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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才引智进行时

蹲点笔记

携手共谋新突破 东北振兴进行时
本版编辑 王春苗 张泷月“2023高质量发展回眸”特刊见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何泽溟）12 月 22 日，吉林省

暨长春市智慧医保“先医后付”便民服务试点

运行启动仪式在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举行。我

省智慧医保“先医后付”便民服务启动后，能够

大幅缩短参保群众挂号、就诊、检查、交费等环

节的等待时间，有效提高医院门诊诊疗效率，

缓解患者就医资金垫付压力，明显改善群众就

医体验。

智慧医保“先医后付”便民服务是由省医疗

保障局、省卫健委、省政数局、国家金融监管总

局吉林监管局、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联合交通

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

银行、中国银行、吉林银行以及医链（上海）数字

科技企业，与我省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共同打造

的普惠性医保便民服务新模式，是智慧医保、智

慧医疗、智慧金融深度融合推出的便民惠民新

举措。

据悉，“先医后付”便民服务依托全国统一的

医保信息平台，使用“医保码”作为身份认证介

质，由合作银行以消费金融产品方式，向所有符

合条件的吉林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提供限

期免息、超期低息的专属授信额度，经本人签约

授权后，可用于门诊就医自动扣费或缴纳住院押

金，实现门诊看病“全场景无感付”和入院押金

“免现金信用付”。

“‘先医后付’便民服务启动后，参保群众到

医院门诊看病的所有交费环节都不用去窗口排

队，在家里可以完成医保挂号，预约就诊时间，

在诊室里、在检查及取药的过程中，就可以无感

完成扣款交费，交费环节与原来相比可缩短近

2/3的时间。”省医疗保障局总会计师林吉向记

者说。

截至目前，智慧医保“先医后付”便民服务已

在全省28家医保定点医院上线试运行，同步实现

了“医保码”线上线下挂号、就诊、检查、交费、取

药、取报告等就医场景“全流程一码通”。

我省启动智慧医保“先医后付”便民服务

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

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谈“一带一路”

（2023年版）》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

9月至2023年 11月期间关于共建“一带一

路”的重要文稿78篇。

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

属于世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开

创性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着眼于各国

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梦想，为世界提

供了一项充满东方智慧的共同繁荣发展的方

案，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共建国家积极响

应。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

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

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

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

数，成为广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国际合

作平台，实现了共建国家的互利共赢，不仅为

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开放

发展开辟了新天地。事实证明，共建“一带一

路”站在了历史正确一边，符合时代进步的逻

辑，走的是人间正道。习近平同志对共建“一

带一路”的指导原则、丰富内涵、目标路径等

进行深刻阐述，对于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实

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建设一个开放包容、互

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2023年版）》出版发行

六出飞入户，青黄变琼枝。

大雪小雪又一年。一年中，“无人农场”

春、夏、秋我们都已经领略过了，那这里的冬

天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12月10日，我们第

四次前往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长

春示范区公主岭示范基地，探访“无人农场”

之冬。

一路上，但见大地银装素裹，原野寂静无

声。走进“无人农场”，白雪覆盖下的农田里，

一片空荡荡，不闻人语响。但是，当我们走进

基地的智慧农业大数据管控中心，却看到了

另一番景象。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陈国双正带领着团队成员坐在大

屏幕前，翻看着一年来的数据信息，大家聚精

会神，零上8摄氏度的室温丝毫没有阻挡团

队的热情和干劲儿。

“今年虽然是我们耕种管收无人操作系

统正式落地的第二年，但由于每年不同的气

候特征和种植管理方式，会不断面临新的问

题，也还有一些资料要在平台上进行补充。

趁着现在农闲，我们把一年来在运行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整理一下，调整并制定下一年工

作方案，为明年整个系统更成熟地运行做准

备。”陈国双介绍说。

管控中心大屏幕上的画面定格在一幅整

个农场的田间平面图上，图上斑斑驳驳铺满了

红黄绿三种颜色。“这是通过多光谱遥感采集

作物生长信息生成的土壤肥力电子地图，不同

颜色代表土壤肥力的高低。”陈国双介绍说，通

过这张土壤肥力“处方图”，变量施肥机就可以

精准调整施肥量，即能满足作物生长需求，又

可以降低施用化肥带来的面源污染，还可以降

低施肥成本。“明年，我们争取将变量施肥系统

在基地正式进行应用。”陈国双说道。

尽管已经完成了一年的田间劳作，但陈

国双和团队却始终没有休息，总结经验、查漏

补缺、检修设备……农闲时节的“无人农场”

