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人们看过来！本地食品厂招

包装工，月薪4500元包吃住，每月全勤

奖300元。”“吉林带岗主播”钱钱正介

绍招工信息，镜头里的她额角沁着细

汗，语速却丝毫未减。身后电子屏上

企业信息一应俱全，屏幕下方“咋报

名”“多大年龄能去”的提问如潮水般

涌来。

这热闹的直播间，正是松原市

“夏出务工”专项行动的生动缩影。

盛夏时节，黑土地上的就业热潮与庄

稼一同拔节生长。截至今年二季度

末，松原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达

33.34万人。

从直播间的指尖对接，到田间

地头的技能课堂，从家门口的工程

项目，到跨省专列的远行脚步，松原

市正以精准施策的“组合拳”，为农

民铺就增收快车道，绘就乡村振兴新

图景。

为推进“夏出务工”专项行动取得

实效，松原市人社局精准施策，深耕本

地与域外两大市场。在本地就业方

面，全力梳理县域内以工代赈项目，目

前多个项目已开工，汇集普工、电工、

瓦工等10类岗位，释放213个用工需

求，并借助“96885吉人在线”、微信公

众号等平台精准推送岗位信息，助力

农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同时，积极

拓展域外协作，与省外7个农民工主要

输入地建立稳固劳务协作关系，年初

以来已组织145人劳务输出，有效对接

外部用工需求。

在2025年松原“春风行动”专场招

聘会上，红色拱门下人流如织，100余

家企业的展位前挤满求职者，咨询声、

交谈声此起彼伏。

招聘活动是促进就业的重要抓

手，松原市全力抓好各项招聘活动，让

企业和务工者能够双向奔赴。

“这个医疗岗位要求啥学历？”“食

宿补贴怎么算？”求职者举着简历穿梭

在招聘活动现场，有的俯身细看岗位

表，有的围着招聘专员追问细节，笔记

本上记满意向企业联系方式。脱贫人

口专项招聘区前，工作人员耐心讲解

帮扶政策，宣传单页很快分发一空。

现场岗位涵盖卫生医疗、电子技术等

多个领域，不少企业还亮出食宿补贴、

保险津贴等福利，引得求职者纷纷驻

足。“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好工作，太方

便了！”一位农村青年拿着报名表笑盈

盈地说。

据悉，今年该市像这样的招聘活

动已累计举办了283场次，提供岗位

5.1万个，为农村劳动力搭建起多元就

业平台。

“拿到3万元创业贷款后，我添了

台打捆机，不光处理自家秸秆，还能帮

邻村干活，一个月多挣5000元！”乾安

县农民郑海波指着院里的新农机，黝

黑的脸上笑开了花。他口中的贷款，

就是松原市为就业创业注入的金融

“活水”。

推动农民就业过程中，松原市坚

持金融赋能与技能提升“双轮驱动”。

金融支持方面，已发放促进就业贷款

3270.9万元，以“技能照亮前程”行动

为引领，上半年针对农村劳动力等重

点群体开展职业技能培训176期，培训

农民工4937人次，涵盖67名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切实增强了劳动者的就业

竞争力与岗位适配性。

另外，松原市还着力培育基层劳

务经纪人队伍，目前已培育126名经纪

人，他们在岗位资源与农村劳动力间

架起坚实桥梁，有效提升了就业服务

效能。

“‘夏出务工’行动是落实全省促

进农民增收部署的关键举措。通过精

准开发岗位、提升技能水平、优化就业

服务，本地岗位资源得到盘活，域外输

出渠道进一步拓宽。”松原市人社局相

关负责人说，下一步，松原市将持续深

化“夏出务工”行动，推动更多农民通

过高质量就业实现收入稳步增长，为

乡村振兴与民生改善贡献力量。

图片说明：
①③直播带岗为村民提供“零距

离”就业服务。
② 举 行 活 动 ，宣 传 创 业 担 保

贷 款 政 策 等 就 业 创 业 政 策 ，激 发
创业活力。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夏出务工”专项行动让这片黑土地上的就业热潮与庄稼一同拔节生长——

松原33万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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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蔡磊 记者金泽文）今年以

