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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中国调研行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

定，现对陈强等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

陈 强，男，汉族，1968年7月生，在职研究

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松原市委副书记、市长，

拟任市（州）党委正职。

所永吉，男，汉族，1972年9月生，在职研究

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通化市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拟任省属本科院校正职。

单联成，男，汉族，1970年1月生，在职研究

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吉林省教育厅副厅长、

党组成员，拟任省属本科院校正职。

金光勇，男，汉族，1971年10月生，研究生

学历，中共党员，现任长春工业大学党委常委、

副校长，拟任省属本科院校正职。

刘 红，女，汉族，1971年10月生，大学学

历，中共党员，现任吉林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党委副书记，拟进一步使用。

林小林，男，汉族，1979年4月生，大学学历，

中共党员，现任吉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拟

任市（州）党委副职。

周艳春，女，汉族，1978年4月生，研究生学

历，中共党员，现任通化市副市长，拟任市（州）

党委常委。

赵洪亮，男，汉族，1977年3月生，大学学历，

中共党员，现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干

部处处长、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市（州）法院正

职候选人。

刘英武，男，汉族，1972年7月生，在职大学

学历，中共党员，现任长岭县委书记、一级调研

员，拟提名为市（州）政府副职人选。

朱春英，女，朝鲜族，1981年7月生，大学

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吉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电力运营管理部（新能源产业管

理部）总经理，省国资委监管企业投资项目评

审中心常务副主任，拟任副厅级单位正职。

刘百军，男，汉族，1978年8月生，研究生学

历，中共党员，现任农安县委副书记、县长，拟提

名为副省级城市辖区政府正职候选人。

曹晶莹，女，汉族，1978年5月生，在职大学

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吉林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

游局（市冰雪产业发展办公室）局长（主任）、党

组书记，拟任县（市、区）党委正职。

张少恒，男，汉族，1985年11月生，在职研

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双辽市委副书记、市

长，拟任县（市、区）党委正职。

石 磊，男，汉族，1985年7月生，大学学历，

中共党员，现任东辽县委副书记、县长，拟任县

（市、区）党委正职。

刘 刚，男，汉族，1981年5月生，大学学历，

中共党员，现任白山市浑江区委副书记、区长，

拟任县（市、区）党委正职。

韩 东，男，汉族，1981年9月生，大学学历，

中共党员，现任临江市委副书记、市长，拟任县

（市、区）党委正职。

吴贤哲，男，朝鲜族，1975年7月生，大学学

历，中共党员，现任延吉市委副书记、市长，拟任

县（市、区）党委正职。

孙东升，男，朝鲜族，1976年7月生，在职研

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生

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级调研员，拟任县

（市、区）党委正职。

孙宏宽，男，汉族，1987年11月生，省委党

校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榆树市委常委、

副市长，拟提名为县（市、区）政府正职候选人。

苏 淼，女，汉族，1983年7月生，省委党校

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永吉县委常委、副

县长，拟提名为县（市、区）政府正职候选人。

董 闯，男，汉族，1978年2月生，省委党校

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双辽市委副书记（正

处长级），拟提名为县（市、区）政府正职候选人。

田国栋，男，汉族，1976年7月生，省委党校

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东丰县委副书记、三

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区）政府正职候选人。

对公示对象如有不同意见，请于2025年7

月25日前以信函、电话、短信、网上举报等方式

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一处（举报中心）反映。

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应签署真实姓名并告知

联系方式。通信地址：长春市新发路577号，邮

编：130051。举报电话：0431-12380，短信举报

平台：15584212380，举报网站：http://www.

jl12380.gov.cn。

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
2025年7月18日

省 管 干 部 任 职 前 公 示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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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8日讯（记者李抑嫱）今天，全

省坚持立行立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工作

会议在长春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指示精神，通报2024年度

国家考核评估结果和我省整改方案，安排部

署下步重点工作。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出席会

议并讲话，副省长郭灵计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习近平总书记始终

牵挂于心、亲自抓在手上的大事要事。今年

是过渡期最后一年，各地各部门要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嘱托，扛牢政治责任、站稳人民立

