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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日报常年法律顾问：
吉林良智律师事务所

减资公告
长春市菲动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20109MA1709333A，法 定 代 表 人 ：张 鹏
宇），经股东（大）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 5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3 万元。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
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本公司联系人：王乐群
联系电话：13578973699
联系地址：长春市净月区生态大街环

球广场 2楼 213商铺
特此公告。
长春市菲动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22年 5月 14日

遗失声明
●丛子强将警官证遗失，警

号：107015，声明作废。
●吉林省建东建筑装饰工程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912201062452140238）遗失财务

专用章、法人名章（芦绍先），声明

作废。

●孙学明将警官证丢失，号

码：103740 ，声明作废。

●孙明娥遗失执业医师证，编

码：110220502000383，签发日期

2013年5月16日，声明作废。

●李春英2022年4月16日遗
失 220111197806210427 号 身 份

证，声明作废。
●陈天禄警官证丢失，警号:

108801，特此声明作废。
●邢亚娟遗失身份证，号码

220381197711151428，特此声明。

公 告
舒兰市交通运输局为确认债权债务，特发此公告。请以下单位和

个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与我局财务科联系，以确认债权、债务
关系。名单如下：姜龙、徐东武、中铁十三局、中国新兴道桥公司、吉林
省监理公司、王立宏、姚春林、舒兰市农电技术开发公司、朱孝东。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舒兰市滨河大街凤凰城北侧
联系电话：0432-68219363

舒兰市交通运输局
2022年5月13日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近日，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

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

《通知》指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关

系民生福祉、经济发展和国家未来，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作为就业工作重中

之重，将帮扶困难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重

点，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高校毕业生等

青年就业创业工作。

《通知》提出，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扩

大企业就业规模，对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

生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中小微企业，

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挖掘基层就业

社保、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社会工作、司法

辅助等就业机会，社区专职工作岗位出现空

缺要优先招用或拿出一定数量专门招用高

校毕业生。支持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按规

定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及贴

息、税费减免、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受疫

情影响严重地区可实施中小学、幼儿园、中

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先上岗、再考证”阶段

性措施。

《通知》要求，强化不断线就业服务。把

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高校毕业

生，以及残疾高校毕业生和长期失业高校毕

业生作为就业援助的重点对象，提供“一人

一档”、“一人一策”精准服务。实施国家助

学贷款延期还款、减免利息等支持举措。推

进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建立高校毕业生就

业岗位归集机制，构建权威公信的高校毕业

生就业服务平台。打造一批大学生就业指

导名师、优秀职业指导师、优秀就业指导课

程和教材。深入实施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持续跟进落实实名服

务。

《通知》明确，简化优化求职就业手续。

稳妥有序推动取消就业报到证。取消高校

毕业生离校前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在就

业协议书上签章环节，取消高校毕业生离校

后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办理报到手

续。档案管理部门要及时向社会公布服务

机构名录和联系方式。建立高校毕业生毕

业去向登记制度，作为离校手续的必要环

节。推进体检结果互认，对基本健康体检项

目，高校毕业生近6个月内已在合规医疗机

构进行体检的，用人单位原则上不得要求重

复体检。

《通知》要求，着力加强青年就业帮扶。

强化户籍地、常住地就业失业管理服务责

任，允许到本地就业创业的往届高校毕业

生、留学回国毕业生及失业青年进行求职登

记、失业登记。鼓励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在获

得学历证书的同时获得相关职业资格证书

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实施百万就业见习

岗位募集计划，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到基

层实习见习基地参加见习或者到企事业单

位参加项目研究的，视同基层工作经历。

国办印发《通知》

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

5月9日，教育部启动2022届高校毕

业生就业促进周。求职关键期间，哪些

政策措施加码助力毕业生就业？当前，

促就业政策措施落实过程中仍存哪些难

点？又如何破解打通？

全方位向就业市场释放“红利”

据教育部数据，2022届全国高校毕

业生较往年的总量和增量均创历史新

高。当前，高校、地方政府、网招平台、用

人单位等多方主体积极响应中央部署，

向就业市场释放“红利”、投放“工具”，全

力促保高校毕业生就业。

记者了解到，近期，各地方、各学校

在第一季度系统实施“万企进校”“精准

帮扶”等措施基础上，重点加强了高校校

长书记访企拓岗促就业工作力度。贵州

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余颖告诉记者，4

月以来，该校书记、校长纷纷下市州、进

企业，深入挖掘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

各地方政府积极落实稳就业主体责

任措施也取得一定效果。广东省就业工

作领导小组要求全年全省事业单位提供

不少于6.8万个事业单位工作岗位面向高

校毕业生招聘。贵州省支持贵阳贵安深

入开展2021－2022年“筑人才·强省会”高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计划拿出13.8万

个岗位吸引高校毕业生落户省会。

记者了解到，5月9日至15日的“就

业促进周”期间，全国各地各高校计划举

办超1.5万场招聘会等，累计提供超80

万个岗位。在多方积极应对“就业大考”