一点都不闲。

无人驾驶农机撑起了“无人农场”的“门

面”，而不断优化的种植模式则丰富了“无人

农场”的内涵。他们开发的“米豆间作”和“米

菇间作”模式，既增产增收，又培肥了地力。

这个冬天，他们要好好利用这难得的时间，进

一步总结经验，再选良种，推广成熟的种植模

式，开发新的种植模式。

大地作物收获后剩下的秸秆，在别人眼

里是“废物”，但在他们手里却有很高的利用

价值。团队成员王莉霞研究员研发的有机肥

“冬堆春用”技术模式，让这些秸秆发挥了大

作用。研发团队通过加入菌种和催化剂，实

现了冬季地头堆沤肥，既降低有机废弃物臭

味气体的排放，又能在春播时就地还田。在

基地的实验室里，两名研究生正在做基质化

和肥料化发酵样品检测的前处理，处理后再

对样品有机物料中的养分含量等指标进行检

测，对发酵效果进行分析；园区的十几个大棚

里一项项循环农业的试验正在热火朝天地进

行着……智慧农业的科研脚步不停歇。

从春天的无人播种，到夏天的智能管理，

再到秋天的无人收获，田地里虽然“无人”，但

这“无人”的背后却有很多人的不懈努力。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如今，“无人农场”

耕种管收模式已经在全省多地进行推广。“这

种模式土地面积越大，效率越高，成本越低。

我们争取让这种技术在更多的地方推广，让

更多的农户受益。这个冬天，我们要继续改

进施肥、播种方式和种植模式，优化农机具配

套，进一步提高智能管控云平台的工作效能

和智能化水平。”在吉林争当现代农业排头兵

的进程中，陈国双们的步子越迈越大，信心满

满。

“未来的‘无人农场’，应该是‘只闻机器

声，不见农人忙’。春天，一排排无人驾驶农

机齐头并进，精准播种；夏天，一架架无人机

依令翱翔，精准施肥施药；秋天，一组组无人

驾驶收割机默契配合，颗粒归仓。”在陈国双

满怀希望的描述中，一幅田间美景已经铺

开。

这，也许就是现代农业的吉林样板吧！

“ 无 人 农 场 ”之 冬
本报记者 刘怀 李开宇 王萌

长春新区积极探索制造业

企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

的高效路径，鼓励和引导区内

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培育新

动能、构筑新优势，促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图为新区内“数智

化”转型企业自动化生产线。

本报记者 石雷 潘硕 摄

在招聘会现场，求职者可以参与模拟操

控无人机、检验机械臂操作……近日，在沈阳

市浑南区数字人才基地内，一场汇聚岗位展

示、求职者互动参与的特色招聘活动正在举

行。活动现场，辽宁邮电规划设计院、东软集

团等70余家企业的研发工程师、算法工程师

等岗位，吸引了近3000名高校毕业生现场

“试岗”。

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就业群体实现高

质量就业，实现了岗位与人才的双向“奔赴”，

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今年以来，辽宁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

略，紧密围绕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

部署安排，统筹经济增长与就业扩容提质，深

入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全省就业形

势保持总体稳定向好。今年前10个月，全省

城镇新增就业42.6万人，超序时进度完成45

万人年度目标的94.7%。

织密织牢保障网

稳就业更有底气

就业兜底牢不牢，要看保障网织得密不

密。对于就业这个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

程，辽宁省充分发挥政策集成效应，厚植就业

土壤，强化措施落地，让稳就业更有信心、更

有底气。

辽宁省聚焦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

拔高确定了“城镇新增就业45万人左右”的

年度目标以及“累计新增城镇就业138万人”

的三年行动进阶目标，配套出台了清单化、项

目化、工程化推进全省就业重点工作实施方

案和就业高质量发展三年提升行动方案，做

到中长期推进十大工程和阶段性推进57项

年度任务有机结合互补，并创新提出18岁至

45岁中青年群体新就业占比的指标任务，着

力为辽宁振兴发展集聚更多青年骨干力量。

同时，辽宁省积极建立政策接续平稳过

渡机制，围绕持续稳增长惠民生助振兴、实

施创业推进行动、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加

强技能培训、强化就业资金使用监管等，打

造“一揽子”政策工具箱，促进供需更匹配、

结构更优化，推动发展新空间“长”起来，就

业新岗位“冒”出来。 （下转第三版）

辽宁：“强政策+优服务”护航高质量就业
辽宁日报记者 徐铁英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2023
年版）》主要篇目介绍见第五版

