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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多点发力，今年

以来，长春市用力端稳端牢“百

姓饭碗”，不断提升就业创业服

务质量，倾力绘制高质量发展的

幸福底色。

近日，记者在长春市人社局

采访了解到，截至6月末，今年全

市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4.73

万人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69.89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

业1.26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

就业9108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

群体来（留）长6.68万人；1.5万

名应届大学生享受租房和生活

补贴类政策，涉及补贴资金3.16

亿元，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

全流程优化就业服务体系全流程优化就业服务体系

“拿手机一登录就行？出来

了，出来了！还真挺准，它是怎么知道我想

找什么样的工作呢？”就在前不久，“70后”

市民宋晨在一场线下招聘会中掌握到一项

新技能——只需用手机登录长春就业创业

网，瞬间享受“掌心里”的快体验。“新颖、务

实、管用！”宋晨的评价，诠释出长春市创新

就业服务模式的特色亮点。

今年以来，为促进、保障、引导劳动

者自主择业，长春市不断完善以“建强两

支服务队伍、打造三个枢纽、搭建四级平

台、强化五大举措”为内涵的“2345”递进

式就业服务体系，为群众创新打造“家门

口”的就业市场、提供“掌心里”的就业服

务。放眼全市，二道区成功打造“5分钟

就业服务圈”；长春新区建成了“摆渡创

新工场”等科技创业孵化载体 59 家；朝

阳区、南关区则开展了“就业超市”“政校

企+N”特色服务等，在稳就业方面均取得

明显成效。

全链条构建引才育才全链条构建引才育才““新高地新高地””

抓住“人才强市”这一关键，长春市在

全力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全链条构建引

才育才“新高地”上做足文章。

加强政策落实稳就业，鼓励创业创新

扩就业。全市着眼做好大学生等青年群体

衣食住行保障，对标全国同类城市，密集出

台《高校毕业生“百万集聚”三年行动实施

方案》《长春市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

来（留）长系列优惠政策》等政策举措，在租

房补贴、就业创业扶持等若干方面提升政

策的针对性和含金量，形成长春人才政策

比较优势。截至目前，共有1.46万名应届

大学生享受租房和生活补贴类政策，涉及

补贴资金3.16亿元。

让青年人才在长春高质量就业，全市

还着眼扩大青年人才基数，深入实施“百万

大学生留长工程”，上半年，长春市人社部

门共组织1497家（次）企业，开发优质岗位

5846个（次），赴上海同济大学等17所域外

高校招才引智；开展“五优”服务进校园招

聘活动 62 场，提供优质岗位 10.4 万个

（次），达成就业意向不少于1.3万人。

全市还着眼引进产业急需紧缺高端人

才，开展“长春产业引才全国行”系列活动，

建立域外高校引才工作站30个。截至目

前，全市共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9家，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42家，省级博士后创新

实践基地41家，在站从事博士后科研工

作48人。同时，加大新兴产业技能人才

培养力度，预计蓝领人才全年增幅可达4

万人以上。

今天的长春，全市招才引智的土壤更

加“肥沃”，让人才留得住、干得好的态度和

决心更加坚定。

全方位释放创业带动就业全方位释放创业带动就业““倍增效应倍增效应””