的背景下，目前能反映就业状况的签约

率与去年同期持平。

“拦路虎”仍有不少

记者调查发现，促就业相关政策措施

普遍见效的同时，在一些地方和领域仍存

在诸如部分岗位供需失衡、隐性学历歧

视、部分促就业政策落实不力等问题。

记者走访了多地校园招聘会、人才市场，发现人岗供需不平衡、

求职冷热不均等问题仍较明显。有高校负责学生就业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部分高校专业设置不够科学，比如一些学校的旅游专业学

生，在就业市场上常年供大于求，学校却对此不做调整。此外，一些

经济欠发达地州、区县的用人企业仍会遭遇“一人难求”的尴尬。专

家表示，除地区、行业经济发展程度差异、求职者“预期失衡”等原因

之外，失衡的原因也与一些促就业优惠政策的普惠性不足有关。

业内人士分析，目前受经济下行压力和疫情影响，不少企业

仍旧处于“低谷期”，招聘积极性受到明显影响，部分行业裁员意

愿较强，这也影响到就业市场上优质岗位的供需平衡。

一些地方招聘工作中仍存在一定程度的隐性学历歧视。记

者发现，近日浙江省某地的一项招聘“限定名校生”，应聘其中基

础岗位都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全国42所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高校、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日制本科及

以上学历毕业生。（2）QS世界大学最新排名前100位的国（境）外

高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

一些用人企业存在落实促就业政策不力或敷衍应付侵害毕

业生合法权益的情况。南京一位高校毕业生郭同学告诉记者，

自己不久前获得上海一家企业的录用意向，疫情期间学校也按

教育部等主管部门要求提供全程线上“云签约”服务，但该企业

却以对“教育部门提供的线上签约不熟悉”为由，要求自己一定

要寄送纸质版三方协议，但当地快递业务因防疫需要暂停，自己

因此错失了工作机会。

记者还了解到，今年毕业生就业心态“求稳”趋势明显，普遍

对作为各项促就业政策保障重点的“应届生”这一身份非常重

视。但有部分企业为敷衍应付相关促就业措施，会在与毕业生

签完三方协议后不久就毁约或辞退，导致毕业生白白失去“应届

生”的身份，损害其合法权利。

答好“大考”卷仍须多方发力

专家表示，当前全国各层次针对高校毕业生的稳就业促就

业政策措施影响较大、成效明显，有关部门及各方主体应着力破

解打通局部难点堵点，将其转化为后续就业潜力增长点。

有中小民营企业负责人建议，出台明确针对中小型民营企业的

人才招聘支持政策，提升企业就业吸引力，合理减轻企业运营负担。

针对招聘中的隐性学历歧视问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熊丙奇指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就业歧

视。5月1日实施的职业教育法也明文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

当创造公平就业环境。用人单位不得设置妨碍职业学校毕业生

平等就业、公平竞争的报考、录用、聘用条件。”

他建议清理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专门面向所谓名校招聘

的行为，审查学历招聘门槛是否合理，并依法追究实施学历歧视

的用人单位负责人的责任。

有关专家建议，推行促就业政策措施期间应加强劳动执

法监督，切实保护毕业生合法权益。同时应加强求职技能培

训与就业预期引导，为毕业生树立更加科学、理性、健康的就

业观。（参与记者：陈席元 萧海川）（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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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实
际 使 用 外 资 金 额 折 合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26.1％。此外，近期多家国际资管机构积极
在 上 海 申 请 参 与 合 格 境 外 有 限 合 伙 人
（QFLP）和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试
点，已有6家资管机构试点资质获批。

看好中国、布局中国……近一段时间，
不少外企、投行表示扩大在华投资业务，诸
多外资为中国经济投下信任票的背后，是对
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预期。

各方看到，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没有改变。今年以来，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

疫情相互叠加的复杂局面，我国有力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济运行总体实现
平稳开局。为有效应对当前形势，各方面政
策陆续出台，打出“组合拳”，稳增长效应正
在加速显现。

从今年中国资本市场外资流动情况看，

外资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信心没有变。
沪深股通数据显示，今年前两月外资净流
入，3月净流出，4月又转为净流入。从结构
上看，今年以来配置型、长线资金保持净流
入，表明外资看好A股的长期投资价值。证
监会表示，从历史经验看，外资有进有出是
正常现象，近期外资流动和交易情况并没有
发生根本性变化。

面对地缘冲突、新冠肺炎疫情等超预期
因素影响，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
地大。我们有理由相信，不断迈向高质量发
展的中国经济依旧充满活力，给各方带来更
多机遇。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外资信任票背后是对中国经济的良好预期
新华社记者 刘慧 桑彤

