化器和13家培育类标杆孵
化器， 在创业孵化4.0时代掀起
硬科技创新创业新热潮。

北京市科委、 中关村管委
会相关负责人举出一组数据：23
家标杆孵化器在孵企业930家，
其中， 新增孵化企业348家， 新
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专精
特新企业109家； 2022年营业收
入36.64亿元， 纳税总额8188.05
万元； 在孵的195家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 2022年实现营收36.61
亿元， 同比增长45.6%； 累计采
购专业仪器设备255台套， 投入
超过5000万元； 举办创业辅导、
早期投资、 资源对接等活动303
场， 服务企业6234家次；新增融

资83家 ， 累计完成融资18.3亿
元。

超前孵化让“标杆”立起来

面向未来， 前瞻布局， 是
北京培育标杆孵化器的重要原
则之一。 北京支持孵化器面向
世界科技前沿，探索超前孵化、
深度孵化等新范式， 支撑前沿
科技成果转化和硬科技孵化 ，
加速带动创新创业能级跃升。

元宇宙场景内虚拟 “数字
人” 和主播同框互动、 幕后动
态背景让主播身临其境如在现
场、 实现实时动作捕捉构建动
漫角色……这些场景在通力孵
化器内随处可见。 围绕硬科技
创新， 通力孵化器建设了国内
一流的科幻技术研发中心、 协
同创新平台 、 人才培养中心 、
标准研制中心、 5G+科幻中心
和测试服务中心。 围绕科幻元
宇宙， 创新中心布局包含人工
智能 、 现实交互 、 光学模组 、
应用场景、 游戏制作、 IP创作
和产业平台的产业链条， 构建
完善的 “产———学———研———
用———融”科幻产业闭环。

“通力孵化器内的企业在
产业链上下游之间高度互补 。
每家企业都可以围绕自身需
求， 无论在科研还是在市场推
进上， 能够形成对接和合作的
空间 。” 通力孵化器总经理孙

世诚表示。 2023年， 通力孵化
器完成10个共性技术平台搭建，
并全部投入使用。

位于昌平区的飞镖生物医
药标杆孵化器是一个集研发中
心、 加速转化和早期孵化为一
体的生命健康科技领域创新平
台。 “从创立之初， 飞镖孵化
器就倡导共享理念。” 截至2023
年7月底， 飞镖孵化器累计帮助
20余个生物医药创新团队加速
发展， 企业融资总额超20亿元。
同年8月， 飞镖孵化器二期正式
投入运营， 打造了基因组学测
序中心和蛋白质组学检测中心，
进一步丰富多元创新体系。

2027年底全市形成梯
度接续创业孵化体系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
布的 《北京市关于推动科技企
业孵化器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
提出， 到2027年底， 在全市形
成标杆孵化器示范引领、 市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骨干支撑、 其
他科技企业孵化器功能齐全的
梯度接续创业孵化体系。

届时， 孵化器专业化、 价
值化、 国际化程度实现整体提
升，基本形成与北京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相匹配的创业孵化
能力；国际孵化服务网络建设取
得明显进展，初步形成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创新创
业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进一步
释放创新创业活力；一批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 专精特新企业、独
角兽企业等高水平硬科技企业
持续涌现，一批高能级的高精尖
产业集群和若干全球领先的未
来产业集群初步形成，推动本市
成为全球硬科技创新创业高地。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推动本市成为全球硬科技创新创业高地

近日， 丰台区发布 《丰台
区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措施 （试行 ）》 （以下简
称 《若干措施》）。 丰台区在整
合特色文化资源、 产业空间的
基础上 ， 推出 9条具体措施 ，
成立 “丰台区文化产业园区联
盟 ” ， 从区级层面强化统筹 ，
着力解决文化企业发展 “急难
愁盼 ” 问题 ， 增强产业竞争
力， 集聚产业优势资源， 加快
产业转型升级， 打造文化产业
生态圈， 大力培育发展文化领
域新质生产力， 推动文化产业
向 “新” 而行。

《若干措施》 重点吸引新
媒体、 数字出版、 互联网文化
信息服务以及创意设计等产业
领域文化企业， 对新入区年度
营业收入超过3000万元的文化
企业， 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的一次性资金支持； 对年度营
业收入超过3000万元且连续三
年平均增速达到10%以上的文
化企业 ， 给予最高不超过100
万元的资金支持； 鼓励园区申
报国家级、 市级园区， 对当年

获得 “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
区 （基地）”， 市级文化产业示
范园区认定、 示范园区 （提名）
认定、 市级文化产业园区认定
的文化园区给予相应区级配套
资金支持。

此外， 丰台区鼓励文化企
业积极 “出海 ”， 加强对外交
流， 对首次认定为“国家文化出
口重点企业”“国家文化出口重
点项目”以及年出口额超过20万
美元的文化服务出口企业给予
相应资金支持，支持培育一批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企业。

9条政策可谓亮点纷呈、干
货满满。 “产业政策是行业发展
的‘压舱石’‘稳定器’，丰台区通
过落实《若干措施》，着力解决企
业‘急难愁盼’问题，培植企业高
质量发展‘沃土’。 ”相关负责人
表示，丰台区将紧密围绕北京全
国文化中心建设及文化产业“十
四五”规划发展主线，加快推进
文化产业政策落地落实。

