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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找岗位”到“岗位找人”，从线下奔

波到“掌上办”，我省就业服务成效显著。年

初至今，全省人社系统以“六大体系”为支

撑，推动就业形势持续向好：1847场线上线

下招聘、17.86万个岗位供给、3.35万次就业

意向达成，这组数据背后，是政策赋能、数字

转型与精准服务共同构成的就业保障网，为

全面振兴注入坚实民生支撑。

精准服务重点群体
筑牢就业基本盘

用心服务重点群体，牢牢稳住就业基

本盘。对高校毕业生，我省打出政策“组合

拳”护航就业创业。政策赋能，持续推进

“乐业吉林”援助行动、“筑梦吉林”引航行

动、“创响吉林”扶持行动等十大行动30条

具体措施。在稳就业方面，稳定政策性岗

位和公共部门岗位，公务员招考规模持续

稳定，事业单位年度招聘计划60%以上面向

高校毕业生，国有企业招聘也向应届高校

毕业生倾斜，同时全省每年拓展、归集就业

岗位至少20万个。

省人社部门会同教育部门实施“一校

一员”包保机制，69名人社干部全覆盖包

保省内高校，开展“职引未来”系列招聘

433场，8789家企业提供岗位14.49万个，

19.7万人次参与求职，3.44万人达成就业

意向。

长春市创新开展“长聚学子·春城暖才”

活动，覆盖大一新生至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全

周期：面向新生推出“春城卡”，提供入学季

免费公交与景点游览；组织“万名学子游长

春”活动，开发四季精品线路；年内将建成

150家实训基地、200家见习基地，提供 1.4

万个岗位。19位市级领导包保高校开展41

场宣讲，计划开发岗位10万个，实现12万毕

业生留长。

四平市“创业奋斗 就在四平”宣讲会联

动200余家企业进校园，7000个岗位吸引

6000名毕业生参与，583人当场签约；驻平高

校推行“学术+应用”双轨培养，今年完成

1642人学历提升招录，开发281个科研行政

岗位，形成“本地深造—就地就业”闭环。

多维发力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全省实

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四季春”行动和农

民工资性收入提升计划，推动214.69万人实

现转移就业。

长春市打造“妈妈岗服务驿站”，为育

儿女性提供弹性工作制岗位；吉林市通过

早市和公益市场开发援助摊位，帮扶101名

就业困难人员自主创业，实现“一人就业、

全家增收”。四平市铁东区开展“政校企直

通车”活动，依托“市级统筹+县区协同”机

制挖掘7547个岗位，其中党政机关和事业

单位释放1370个编制，八大重点产业开发

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等急需岗位1700个，同

步开发725个就业见习岗位。

数字赋能与专项活动
激发就业市场活力

我省积极完善就业信息“一库一平台”，

“吉林就业”微信公众号上线“掌上服务窗

口”，“96885吉人在线”平台实现“人找服务”

到“服务找人”转变，通过智能匹配推送岗位

信息，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四平市

数字经济产业园构建“实训—实习—就业”

全链条模式，结合京东运维、大疆无人机等

项目开发3000个实训岗位，20余家企业携

800个岗位走进省内外高校，“直播带岗”覆

盖 14.4 万人次，“五个一”专员服务制为

2350名毕业生精准匹配岗位。

为提升毕业生就业能力，吉林开展“学

电商促就业”专题培训，计划培养2000名

“新农人”“新主播”，设置“职业规划+实战

实训”课程，联合建立实训基地并给予政策

优惠。

各地结合实际，举办专项活动搭建供需

对接桥梁。全省持续开展“就业援助月”“春

风行动”等品牌活动，长春理工大学春季双

选会吸引256家企业提供2万个岗位，中国

高等教育博览会东北地区专场提供1.3万个

岗位，直播带岗观看人次达14.4万。

政策保障与服务创新
构建就业生态新格局

构建“大就业”格局，打通服务“最后一公

里”。我省整合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力量，围绕新质生产力、重点

行业挖掘岗位，针对重大项目开展用工保障

与技能培训，全省统一推行基层就业服务“五

个规范”（服务设施、制度、清单、事项、流程），

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省人社厅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持续深化就业优先战略，通过开

发更多岗位、促进更快匹配、提供更优服务，

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就业保障。

安居服务同步强化，长春市已发放毕业生

政策补贴2.91亿元，四平市2880套青年公寓

投入使用580套，为400名毕业生发放补贴

458.4万元。截至6月中旬，四平市今年已吸

纳4693名高校毕业生，完成省定任务60.11%，

驻平高校2025届毕业生留吉就业率达47%。

目前，全省正以“十大行动30条措施”为抓手，

持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吸引更多人才留吉就

业创业，为吉林全面振兴集聚动能。

一项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必将进一步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