来，临江林区基层法院找准司法工作精

准发力的切入点，着力优化法治化营商

环境，为积极解决企业急难愁盼提供优

质司法服务，保障和促进营商环境健康

有序发展，在服务高质量经济发展中展

现司法担当。

创新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举措，

临江林区基层法院以“流动普法+精准服

务”模式，常态化送法到辖区乡镇大集和

民营企业，坚持“走出去”，把送法进企业

进乡村进家庭融入日常工作，推行“路边

学法”“开门见法”等“家门口”式的法律服

务。与此同时，他们与临江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森工街道等部门组建普法团，走进

企业推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法治宣传。

他们借助巡回审判点，在重大节假日、旅

游旺季深入景点开展普法宣传，在化解旅

游纠纷、保护旅游资源、服务旅游经济发

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完善劳动纠纷调解办案机制，他们常

态化开展“法官进企业”“企业法治体检服

务”活动，在助企纾困、提质增效方面持续

发力，帮助企业防范经营管理风险。完善

涉企纠纷诉调对接机制，健全完善暖企惠

企司法政策，开设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压

缩涉企案件内部流转时间，实现“快立、快

调、快审、快结”。他们通过联合人社部门

调解，成功化解了一批涉吉劳动争议案件，

为劳动者挽回经济损失共计20余万元。

着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4月17日，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四川省甘孜州政府

签署“两山结盟”合作协议，携手探索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

新路径。7月12日，甘孜文旅团队走进长白山，“两山结

盟”迈出务实步伐。

当日凌晨4时许，2025全国登山挑战赛（长白山站）暨

第六届长白山天池云路登山赛激情开跑。来自甘孜的选

手四郎多吉与近千名选手一同向海拔约2600米的天文峰

奋力攀登。冲线时，长白山天池日出正盛，金色霞光铺洒

十六峰，映照着四郎多吉眼中的惊叹：“长白山的美，震撼

人心！”

在绿渊潭，甘孜与长白山文旅部门举行“两山结盟”仪

式，两地山水相连、文化交融、情谊长存。长白山与甘孜，

一个林海叠翠、温泉涌动；一个雪山巍峨、草原辽阔。南北

相望，一寒一温，各具风姿。

夜幕降临，甘孜文旅一行漫步恩都里休闲度假商旅社

区，观赏巡游演出，考察特色文创、餐饮、民宿等文旅业态，

感受长白山夜生活的别样活力。次日，他们走进美人松爱

情森林，在林间琴声中沉浸体验“浪漫长白”，并写下“甘

孜、稻城亚丁、贡嘎山千年相约结盟长白山”的信笺，寄托

“山海有情人，松涛作见证”的美好愿景。

此行，长白山管委会旅游和文化体育局与甘孜州文化

广播电视旅游局签署深化合作协议，计划整合长白山粉

雪、森林秘境、关东风情与甘孜雄奇雪山、康巴文化等资

源，推出覆盖东北与西南的特色文旅线路，并筹备在甘孜

举办第二轮交流活动，推动双向奔赴、合作共赢。

当雪域高原的豪情与林海雪原的壮美相遇，这场跨越

千里的文旅对话，正为两地人民和八方游客呈现一场文化

盛宴，共同谱写新时代文旅融合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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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婷 丁美佳）日前，