“真没想到，我都47岁了，还有机会获

得一份这么稳定的工作。”说这话的是家住

二道区热电五区的吕世勋。今年3月，抱着

试试看的心态，吕世勋来到二道区就业服

务局，咨询零就业家庭报名公益性岗位相

关优惠政策。在工作人员的细心讲解和指

导下，自己顺利通过招聘考试，并于6月在

二道区荣光街道岭东路社区光荣上岗。

已开启幸福新生活的吕世勋，仅是长

春市织牢惠民生“保障网”、兜稳就业底线

的一个范例。今年以来，长春市继续实施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对不裁员、少裁

员的企业，按比例返还上一年度实际缴纳

的失业保险费，支持企业稳定岗位，吸纳

就业。创建就业星火站等载体145家；新

开发公益岗位1220个，确保零就业家庭动

态“清零”。

全面扶持创业带就业，长春市人社部

门还创新打法，坚持创业培训、创业补贴、

创业贷款、创业基地、创业活动“五创联

动”，完成54家创业培训定点机构、21家网

络创业培训定点机构评估工作，备案516名

创业培训讲师；发放创业培训、创业担保贷

款等各类创业补贴超过1.2亿元，扶持254

人创业，带动1089人就业；强化乡村振兴人

才开发培养，吸引1.41万人返乡创业；打造

公主岭农嫂等10个省市两级劳务品牌，带

动劳动力就业创业，实现劳务经济收入

98.76亿元。

协同发力，出台政策，做好服务……长

春，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

理增长，不断铺就奋斗出彩之路。

稳中有进 持续向好
——从三次产业发展看长春上半年经济运行质效

本报记者 孙红丽

今年上半年，长春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434.3亿元，同

比增长6%，经济呈现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

6%，这是长春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取得的一个颇

具含金量的增长数字。

透视这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可以看出长春牢牢把握

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这一目标的

信心与决心。

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以规模扩

大、结构升级的内需牵引和催生优质供给。农业生产稳定向

好，规上工业较快增长，服务业提质增效，一二三产齐发力，

从供给端稳住经济基本盘，这既是长春上半年经济运行的亮

点，也是下半年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支撑。

“稳”的基础不断夯实，“进”的力量持续积聚，长春正在

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勇于担当、走在前列、作出示范，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明显进位的进程中稳步向前。

稳农业筑牢稳农业筑牢““压舱石压舱石””

沃野田畴，“绿浪”滔滔，农机驰骋，果实飘香。

稳住基本盘，托起百业兴。今年，长春着力夯基础、稳产

能、防风险、增活力，筑牢农业“压舱石”，全市农业稳步增长，

生产结构愈加优化。

数据显示，上半年，长春市一产增加值增长6.2%。畜牧

业发展加速，主要畜产品出栏持续增加，基础产能有效释放，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了长春力量。

不断增长的态势，背后是千方百计夺丰收的使命与担当，

是“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深入实施，也离不开新农田的

“硬”支撑和农业科技的新动力，更释放出长春发展现代化大

农业的巨大潜力，为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积蓄力量。

好田地才能有好收成。当前，长春市正加快推动现代农

业“生产、产业、经营”三大体系建设，大力推广“四良一智”，

全市近60%的永久基本农田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力争3年

内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在一片片黑土地上，长春正在全面

推广秸秆还田、水肥一体化等增产增效技术，让岗坡低产地

“摇身一变”成了绿色高产田，努力提升粮食单产水平，打造

粮食大面积均衡增产的“长春模式”。

粮食要高产，种子是“芯片”，“良机”是支撑。在公主岭

市现代种业产业园的鸿翔种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种子生产

线开足马力，高质量的玉米种子从这里走向全国市场……如

今，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种子年产量超过1.48

亿斤，持证种子生产企业达55家，已成为东北地区种子生产经

营销售集散地。而在农高区的“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公主岭示

范基地“无人农场”里，可视农业、智能灌溉、生物植保、无人农

机装备等科技力量“大显身手”，春耕、秋收均由无人驾驶农机

完成，田间管理由大数据云平台实时监控，人工操作从田间地

头变成了在电脑前、遥控手柄旁。从使用新型品种到借助智

能机械，新技术“火花”正在“点燃”长春农业新质生产力。

在皓月集团沃金黑牛养殖示范基地里，一头头肉牛毛色

油亮、膘肥体壮，沃金黑牛以其独特的口感和品质赢得了国

内外市场的广泛认可；在恒通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

智能蔬菜大棚，一排排整齐的水培蔬菜郁郁葱葱。在守好

“粮袋子”的同时，同步拎好“菜篮子”、稳住“肉盘子”，作为农

业大市，长春积极引导支持县域建设一批契合自身发展定位

的产业项目，大力培育肉牛、生猪、肉鸡、梅花鹿、玉米深加

工、优质大米等产业集群发展。

从传统耕作到科学种田，从一家一户生产到集约化经

营，从“小农经济”到大农业、大产业……放眼长春，现代化生

产理念贯穿农业生产始终，基础坚实、装备现代、科技创新、

绿色发展，一个多极支撑、多元动力的现代化大农业发展的

蓬勃脉络正在这里清晰浮现。

强工业挺起强工业挺起““硬脊梁硬脊梁””