省将继续强化就业优先政策，聚焦高校毕业

生等重点群体，不断加大稳就业、促发展、惠

民生力度，让就业之路成为百姓的幸福之路。

“ 一 张 网 ”兜 牢 民 生 底 线
——我省全力打好稳就业服务“组合拳”走笔

本报记者 万双

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
限公司长春基地，依托PPE平
台核心科技与数智化生产体
系，成为奥迪在中国首个 PPE
豪华纯电平台基地。该基地
年产能超15万辆，自投产起即
实现“近零碳排放”。图为基
地自动化焊装车间。
苑激刚 本报记者 刘奥琪 摄

在G331项目吉林段的建设工地上，

一场“科技革新风暴”正悄然改变着传统

公路建设的面貌。从超薄罩面到高频共

振路面碎石化技术，再到环氧锌基聚酯

复合涂料波形护栏，多项前沿科技的应

用，让这条公路的建设兼具环保、耐久、

安全与美观，为吉林公路建设注入了全

新动能。

在路面养护领域，2厘米超薄罩面

技术成为亮眼“黑科技”。G331项目吉

林段十二道沟到干沟子32公里的路面

上，这项技术大展身手。通过喷洒渗

固剂恢复老化沥青功能，或采用改性

沥青、高韧性混合料等新型材料，不仅

能显著提升路面抗滑与抗裂性能，还

带来了出色的降噪效果，成为沥青路

面预防性养护的“利器”。施工环节，

超薄罩面凭借快速铺设的优势，大幅

缩短工期，无需大规模封闭道路，最大

限度减少了对交通的影响；其卓越的

抗滑耐磨特性，可有效降低车辆打滑

风险，延长道路使用寿命。

高频共振路面碎石化技术，在G331

项目吉林段错草到临江2.7公里基层的

改造中“大显神通”。高频共振设备将

破损、老化的旧路面破碎成均匀碎石

层，施工效率显著提升，快速完成大面

积路面破碎。破碎后的碎石层直接作

为新路面基层，夯实道路根基。更值得

关注的是，该技术实现了旧路面材料

100%循环利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变

废为宝”。

安全防护方面，全线覆盖的环氧

锌基聚酯复合涂料波形护栏成为道路

安全的“守护者”。其独特的波形设

计，能够高效吸收、分散车辆碰撞能

量，降低事故危害。环氧锌基聚酯复

合涂料的加持，赋予护栏超强强度与

耐久性，使其在极端环境下仍能坚守

岗位。不仅如此，该护栏外观美观大

方，超强的耐腐蚀性让其在风吹日晒

雨淋中始终保持色泽亮丽，提升道路

“颜值”。模块化设计让安装与维护更

加便捷高效，为公路安全运营提供坚

实保障。

G331吉林段建设拉满“科技范儿”
本报记者 邹鹏亮

“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建设，去年以

来在全省悄然铺开，致力于让参保群众

步行一刻钟，甚至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医

保服务。

如今，历经一年的精耕细作，这张

覆盖全省的便民服务网织得是否紧

密？“圈”里又发生了哪些暖心故事？带

着期许，记者在社区院落、田间地头、高

校院所间，触摸吉林医保改革跃动的民

生温度。

镜头一：住宅里的“医保课堂”

一缕阳光透过窗棂洒进长春市天富

北苑小区张大爷家的客厅，茶几上摆着一

沓医保宣传册。

社区工作人员半蹲在沙发旁，手指在

手机屏幕上滑动，耐心地为张大爷讲解。

“您看，点这里就能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并

可以查询到备案办理进度。”72岁的张大

爷扶着老花镜，一边点头一边感慨：“我这

腿脚不利索，原以为要折腾到区里，没想

到你们上门教得这么细致！”

张大爷退休后患上了心脑血管疾病，

今年开始决定冬天去海南“猫冬”，家人又

远在外地，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成了难题。

社区工作人员得知情况后，便主动带着政

策文件和操作指南上门。工作人员手把

手教老人完成备案，临走前还留下12393

服务热线电话号。

“现在政策像长了脚，直接跑到咱老

百姓家里来！”张大爷开心地说着。

镜头二：解忧窗口在身边

“医保缴费月底截止，我儿子还在外

地，自己又不太会用智能手机，这可咋

办？”在长春市东梅社区服务大厅里，67岁的姜阿姨攥着手机，

额角沁出汗珠。

原来，她在微信群看到缴费提醒后心急如焚，一路小跑赶来

求助。窗口工作人员见状，立即搬来椅子，倒上一杯温水，“阿姨

您别着急，我们来指导您缴费！”