本报讯（记者万双）近日，记者

从省人社厅获悉，随着各项稳就业

政策举措持续发力，全省就业形势

保持稳定向好态势，主要指标超序

时进度完成。1月至11月，全省就

业形势保持稳定、恢复向好，调查失

业率持续下降；截至11月末，全省

城镇新增就业24.64万人，完成年

计划的107.13%；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 289.77 万人，完成年计划的

107.32%；就业困难人员5.32万人，

完成年计划133%。

多措并举，政策加力稳定就

业。我省坚持顶格实施阶段性减免

企业社保费政策，截至11月末，社

保助企政策已释放红利 35.33 亿

元。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1.4亿元，

直接扶持创业者9092人，带动就业

再就业岗位2.49万人次。我省制

定实施《吉林省人力资源市场条

例》，制定了吉林省实施重点群体创

业推进行动工作方案，提出了促进

大学生就业22条措施，出台2023年

度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政策，提升

就业服务质量，加快推动就业。省

人社厅深入推进“两找一服务”工

程，开展十项促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面向有求职意愿的劳动者和有招聘

需求的企业，提供更为优质、更为精

细的就业服务。“96885吉人在线”

平台访问量累计139.33万人次，共

为1.37万家用人单位发布招聘职

位2.55万个，招聘需求12.71万人；

累计推送岗位信息1.56万个，为企

业推送人才3110人次；完成就业帮

扶21.42万个。持续开展“万名人

社干部进万企”活动，与9127家企

业完成对接，收集企业需求 7553

项，帮扶完成率98.2%。

促进高校毕业生留吉就业。组

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专项行动，多措并举推动留

吉就业创业。全省共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1540场次，累计有

2.19万个用人单位提供岗位25.99万个，4.69万余名毕业生

达成就业意向。全省各级人社部门已对接收的46310名离校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数据全部摸排完毕，实现教育部门移交数

据的“百分之百”联系和“百分之百”服务，落实毕业去向

41821人，2023届高校毕业生留吉就业人数超过13万人，实现

三年连续增长。

推动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持续实施“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四季春行动”“农村劳动力务工增收专项行动”，省内

转移就业231.44万人,占79.87%。在榆树、舒兰、扶余3个

受灾市举办“情暖灾区 就业护航”农民工专场招聘会。组

织召开劳务品牌建设座谈会，开展全省优秀劳务品牌和劳

务品牌培育基地评选工作，评选吉林省“十大优秀劳务品

牌”和吉林省“十大特色劳务品牌”，制作22个劳务品牌宣传

片。全省创建就业帮扶车间1042个，年度新创建834个，吸

纳脱贫人口426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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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扶持返乡青年

创业就业，近年来，我

省不断深化人才创新

体制机制改革，以优惠政策引才留才，带动了特色产业发展。

敦化市的孙元宏，是受益者，也是见证者。

“我的根在吉林。”从走出大山，到成为一名农学博士，孙

元宏一直没有忘记家乡这片土地。

2021年，在读博士期间，孙元宏从父亲手中接过沉甸甸

的接力棒，担任吉林省雁鸣湖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有父亲的嘱托，也有对家乡的牵挂。“在求学的道路上，我

一直没有忘记父亲‘坚守初心，情系三家’的教诲，而当我看到

乡亲们仍然采用传统农业种植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

碌背影，更坚定了我回来的决心。”孙元宏说。

个人有决心，政府有助力。省、州、市各级政府，各项政策

的出台和落实为企业提供了很多帮助，就在孙元宏返乡的当

年，企业获评“吉林省高素质农民培育省级实训基地”。

2022年，我省出台《吉林省乡村振兴人才职称评审实施

办法（试行）》，孙元宏被评为乡村振兴农艺师。而今年，他所

经营的企业又被评为“吉林省第四批人才培养基地”。

今年敦化市人社局进行“万名人社干部进万企”走访活

动，指派专人帮扶企业引才、招才，及时解决用人问题。一系

列政策的出台和落实，为企业留住人才、培养人才及创新发

展，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真没想到，咱省对返乡企业的年轻人有这么多这么好的

政策扶持。”孙元宏说，“我创业兴业的心更踏实了。”

逐梦沃野，心无旁骛，“我们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责任

扛在肩上，加快推进良种科技创新。”孙元宏告诉记者，“种子

是农业的‘芯片’，是粮食安全的关键。这几年，我们培育的农

作物新品种已经达到16个，成为省级大豆、马铃薯种子繁育

基地，带动农民增收600万元。” （下转第二版）

让更多“好种子”破土而出
——孙元宏的返乡创业故事

本报记者 万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