今年上半年，长春通过强力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落细

落实，不断加大工业企业扶持力度，发展内生动力切实增强，

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发展势头强劲，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重点产业保持稳定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工

业经济呈现稳中提质、稳中蓄势的发展态势，优势主导产业

的核心竞争力、比较优势、综合实力明显增强。

在一汽解放J7整车智能工厂，到处可见人工智能支持

下的生产场面。上百台AGV搬运机器人自主穿梭于各个工

位之间，按照生产节拍将物料精准送达。搬运机器人与装配

机器人通过数据协调，实现超高精度定位的“默契配合”；

在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装车间里，最新一代

“吉林一号”宽幅02B星进入到最后的总装总测阶段。目前，

长光卫星已经将108颗“吉林一号”卫星送至太空，建成了全

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先后为170余个国家、

地区的数百家单位提供了高质量的遥感信息服务；

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核新生物医药（长春）有限公司致

力于开发首创新药。由其开发的特异核酸二级结构新药在

疗效上超越了同类药物，不久即将进入临床试验；

……

向“新”、向“智”、向“绿”，在工业总量持续增长的大背景

下，长春持续提升工业质量、优化工业结构，构建的“3转、4

强、7新”现代化产业体系已成为全市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硬核

支撑。其中，医药、电子、装备等3大产业实现两位数的超高

速增长，汽车、能源、农产品加工、材料等4大产业分别实现

稳定增长。

转型催生“新质”，“新质”促进增效。去年3月，长春启

动实施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三年攻坚行动以来，制定出台了

实施方案及“金9条”具体政策措施，共有556户工业企业启

动实施“智改数转”，成功晋级首批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试点城市，高质量发展根基进一步夯实。

巩固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

产业，新技术、新项目、新赛道不断涌现，在“新”潮涌动中，长

春工业经济正不断释放出强大活力，书写“量质齐升”的精彩

篇章。

提服务点燃提服务点燃““新引擎新引擎””

一座城市的温度和品质，很大程度上可通过现代服务业

被感知。

今年以来，长春加快引入关联企业、重大项目、优势资

源，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多维度推动现代服务业

发展“加速跑”。上半年，全市服务业实现增加值2077.1亿

元，同比增长3.9%。

每天下午五点多，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开始“上人”，“雪饼

猴”还未就位，游客排长队的情况几乎天天上演。据统计，今

年上半年，长春市动植物公园营收2000余万元，同比增长

412.86%。

傍晚，城投南溪里文旅小镇里也热闹起来，璀璨的灯光、

环绕的音响、震撼的大屏幕，大家在傍晚的凉爽中尽情狂

欢。从开业至今年6月，这里为不同年龄段的游客提供了多

维游玩体验，成为长春热门打卡地之一。

突出文旅带动，长春重点发展旅游度假、影视文创、会展

经济等业态，高标准打造长春冰雪节、汽博会、农博会等特色

展会，加快推进建设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长春国际影都、万

达茂等重点文旅项目。

而随着方特文化科技产业园、时空旅程元宇宙科技馆等

文旅项目陆续落位建设，长春新业态、新模式迅速崛起，产业

融合步伐加快，现代服务业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不仅如此，传统服务业也在转型中焕发出新活力。在朝

阳区重庆路与人民大街交会处，喜事城·国贸婚嫁艺术中心

格外醒目。这里已经成为包含餐饮、黄金珠宝、婚纱、摄影、

美容美甲等婚嫁全链条相关产业在内的，全国独有的以婚恋

为主题的文旅商综合体。如今，该中心月营业额从原来的每

月100万元升至现在的1000多万元，同时激发了周边商圈消

费活力。

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的同时，长春的

生产性服务业也逐步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吉林吉

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服务遍布全国大部分地

区，国际业务拓展至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通信技

术服务业务、信息化产品集成运营业务、国际业务、投资业务

“四轮驱动”业务格局。

多维度推动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长春不断增添精

彩注脚。突出创新引领，长春重点发展科技服务、人工智

能、人才服务、专业技术等业态，围绕服务业转型升级高质

量发展，不断创新服务理念，深入实施“万人驻（助）万企”