5月5日，农民在河北省遵
化市新店子镇马各庄村的麦田
里浇水。初夏时节，万物生长，
伴着和煦的暖风，各地麦农忙
着进行田间管护，部分地区小
麦已开镰收割。

新华社发（刘满仓摄）

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两年多以后，美国

总统拜登12日在白宫网站发表声明说：“今

天，我们纪念一个悲剧性里程碑：100万美国

人死于新冠。”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称，100万这个

数字相当于美国第十大城市加利福尼亚州

圣何塞的总人口，这一损失“不可想象”。从

27个月前确诊首例新冠感染病例到今天，美

国到达这个数字的“速度惊人”。

“这100万中的每一人都牵扯着数百人，

受影响的人数高达指数级。”回忆起40岁的

丈夫胡安·奥多涅斯在女儿5岁生日前5天

因新冠去世，新泽西州居民戴安娜·奥多涅

斯伤感不已。

尽管美国的新冠死亡病例数已远超出

疫情初期时人们所能想象的，但美国舆论认

为，统计疏漏、死亡证明不准确等因素导致

这一数字很可能被低估了。在最近发表的

一份研究中，美国乔治城大学的研究人员统

计后发现，在2020年1月3日到2021年9月

26日期间，美国因新冠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

为 895693 人，而美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是

710999 人，实际死亡人数比官方数据高

26％。

“出乎意料”“猝不及防”“特别痛心”“许

多情况下是可以避免的”——美国《大西洋

月刊》这样评论美国新冠死亡病例数破百

万。

一组组数字可以呈现出新冠疫情对美

国的重创：

受新冠疫情影响，美国约20万儿童失去

父母或主要看护者，成为“新冠孤儿”，其中，

少数族裔“新冠孤儿”占比高达65％。

一份由美国公共卫生专家撰写的报告

显示，由于新冠疫情影响，美国人均预期寿

命过去两年连续下降，2019年美国人均预期

寿命为78.86岁，2020年降至76.99岁，2021

年降至76.6岁。

受长期新冠症状困扰的人群正不断增

加。美国政府问责局3月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可能有2300万人遭遇长期新冠症状，预

计约100万人因后遗症影响不能工作。

自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少数族裔、贫困

社区等弱势群体受冲击最为严重。美疾控

中心数据显示，美洲印第安人的新冠感染

率、住院率、病亡率分别为白人的1.6倍、3.1

倍和2.1倍；非裔美国人分别为白人的1.1

倍、2.4倍和1.7倍。

美国艾奥瓦大学一项研究显示，美国农

村人口的新冠死亡率远高于城市人口。公

共卫生专家表示，农村人口医疗资源更加短

缺，接种疫苗的比例也更低，这些因素导致

他们成为感染的高危人群。随着疫情持续，

这种差距还可能继续扩大。

疫情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美国政治极

化、社会分裂、不平等等诸多问题。疫情对

美国医疗体系以及社会方方面面都产生深

远的连锁影响。

回顾美国抗疫之路，一直是“收紧－放

开－疫情恶化－再收紧－再放开”的恶性循

环。抗疫被政治化，从戴口罩到打疫苗，这

些最基本的防控措施都遭到不少人反对。

一些政客为了自身以及党派利益不断为疫

情阴谋论推波助澜。美国乔治敦大学全球

卫生法教授劳伦斯·戈斯廷曾感叹，历史性

流行病正在蔓延，要坚持科学引导，因为忽

视科学会使人丧命。

去年圣诞节前，57岁的纽约市居民斯特

凡妮因新冠去世。她生前拒绝接种新冠疫

苗，病重后拒绝就医，拒绝接受新冠药物治

疗。她女儿说，害死斯特凡妮的不是新冠病

毒，而是阴谋论和各种信息误导。

美国休斯敦联合纪念医学中心急救和

新冠治疗主管约瑟夫·瓦龙曾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说，他一直在打两场战争：一场应对新

冠病毒，另一场应对愚昧。第一场打赢了，

第二场却输了。“如果更多美国人能够接受

正确的指引，相信基本常识，就不会有100万

人因新冠病毒而死亡。”

美国凯泽家庭基金会近日发表的研究

称，2021年6月以来，美国至少有23.4万例

死亡病例本可通过及时接种新冠疫苗而免

于死亡。

目前，美国的新冠新增病例、住院病例

和死亡病例数均再现上升潮。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 12日报道说，已有 44个州新

增病例数较前一周上升。流行病学专家

表示，新冠病毒的变异速度并未减缓，随

着变异持续，其传染性可能还会继续增

强。

《华盛顿邮报》本月初援引白宫官员的

预测称，由于奥密克戎毒株的新亚型能够

“逃脱”人们从疫苗或既往感染中获得的免

疫力，可能导致美国今年秋冬季新增1亿例

新冠感染病例以及大量死亡病例。

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

东尼·福奇12日表示，美国新冠死亡病例达

到100万例的节点，这是非常可悲的里程

碑。他希望这个庞大的数字能敦促政府和

人们竭尽所能，避免悲剧继续上演。“新冠大

流行并没有结束，如果我们放松警惕，不去

做应该做的事情，不敦促人们接种疫苗和加

强针，那么我们可能再次陷入此前曾经历的

困境。”（参与记者：赵文才）
（新华社洛杉矶5月12日电）

美 国 新 冠 死 亡 病 例 破 100 万
——数字背后的“抗疫失败国”真相

新华社记者 谭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