场、强化担当作为，坚定不移把中央决策部署

和省委工作要求落到实处，确保向常态化帮

扶平稳过渡和无缝衔接，以实际行动忠诚拥

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会议强调，要聚焦短板弱项，精准精细立

行立改、分级分类举一反三、从严从实验收成

效，强化“整改—验收—销号”全流程闭环管

理，以问题有效整改推进工作有力提升。要

突出工作重点，扛稳保障粮食安全重任，守牢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千方百计促进

农民增收，壮大乡村优势特色产业，推进乡村

建设和乡村治理，推动农村各项改革任务落

地。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守土尽责，持续改

进作风，强化跟踪问效，为扎实做好乡村振兴

工作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中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省乡村振兴指

导组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各市（州）、长白

山保护开发区、各县（市、区）党（工）委和政府

（管委会）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会。

全省坚持立行立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7月18日讯（记者相文雅）今天，吉林省涉外法律服

务中心（延边）揭牌仪式在珲春市司法局举行。

吉林省涉外法律服务中心（延边）旨在立足新时代边疆民

族地区实际，重点实施优化涉外公证服务、深化涉外民事调

解、构建涉外法律服务链、打造特色涉外法治宣传品牌、发挥

仲裁专业优势五大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我省涉外法律服务水

平，切实为涉外民商事活动、延边涉外旅游业、涉外营商环境

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助力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涉

外法治环境。

吉林省涉外法律服务中心（延边）成立

本报7月18日讯（记者张雅静）今天下午，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清爽夏日 多彩白城”2025白城市消夏避暑休

闲季活动将在7月25日至8月31日期间举行。

市县两级宣传、文旅、商务等部门协同发

力，围绕政策优惠、特色展销、演艺活动、场景

体验等内容，有机融入绿色生态、红色文化、

辽金文化等元素，构建多维融合的文旅产品

体系，推出一系列提振消费举措，助力打造吉

林西部夏季文旅品牌，提升文旅消费品质，为

游客带来别具一格的夏季感受。

活动期间，白城推出“1场启动仪式、7大

主题周末活动和N场全域联动”的“1+7+N”活

动矩阵。

其中，活动启动仪式将于7月25日在白

城市辽吉历史文化街区举行。现场将正式发

布白城夏季文旅产品、推出“寻味鹤乡·食客

出圈”消夏美食地图，通过举办“吉字号”特产

展销、“多彩白城”集章打卡、文化巡游演出及

街头音乐会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活动，为广

大游客开启一段难忘的夏日狂欢之旅。

七大主题周末活动分别为“夜动白

城”——逛着展会去旅行、“律动白城”——看

着演出去旅行、“烟火白城”——品着美食去

旅行、“书香白城”——随着作家去旅行、“文

化白城”——跟着非遗去旅行、“清爽白

城”——玩着露营去旅行、“行迹白城”——伴

着徒步去旅行，构成七条主题活动线。

各县（市、区）纷纷打出特色牌，围绕旅游

休闲、历史文博、文化惠民、音乐体育、商贸会

展五大板块，同步推出丰富多样的活动。比

如大安市的“辽风古韵 舞动盛夏”，让游客体

验辽金文化的别样风情；洮南市的“西瓜采摘

季”，让游客体验采摘乐趣，品尝瓜果香甜；镇

赉县的“观鸟生态游”，让游客近距离观赏珍

稀鸟类，感受生态之美；通榆县的“向海湿地

摄影大赛”，用镜头捕捉湿地的绝美瞬间。

白城市消夏避暑休闲季活动本月25日启幕

本报讯（记者吴茗 实习生邹昀彤）7月17日至18日，全

省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省级决赛在长春市举行。来

自各地的46名选手、11支团队展开激烈角逐，最终长春市3

名选手与通化市1名选手分获个人赛一等奖，长春市代表队

荣获团体赛一等奖，通化市和白城市代表队荣获团体赛二等

奖。

年初以来，为提升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水

平，激发广大社区工作者干事创业热情，省委社会工作部联合

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省总工会、省妇联共同主办了全省首届

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由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和长春