据统计， 2023年， 丰台区
共有规模以上文化产业单位229
家， 实现收入超285.6亿元， 同

比增长11.2%， 丰台区文化产业
发展驶入 “快车道”， 产业发展
势头强劲， 优势行业蓬勃向上，
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新引擎
之一。 “丰台区文化产业正处
于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转型期，
随着区域功能定位提升和产业
焕新迭代升级， 丰台区迎来文
化产业提质增效、 倍增追赶的
重要战略期。” 丰台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 “希望通过落实 《若
干措施》 9条具体举措， 全方位
服务文化园区、 文化企业发展，
成为丰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引擎。”

为加强丰台文化产业园区
协同联动， 为区域文化产业发
展提供优质空间载体， 发布会
上， “丰台区文化产业园区联
盟” 正式成立， “丰台区文化
产业园区联盟” 正式授牌。 据
了解， 目前丰台区文化产业园
区联盟主要包括15家文化产业
园区， 其中包含市级文化产业
园区4家。 下一步， 丰台区将以
联盟为依托， 打造文化产业发
展 “领头雁”。

□本报记者 周美玉

23家标杆孵化器开启硬科技创业春天

石景山区完成首例新建商品房转移登记“跨省通办”业务

□本报记者 陈曦

西城区携手门头沟区举办“手拉手”专场招聘会

为进一步助力求职人员顺利
实现就业， 满足辖区企业用工需
要， 近日， 西城区白纸坊街道联
合门头沟区东辛房街道举办 “手
拉手” 专场招聘会。 活动当日，
吸引200多名求职者前来咨询应
聘。

此次招聘活动参会企业包括
宾馆饭店、 超市卖场、 电子科技
公司、 养老服务机构、电商平台、
房地产等企业，提供近200个热门
岗位，涵盖销售、 文员、 服务员、
维修员 、 收银员等多种岗位类
别， 满足不同群体就业需求。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 求职者
穿梭在展位前咨询有意向的岗
位， 各企业积极发放招聘简章并
热情细致介绍工作职责、 岗位要
求、薪资福利、发展前景等问题。
活动期间， 有50余名求职者与用
工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活动现场还设立服务台， 两

区 街 道 工 作 人 员 提 供 政 策 咨
询 、 就业指导等多方位服务， 发
放就业信息、 补贴政策宣传材料
500余份。

专场招聘会为两区用工企业
和求职人员搭建了一个面对面直
接洽谈的平台， 通过自主交流，
双向选择， 实现利益共享、 合作
共赢。 两区联合招聘模式为求职
者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与岗位选
择， 有效提高其就业成功率， 也
为企业提供了更多高质量人才，
提升企业招聘效率。

下一步， 西城区将以 “手拉
手” 招聘活动为契机， 继续着力
构建 “资源共享、 协作共建、 渠
道共拓、 联动共促、 区域共赢”
工作机制， 加强跨区域就业工作
合作互动， 持续挖掘企业用工潜
力和人才资源， 实施更加积极的
就业政策， 全方位提升就业创业
服务质效。

□本报记者 王路曼

近日， “大手拉小手” 助力
美丽乡村建设志愿活动在密云区
溪翁庄镇黑山寺村云庭家乡村文
化空间举行 。 活动邀请北京大
学、 北京交通大学优秀大学生志
愿者， 与密云区乡村学校的小学
生一起， 通过城郊互动、 双向奔
赴， 实现 “大手拉小手” 助力美
丽乡村建设。

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为
密云区结对小学生答疑解惑， 开
展学习辅导， 介绍北大校园的生
活， 给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增添了
更多动力。

孩子们在北京交通艺术学院
大学生志愿者的带领下， 在奥运
“京” 字山脚下， 在绿水青山的
优美环境中， 跟着大哥哥大姐姐

们学习绘画， 美丽的乡村风景随
着色彩的涂抹跃然纸上。

在现代化乡村图书馆， 志愿
者老师陪着喜爱读书的孩子一起
分享读书的感受和收获， 鼓励孩
子们学习优秀传统文化， 学习革
命先烈的事迹， 学会珍惜现在的
美好生活， 树立为建设美丽密云
而读书、 为建设美好祖国而读书
的志愿。

云庭家运营负责人表示， 希
望此次邀请的大学生志愿者能为
密云乡村的小朋友们传授自己的
学习经验， 帮助他们找到正确的
学习方向， 同时也能传递爱心，
培养积极向上、 乐观豁达的生活
态度， 增强克服困难的自信， 共
同建设美好家园。

丰台区“文化九条”助文化企业驶上“快车道”

2022年， 北京在全国率先试点建设10家引领类标杆孵化
器和13家培育类标杆孵化器。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科委、 中关
村管委会获悉，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与发展， 23家标杆孵化器
在孵企业930家， 举办创业辅导、 早期投资、 资源对接等活
动303场， 服务企业6234家次， 开启硬科技创业春天。

“大手拉小手” 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