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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个普普通通的数字，但也是

吉林大学2022届毕业生对吉林这片热

土的厚爱和希冀——选择留在吉林省

就业的人数达到了3108人，占总就业

人数的 36.22%，这一数据较吉林大学

2021 届毕业生留省就业人数增长了

6.2个百分点！

吉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

综合性大学，国家首批“双一流”大学建

设高校，唐敖庆、蔡镏生、王湘浩、吴式

枢、余瑞璜、朱光亚等大师都曾在吉林

大学长期工作过，先后有60多名校友

入选两院院士，培养的优秀毕业生遍及

全国各地，成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从

这里毕业的学生，是全国各地争抢的“香

饽饽”。

那么，如此有底气的吉大毕业生们，

为何越来越多地选择留在吉林省就业？

这还得从2021年4月8日说起——

这一天，省委书记景俊海来到吉林

大学，向广大高校学子发出了“创业有

你‘就’在吉林！”的号召和邀请；同年

12月29日，景俊海再次来到吉林大学，

作了一场“奋斗有我，‘就’在吉林”创业

就业宣讲报告。

省委书记的宣讲，就是吉林省渴求

人才的态度；省委书记的宣讲，就是共襄

盛举的邀约！

景俊海书记的两次宣讲和诚挚邀

请，澎湃了广大学子扎根吉林、建设吉林

的激情。随后，全省各地各部门纷纷采

取行动——

省委组织部、省发改委、省财政厅、

省工信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旅厅、省

国资委等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入校开展

宣讲；

省人社厅针对高校毕业生强化精准

招聘服务，加强就业管理服务，推动“政

策找人”、打包快办，加快政策兑现，简化

就业手续，解决好政策落地“最后一公

里”问题；

省教育厅开展“创业有你‘就’在吉

林”“奋斗有我，‘就’在吉林”主题系列活

动，通过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向“一主六

双”“六新产业”“四新设施”以及“专精特

新”相关企业精准输送毕业生，提高毕业

生留吉就业质量；

7部门联合出台《吉林省鼓励高校

做好毕业生留省就业工作绩效评价实施

办法》，我省各高校成立领导小组，实行

党委书记、校长“双组长”负责制，把毕业

生留吉工作纳入校领导班子重要议事日

程……

一项项政策、一个个举措，满满的诚

意，切切的希望。

但要想留住人才，这些还不够，凤凰

来栖，需有高枝。

吉林，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

有雪，山川俊秀，物产丰饶，既是国家重

要商品粮基地，也是东北老工业基地，产

业基础雄厚。近年来，我省准确把握新

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

建新发展格局，初步走出一条质量更高、

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

展新路，创新氛围更加浓厚，发展势头更

加迅猛——

全面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

略，扎实推进“六新产业”发展和“四新设

施”建设，着力打造现代新型汽车和零部

件、农产品及其深加工和食品细加工、冰

雪和避暑休闲生态旅游三个万亿级大产

业和医药健康、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数

字经济、现代服务业等若干千亿级规模

产业；

我省在东北地区率先获批建设创新

型省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居全国第19

位。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10年来增

长了 15.09 个百分点，居东北三省之

首。长春国家自创区、长春国家农高区

相继获批；

“吉林一号”建成我国目前最大的商

业遥感卫星星座，中车长客、长春光华微

电子等5家企业跻身国家制造业单项冠

军示范企业，长光卫星、长春捷翼汽车零

部件公司上榜“独角兽”企业榜单；

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吉化120万

吨乙烯、中车松原新能源产业基地、西部

“陆上风光三峡”、东部“山水蓄能三峡”