职业技术大学具体承办。大赛成立组委会，编发赛事技术规

程，设立全体赛、团体赛、个人赛3个赛项和基础知识考核、实

践技能考核等竞赛模块。大赛命题突出“干而论道”、实战实

训，围绕群众工作、组织动员、依法办事等7方面，精编1000余

道政策理论和实操案例试题，通过机考答题、案例分析、即问

即答、路演展示等形式，全面考察政策水平、实操技能和团队

协作能力。各地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自下而上逐级开展、有

序推进，全省共有8146名社区工作者、61支团体队伍参赛，经

过逐级比拼、层层推荐，一批基层社区的业务精英、治理尖兵

脱颖而出，晋级省级决赛。

决赛现场，选手们展现了极高的专业素养与团队协作能

力。全体赛环节通过机考检验选手的理论基础；个人赛中，案

例分析及实景模拟社区实务问答充分考察了选手的实操能力

和应变水平；团体赛路演则生动呈现了各地在社区治理中的

创新实践。场外交流中，选手们纷纷表示，比赛不仅是一次能

力比拼，更是一次职业成长的机会。梅河口市光明街道莲花

社区党委书记张晶感慨道：“备赛过程紧张充实，赛场上的交

流碰撞让我跳出惯性思维，对社区工作有了更深思考。”大赛

通过多元化的竞赛形式，达到了以赛促学、以赛代训、以赛提

能的效果。

此次大赛是对全省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成效的集中检

验和展示。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建立一支素质优良的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的重要指示

精神，聚焦建立健全社区工作者“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先

后制定出台系列政策文件，持续推动社区工作者队伍职业

化专业化建设，涌现出时代楷模吴亚琴、最美城乡社区工作

者路亚兰、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代表林松淑等一批扎根基

层、拼搏进取的优秀社区书记。目前，一支年轻化专业化职

业化的社区工作者已经成长起来，形成老中青梯次搭配的

合理结构，全省社区专职工作者共29945名，每万城镇常住

人口拥有社区专职工作者达到19.65人，大学本科以上占比

72.3%，35岁—45岁占比35.7%，35岁以下占比42.4%，“社工

师”持证比例达36.6%。全省共有112名社区工作者享受省

部级以上表彰奖励获得者待遇，有336位优秀社区工作者进

入公务员和事业单位、46位社区书记比照街道（乡镇）正职

或副职落实岗位待遇。

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的成功举办，充分展示出

吉林广大社区工作者真抓实干的精神面貌和创新进取的良好

风采，有效激发社区工作者解决治理难题、深化为民服务的热

情，全面提升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引领全省社区工作者为推

动吉林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力量。

聚 才 展 技 以 赛 提 能
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省级决赛举行

眼下，吉林的黑土地上孕育着希望，一

条贯通产销两端、连接城乡发展的农业全产

业链正悄然延展。

7月17日，“活力中国调研行”采访团走

进梨树县等地，循着这条产业链的脉络，探

寻我省农业全产业链融合的振兴路径。

七月田间，玉米长势喜人，宽大的叶片

在风中舒展。这里是梨树县全国百万亩绿

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核心示

范区。

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和国家商品

粮基地，梨树县正全力打造100万亩国家绿

色玉米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为产业链筑牢

源头根基。

“看这根系多发达，免耕播种让土壤更

透气！”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王贵

满俯身拨开根部表土，湿润疏松的黑土中，

细密的根系纵横交错。

2021年起，梨树县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

依托，构建起“梨树模式3+1”推广体系。王

贵满介绍说，梨树模式不断提档升级，通过

精准施肥、智能监测等技术，让农民直观感

受到增产实效。

这些技术创新的背后，是对黑土地特殊

价值的深刻认知。

在中国黑土地博物馆，四平现代农业科

学院院长杜欣道出缘由：“黑土地被称作‘耕

地中的大熊猫’，每形成1厘米厚的黑土层需

要200年，其保护直接关乎国家粮食安全。”