工作人员熟练地指导姜阿姨“扫一扫”缴费二维码，逐一帮

助核对个人信息。不一会，缴费成功的提示显示在手机上，姜阿

姨长舒一口气，拉着工作人员的手连声道谢，“这‘帮办代办’真

是救急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像姜阿姨这样的老人，每月要接

待数十位。

镜头三：乡间的“流动服务站”

医保“零距离”的服务不止在城市，还活跃在田间地头。

今年春耕时节，白山市六道江镇老营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多

在田间抢抓农时，村里留守的多是腿脚不便的高龄老人。面对

这些不熟悉医保政策甚至对陌生人抱有警惕的老人，一支身着

蓝马甲的医保服务小分队逐户叩门走访。

“大娘，参加医保就是给自己‘存钱’呢！头疼脑热去医院看

病能省下不少。”服务小分队队员半蹲在炕沿边，将政策文件上

的专业术语转化成简明易懂的“大白话”，时而提高音量反复解

释，时而用手机播放参保案例短视频。

自2025年医保参保季开启以来，我省已组建千余支医保服

务小分队，他们的足迹遍布田间地头、社区乡村，讲政策、送服

务、办参保，真正把医保窗口延伸到了家里。 （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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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宽）第一届武术套路亚洲杯、第二届武术

散打亚洲杯7月6日晚在松原市圆满落幕。本届比赛，来自

亚洲2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名运动员齐聚一堂，展开激烈

角逐。我省运动员王一琳、左诗雨和陈梦粤表现出色，分别

在武术套路和武术散打项目中斩获金牌，为我省武术运动争

得荣誉。

在6日进行的武术套路女子二人对练比赛中，我省运动员

王一琳、左诗雨代表中国队出战。她们以一套刚柔并济、攻防连

贯的高难度动作惊艳全场，最终夺得该项目金牌。这套动作不

仅展现了运动员扎实的基本功和默契的配合，更体现了中国武

术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艺术表现力，赢得了现场观众和裁判的一

致认可。

同日，武术散打女子52公斤级决赛中，我省名将陈梦粤迎

战越南选手。比赛中，陈梦粤充分发挥步伐灵活和低鞭腿的技

术优势，通过精准的防守反击多次得分，最终以2比0的比分战

胜对手，成功夺冠。作为中国武术散打的领军人物，陈梦粤此前

曾夺得第十六届世界武术锦标赛、第十届武术散打世界杯等国

际大赛冠军。此次亚洲杯夺冠，延续了她的辉煌战绩，进一步巩

固了她在该级别的国际领先地位。

此次赛事取得的成绩，是我省武术运动发展里程碑式的成

果。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承与创新，通

过完善训练体系、加强人才培养等举措，推动武术运动水平不断

提升。未来，我省将继续加大对武术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支

持力度，进一步挖掘项目潜力，优化训练条件，推动竞技水平与

群众普及协同发展。

武术亚洲杯我省运动员夺得两金

“真是太棒了！”当地时间6日一早，美国马里

兰州蒙哥马利县教育局体育部主任杰弗里·沙利

文欣喜得知，习近平主席向美国马里兰州青少年

匹克球文化交流访华团师生回复口信。作为访华

团团长，他立即兴奋地把这个好消息转告给对中

国之行念念不忘的师生们。

今年4月，沙利文响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未来

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带

领当地13所学校的44名师生到访上海、深圳、北

京等地。结束中国之行后，访华团师生致信习近

平主席，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5年5万”倡议，表

示此行同中国青少年朋友结下了难忘的友谊，希

望邀请中国青少年到美国访问。

“祝贺你们访华取得成功，很高兴看到匹克球

这项运动成为中美两国青少年交流的新纽带。中

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希望你们做两国友好的新

一代使者，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主席亲切的话语、殷切的希望，让访华团师

生深受鼓舞。

“习近平主席的回复让我们感到荣幸之至。”

沙利文说。“超级兴奋”“充满惊喜”，孩子们纷纷向

新华社记者表达喜悦之情。

“一次改变人生的旅行”

尽管在暑假中，多名访华团学生闻讯后仍然第

一时间赶到沙利文家中，共同分享喜悦，并再次饶

有兴致地聊起收获满满的中国之行。（下转第三版）

以球会友，中美青少年交流再添新纽带
——习近平主席的回复口信鼓舞美国马里兰州访华师生和友好人士

新华社记者 颜亮 乔继红 陆君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