东北电力大学与松原市人民政府举行

校地企项目对接会，就常态化技术成果

转移、省级重点实验室建设、松原籍学

生返家乡实习实训等15个方面工作深

入交流，旨在推动校地企三方优势互

补，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

在对接活动上，记者了解到，松原

市锚定“‘1145’发展战略”，以“绿电+

消纳”赋能绿色低碳产业，氢能化工、

氢能冶金等产业蓬勃发展，其能源产

业布局与东北电力大学的学科优势、

人才培养特色高度契合。同时，松原

作为能源型城市正加速向“绿城”转

型，风电、光伏、氢能及新能源装备制

造等产业兴起，与学校科研、教学及

人才培养需求相契合，为校地企合作

奠定坚实基础。双方均表示，希望尽

快建立机制平台，明确责任分工，推

动项目落地，为松原市高质量发展贡

献力量。

活动中，松原市教育局、科技局、人

社局、供电公司、职业技术学院等部门

还就相关项目需求进行了汇报。

当日下午，东北电力大学相关专业

的松原籍学生赴松原市中车新能源装

备产业基地和正泰新能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开展实践调研。在中车新能源装

备产业基地，师生们参观了叶片打磨车

间和电机自动化组装车间，详细了解项

目建设、投产及岗位用工等情况；在正

泰新能6GW高效组件及智能制造产业

园，企业负责人介绍了全球布局、产能

规划等内容，并围绕光伏发电装备制造

维护等与师生互动交流。

此外，围绕 2025 届毕业生岗位供

需和 2026 届毕业生促就业启动部署

等，松原市人社局为东北电力大学学生

拓展了69个用工岗位。学校还将组织

松原籍学生于7月14日至17日在松原

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助力学生感受

家乡变化，促进留省就业。

联手助力经济发展
东北电力大学与松原市开展校地企项目对接

本报讯（高雪 记者王雨）近年来，图

们市人民法院紧紧围绕“6+1”文化建设工

作布局，秉持“强基础、创品牌、严管理、树

形象”的理念，持续擦亮“德润民心 法沐

图们”文化品牌，绘就了一幅精神文明建

设的新画卷。

创新推行“1+1+4+X”立体学习模式，

完善主题党日“4+N”共享轮值制度，确保

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100%参与学习。在

一次次的学习与实践中，干警们将政治素

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建设紧密融

合，擦亮了忠诚为民的政治本色。

立足边疆民族地区特色，法院构建

“党建+红色文化”双融双促机制，打造“党

心凝聚·守望天平”边疆特色党建品牌，50

余次主题活动让红色精神深深扎根于干

警心中。党员先锋岗、学雷锋志愿服务岗

和青年文明号咨询台的设立，以及“亮身

份、作承诺、当表率”行动的实施，让干警

们在服务群众中践行初心使命，提供各类

服务达1800人次。

“互联网+审判”“跨域立案+远程开

庭”“557诉讼服务”“云执行”等工作模式

的推出，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群

众搭建起便捷、高效的司法通道。“法+N”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模式成效显著，7个

“无讼村屯”的创建、与多部门联动解纷机

制的建立、各类工作室的成立、推进法官

进网格、开展五个“一站式”上门服务400

余次等，将矛盾化解在基层，促进了社会

和谐稳定。

深化“书香法院”建设，读书分享会、

研讨交流、主题读书会等活动丰富多彩。

在重要时间节点，法院创新联合其他法院

开展跨区域学习活动，如“三疆春暖散花

香 三城联动溢书香”活动。同时，通过微

信公众号专栏和一系列特色活动，以新颖

的形式传播法律知识，提升了群众对法律

的知晓度和认同感。

此外，还打造“五廊一馆一中心”沉浸

式文化阵地，通过“法院开放日”等活动接

待各界参观打卡1000余人次，让群众近

距离感受司法文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分队常态化开展各类活动500余

次，拓展了文明实践载体，深化了“精神文

明+”工作模式。

创新工作模式 擦亮文化品牌

微风拂过，花浪翻滚。7月 8日上午 9点，

记者来到辽源西安区泰安大路的马鞭草花海，

紫色花朵如繁星点点，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

香，引得市民和游客纷纷前来打卡。

走进花海，错落有致的景观让人目不暇

接。30座草帽凉亭点缀在花海间，为游人提供

了纳凉的好去处。形态各异的多巴胺石头、色

彩明艳的发光许愿瓶以及热气球造型的设施

成了热门拍照点，前来游玩的市民或站在花田

边合影，或漫步在小径上赏花，现场一片欢声

笑语。

“这花海太漂亮了！紫色的花海特别治

愈，在马鞭草旁边拍照，我感觉特别惬意。”市

民王旭媛一边展示手机里的照片，一边笑着

说，“这里设施挺完善，我们游玩也很方便。”

据了解，今年辽源花海全新升级，与去年

相比占地面积扩容至近 10 万平方米，种植白

桦（丛生白桦）约 2800 株，马鞭草约 5.4 万平

方米。

“我们先后设置了4座公厕、超市、城市服

务站等基础设施，在满足市民游客观赏打卡需

求的同时，兼顾乘凉及休闲需求。”辽源市北部

新区花海建设项目负责人胡少成介绍。

如今，这片集观赏、休闲于一体的马鞭草花

海已成为市民和游客心中的“网红打卡地”，为

辽源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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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照片均为辽源西安区泰
安大路的马鞭草花海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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