等一批重大项目全面开工建设；

卫星、高铁、智能汽车……一张张

吉林名片熠熠生辉。华为来了、京东来

了、科大讯飞来了、浪潮来了、神舟数码

来了……

我省产业的强势崛起，给广大毕业

生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这一个个闪

着金光的“高枝”，谁能不动心？

让人才留得住，还得让人才扎下根。

2022年9月，吉林省委、省政府制定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人才活力支持

人才创新创业的若干政策措施（3.0

版）》，围绕完善人才分类评价机制、强化

人才生活服务保障、强化人才待遇激励、

强化人才管理机制改革、支持用人主体

引才育才、激励各类人才创新创业等6

个方面34项具体措施。

梧高凤必至，花香蝶自来。我省的

发展和前景，不仅仅吸引了吉林大学的

毕业生。据统计，2021年我省高校毕业

生留吉就业人数约9万人，比2020年增

加 2万多人。截至 2022 年 8月 31日，

2022届全省高校毕业生留省规模同比

增加近5000人，全省3所“双一流”大学、

16所“特色高水平”大学毕业生留省规

模同比均实现正增长。

留住人才，就是留住未来。一个省

份、一个地区如果想要成为聚才的磁

场、创新的乐园、创业的热土，就必须拿

出留住人才的真心实意、给出政策红

利，必须营造出优越的发展环境、提供

无微不至的服务，必须给人才提供施展

抱负的舞台、给人才成长提供广阔的空

间。

这些，吉林做到了！未来，会做得更

好！

3108人，36.22%！吉林大学毕业生留吉就业人数创新高——

吉林为什么这么有吸引力
本报记者 刘怀 李开宇 张鹤

立春过后，东北逐步进入备春耕

时节。吉林各地化肥、种子等农资生

产企业正加班加点赶订单，为农民春

耕做足准备。2023年，越来越多种粮

大户一改过去到经销门店购买农资的

习惯，而是直接对接生产厂家。农资

企业订单直供农户，农民采购农资便

捷又实惠。

在位于全国产粮大县农安县的长

春市鸿运肥料有限公司仓库里，几个

工人正将加工好的化肥装车为各地农

民送货。这几年，这家化肥企业直接

对接域内上百家农民合作社、种粮大

户。“我们80%的客户都是农民。目前

已经生产了1.5万余吨，还有3万余吨

订单正在加紧生产。”公司负责人徐国

臣说。

农安县柴岗镇种粮大户李伟春节前

在当地企业订购的10余吨化肥，这几天

已被送到家中。“直接从生产厂家订货，

每吨化肥比市场价便宜300元以上。”他

说。进入备耕期以来，农安县农民采购

农资进度加快。“目前全县种子入户率已

达70%，化肥入户率达40%左右，快于去

年同期。更多的农民已订完，等着送货

上门。”农安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科

科长代钢剑说。

近几年，吉林省多地农业部门通过

组织集中统一采购等方式，帮助种粮主

体对接农资生产企业签订采购订单。不

少农民合作社还以代购的方式，帮助普

通农户统一采购质量有保障、价格更实

惠的农资。

眼下正是东北地区种子的加工旺

季。在全国产粮大县梨树县，吉林省富

民种业有限公司的自动化制种车间里机

器轰鸣，每天15万斤玉米种子经过除

尘、筛选、包衣等工序加工为成品。“目前

正在加工的是这两年培育的新品种，都

是吉林、辽宁等地种粮大户的订单。”公

司负责人徐强说。

这家企业是吉林当地“育繁推”一体

化发展的大型种子企业，每年种子加工

量达1400万斤。近年来，企业一批丰产

性好、抗病性强的玉米新品种不断推向

市场，受到农民欢迎。

“近期很多农业经营主体、种粮大户

直接与企业签订采购订单，我们正加紧

生产，满足不同地域农民春耕需求。”徐

强说。

（转自新华社客户端）

订单直供农户 黑土地备耕忙
新华社记者 薛钦峰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

吉林，国之粮仓。

作为产粮大省，吉林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坚决扛起习

近平总书记赋予吉林“争当农业现代化排头兵”的

重任，率先在全国建设农业强省，努力在建设农业

强国战略全局中走在前、开新路、作示范。

2022年吉林省粮食总产量816.16亿斤，比上

年增产8.32亿斤，再创历史新高。粮食产量连续

10年超过700亿斤，吉林再次交出一份重若千钧

的答卷！

2023年伊始，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首个指

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隆重发布，对加快

建设农业强国进行战略部署。

吉林省迅速行动，坚决扛稳维护国家粮食安

全重任，保障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守好“三

农”基本盘，以破竹之势，全面推进农业强省建设。

再创高产纪录背后的新“粮策”