行动，深入企业一线纾困解难、挖潜补增，帮助企业解决政

策扶持、人才及用工需要、资金融资支持等各类问题。建

设好各类平台载体，围绕红旗街、桂林路等现有商圈，重点

打造特色鲜明的服务业街区，积极推动现代服务业集聚发

展。立足长春特色优势，重点发展产业融合型、数字赋能

型、文旅带动型、都市集聚型服务业，构建服务业高质量发

展新格局。

新产品不断涌现，新动能持续蓄积。稳农业、强工业、提

服务，为长春带来经济量稳质升的新气象。

上半场鸣锣收官，下半场敲鼓启程。当下长春，将继续

以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向着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未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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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走进长春市双阳区齐

家镇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映入眼帘

的是整齐的田间生产路、灌溉渠道和

护砌堤岸，田地中长势喜人的水稻一

眼望不到边……这片富饶的黑土地上

正在描绘着一幅农业生态更好、生产

基础更坚实的现代农业新画卷。

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粮。

守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高标

准农田建设已成为保护黑土地的一

项重要工程化措施。双阳区齐家镇

高标准农田示范区项目是全省、全市

第一批工程化试点项目，涵盖曙光

村、长泡村、广生村、管家村四个村

落，总建设面积达2万亩（其中水田

12300亩，旱田7700亩），每亩平均投

资高达3500元。

“过去，一到汛季雨水过大，水稻

田就会内涝，眼看着水排不出去，真着

急啊。还有稻田周边的路，也没有硬

化，村民们只能依靠人工进行耕作维

护，成本高不说，产量也上不去。”望着

如今眼前“田成片、渠相通、路相连”的

稻田地，长泡村党支部书记王海波感

慨地说，“直到去年，建设了高标准农

田，原来零散的小块田、沟渠和田间道

路，已经连接成了集中的大块田，实现

渠、沟、路全配套，灌溉和耕种条件得

到大幅提升。现在稻田里排水方便

了，路也修好了，收粮、运粮、卖粮的成

本都降下去了，百姓的收入自然就增

加了。”

诚如斯言，这片总面积达2万亩

的示范区中，土地整治工程占据了总

投资的32%，灌溉排水工程占39%，田

间道路工程占18%，智慧农业工程占

11%。项目建设重点突出“三化促三

高”理念，即通过土地整治、大面积土

地流转，促进规模化经营，进而提高土

地集约利用率，提升粮食单产和总产；

通过智慧农业建设，提升农业科技化、

标准化、数字化水平，进而提高粮食品

质；结合区位优势和自然禀赋，坚持以

“农业+”为发展方向，将高标准农田项

目与域内其他项目进行整合，促进“农

文旅”融合化发展，使农产品价值、企

业品牌价值和文旅品牌价值同步提

高，进而提高农业综合效益。

在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同时，各

项黑土地保护的技术措施也在加快普

及运用。项目区内尤其重视保护性耕

作、秸秆还田、堆沤肥还田等黑土地保

护措施的运用。当前，旱田地块全部实

施堆沤肥还田措施，每亩施用堆沤肥1

立方米，较好地促进了地力提升。

如今，通过土壤改良、智慧农业技

术及综合配套建设，项目区内已成功

实现了化肥使用量减少15%至20%，农

药使用量减少30%，灌溉水使用量减

少10%以上的目标，做到了以“双减”

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双增”。

“我们村的耕地基本都是黑土

地，通过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还有

一系列的黑土地保护措施，今年，每

亩地增产150公斤的目标已然触手

可及。”双阳区齐家镇曙光村会计段

海军信心满满。

据了解，今年，长春市推广保护

性耕作技术面积已达1261万亩，依

托东北黑土地保护项目等实施“深

翻+增施有机肥”222.95万亩，测土配

方施肥覆盖面积2000万亩以上，科

学保护黑土地、合理利用黑土地的氛

围愈加浓厚。通过“黑土粮仓”科技

会战、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区工程

化试点、水土保持治理修复等重点工

程，力争到2025年，典型黑土区保护

面积达2000万亩，高标准农田面积

达1300万亩以上，为维护国家粮食

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长春：持续发力稳就业
本报记者 王焕照

全面深化改革看长春

长春扎实对接企业、高校和人才需求，给予更具个性化和针对性的帮助和服务，实现
人才留长。(资料图片）

长春市双阳区齐家镇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内，水稻长势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