年味儿未散，长春市九台区德强种植业家庭

农场负责人潘丙国已经开始备春耕。

应接不暇的农资电话，进进出出的运输货车

以及老潘说话时遮掩不住的兴奋，将种地人的种

粮信心展现得淋漓尽致。

“从国家到省、市、县，政策越来越好，社会化

服务有补贴，黑土地保护有资金，种子、化肥虽然

涨价了，政府对农民有补贴，我们得趁着这股春风

大干一番，今年我们保护性耕作服务面积由原来

的260公顷一下就增加到1000公顷……”老潘说。

农民种粮能赚钱，国家粮食才安全。中央一

号文件从价格、补贴、保险等方面健全种粮农民收

益保障机制，让种粮农民有账算、有钱挣、得实惠，

老潘种好粮的心气儿更高了。

农民种粮底气与信心的背后，是吉林省扛稳

国家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为国家守好“黑土粮仓”，

建设农业强省的坚定决心和生动实践。

2022年，吉林省启动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

建设工程，以产粮大县为依托、重大工程为抓手、

农业科技为支撑，以“四良一智”促生产、提产能，

规划通过5到10年时间，粮食产能突破1000亿

斤。

同样是这一年，吉林省黑土地保护利用迈出

新步伐，累计建设高标准农田4330万亩，黑土地

保护性耕作面积扩大到3283万亩，居全国第一

位。

无人机悄然盘旋，自动化、物联网将更精准的

数据从大地传入电脑。广袤的黑土地上，智慧化、数字化、无人化的耕种模式，正

孕育着另一场新丰收。

梨树县梨树镇宏旺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一台台智慧化农机整齐待发。

“未来，我们的农田作业就像打游戏一样，不用下地，坐在办公室里动动手指

头就把活儿干了。”合作社理事长张文镝说，中央持续释放重农强农强烈信号，吉

林省利好“三农”的新政策越来越多，在吉林省深耕农业一定大有作为。

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

支撑。

洮南市洮府乡南郊村南郊一社农户刘学军采用西部玉米水肥一体化产效双

增技术，去年实现每公顷增产20%以上。

这项技术是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王立春科研团队用了10年时间攻关创新的，

在吉林西部地区大面积推广应用。平均每公顷增产5400至6000斤，水分利用效

率提高43.0%，肥料利用率提高30.0%，每公顷综合收入增加4800元以上。

2022年吉林省主推58项技术、主导品种120个，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298万

亩，绿色高质高效行动示范县实现产粮大县全覆盖，线上线下开展科技培训

127.9万人次。

农业科技，正为再创粮食产量新高夯实力量。

大食物观里“生”出新产业链

农安县巴吉垒镇绿色循环肉牛产业示范园内，粮食种植、饲料生产、肉牛养

殖、粪肥加工的绿色循环系统，让育肥牛们生活得格外惬意。

“绿色循环养殖，让粮食变肉，丰富了餐桌，也拉长了产业链。”示范园负责人

徐鹤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多途径

开发食物来源。

跳出粮食看粮食，粮食和肉牛统筹推进，实施“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

工程，通过种养结合，实现粮食、肉类食品生产、加工、物流等全产业链发展，构建

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体系，正是吉林省扎实落实大食物观的有力举措。

数据显示，2022年，吉林省肉牛饲养量达到652.6万头，同比增长12.4%，增

幅领跑东北，位居全国前列。

在吉林省新牧科技有限公司，一批批冻精经过分装后装罐保存，这家企业年

产优质冻精230万剂，产能不仅能保障吉林，产品还销往全国各地。

目前，吉林省依托科研院所建立“肉牛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等多个科研创

新平台，为种源保护与良种培育提供了保障。

“肉盘子”要托稳，“菜篮子”更得丰盛。

因地制宜践行大食物观，探索多元供给，吉林蹄疾步稳。

走进梨树县喇嘛甸镇盛园蔬菜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蔬菜大棚，蔬菜秧苗吐

绿含英。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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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晓艳）2月16日，记者从人民

银行长春中心支行召开的2022年吉林省金融统计

数据新闻通气会上获悉，2022年，人民银行长春中

心支行坚决贯彻人民银行总行和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全面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

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

灵活精准发力，全省信贷供给与社会融资规模合

理增长，信贷资金精准有力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

环节，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进一步下降。2022年，全

省社会融资规模累计新增2537.30亿元。2022年

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26335.42亿元，同比

增长7.0%；全年各项贷款增加1725.59亿元。

制造业贷款保持良好增长势头。人民银行长

春中心支行印发《银行机构信贷支持制造业情况

考核评价方案》，督促银行机构加大制造业贷款支

持力度。开展金融助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

量发展专项行动，建立企业“名单+信息档案”共享

推送机制，组织银行机构精准对接并提供信贷支

持。到2022年末，全省制造业贷款余额1958.79

亿元，同比增长6.4%，高于上一年同期6.1个百分

点；全年新增118.13亿元，同比多增113.41亿元。

乡村振兴金融支持力度持续增强。人民银行长

春中心支行出台《吉林省金融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引导金融机构

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制定金融支持肉牛产业10

条措施，实施肉牛产业“百亿信贷资金支持计划”。开

展信贷支持乡村振兴省级重点帮扶县专项行动，引

导信贷资金向重点帮扶县倾斜。13个省级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各项贷款增速13.1%，高于全省各项贷款

增速6.1个百分点。2022年，全省涉农贷款余额同比

增长9.2%，高于上一年同期5.0个百分点。其中，农

林牧渔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5.0%；涉牛贷款余额

245.45亿元，同比增长51.6%。 （下转第二版）

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持续增强

2022 年全省新增贷款超 1700 亿元

近年来，舒兰市大力开发冰雪旅游资源，结合本土乡村休闲文化，着力打造集冰雪乐园、特色民宿、东北美食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品牌。图为舒兰二合旅游风景区全景。
本报记者 张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