展柜里的土壤样本见证着变迁，动态展

板通过数据对比清晰显示，免耕播种、轮作

休耕等技术让黑土有机质含量逐年提升。

近年来，梨树县深耕“黑土地保护与农

业现代化”，依托两大国家级研发基地攻克

核心技术，建成4个“梨树模式”万亩示范区，

联动东北四省区103个基地，带动保护性耕

作超百万亩，助力玉米增产；自主研发的免

耕播种机等农机获多项专利，构建含20余项

标准的“梨树模式”体系，同步提升机械化水

平与黑土地保护效能；创新300公顷连片示

范单元及“双保全统”托管模式，推动规模种

植与现代管理深度融合，让黑土地既是稳产

“粮仓”，更是产业链坚实的“第一环”。

黑土地的保护是产业链的根基，科技创

新则为链条注入了向上生长的动能。

位于公主岭市的吉林长春国家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是全国唯一以玉米为主

导产业的国家级农高区。

依托这一独特定位，农高区充分发挥

国家级平台先行先试与示范引领作用，为

区内企业搭建了高质量发展脉络。其中，

吉林省鸿翔种业有限公司以技术突破驱动

种业迭代升级，同样扎根于此的吉林省农

嫂食品有限公司，则通过精深加工实现产

业链价值跃升。

在鸿翔种业的实验室里，保温箱内的幼

苗处于精准调控的恒温环境中，科研人员同

步记录生长数据，为种质创新积累关键信

息。

企业负责人介绍，为破解种业“卡脖子”

难题，公司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布局建设

生物育种中心，运用基因编辑、全基因组选

择等前沿技术加快种质创新。目前，其在吉

林扶余、甘肃张掖及公主岭的三座生产中心

已建成8条现代化生产线，年产能超2亿斤；

引进国际领先的穗烘技术，全力助力公主岭

打造全国玉米制种大县。

从育种端的技术突破，到加工端的价值

升级，玉米在产业链上完成了一次次“蜕变”。

农嫂公司生产车间里，一穗穗鲜食玉米

经过剥皮、清洗、灭菌等工序后，通过真空锁

鲜工艺封装成袋。据介绍，4条生产线全速

运转时日产可达60万袋，年加工能力达8万

吨；全产业链标准化和可追溯体系的建立，

不仅让产品获得国际认证，更使其成功打入

24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

产业的集聚发展，让链条的韧性愈发强

劲。如今，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内，鸿翔、先正达等种业龙头企业

汇聚于此，国际种业研发中心、鸿翔种业加

工厂等项目相继落地，已培育引进4家“育繁

推一体化”玉米种子企业，年销售种子达

9000万斤，成为东北重要的种子集散地。

吉林农业对全产业链的精耕细作，正让

这条贯通城乡的“金链”持续焕发生机，为城

乡振兴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黑土“育”出黄金链 科创“长”出金玉米
本报记者 曲镜浔 叶爽

7月18日，“活力中国调研行”采访团走

进延边州，聚焦这片黑土地上的新质生产力

实践，如何以科技为笔、生态为纸，赋能乡村

振兴，书写“一粒米一朵耳”的振兴故事。

稻香的振兴图景

十年前总书记踏过的田埂旁，低空缆车

正悠然掠过这片绿海，观光小火车载着欢声

笑语蜿蜒穿行。稻香深处，和龙市光东村第

一书记时彦鹏的声音透着自豪：“去年村里

游客突破20万，集体收入跨过百万大关！”

十年蝶变，光东村将总书记的嘱托化为

“三产融合”的金钥匙，农旅交织绘就振兴图景。

在稻米馆“千载寻迹 渤海稻影”的浮雕

墙前，和龙市水利局综合科科长胡月细述稻

作千年传奇：北纬42°黄金种植带、火山灰

黑土、海兰江清流与千年农法，孕育了“卢城

之稻”；田间智慧农业系统实时监测，无人机

精准播撒生物肥——科技赋能让传统焕新，

八方食客的啧啧称叹，已化为“吗西达”品牌

远销四方的实力。

“呜——”汽笛声惊起鸟雀，明黄色小火

车载着游客驶入稻田深处。车厢里游客们

将手伸出窗外，指尖掠过青翠的稻叶，引发

阵阵惊叹。300米高空缆车上，摄影爱好者

架起长焦镜头，捕捉着稻浪与远山交织的壮

美画卷。“在这里等秋天，就像等待一封来自

大地的情书。”游客林女士在稻田边喃喃自

语，在她身后不远处，是朝鲜族特色民居的

飞檐翘角。

村民庭院，经“厕所革命”与管网升级

后，如今变身“共享庭院”。45栋朝鲜族特色

民宿，实现了“一院一景”与增收双赢。民俗

舞蹈队年演出超百场，鼓点里跃动着文化自

信。“以前种地靠天吃饭，现在家门口开民

宿、卖特产，收入翻了两番不止！”村民周梅

浩的笑脸映着红火日子。

“云耳”的数字翅膀

告别稻浪北行，汪清县桃源小木耳基地

奏响“数字农业”交响曲，菌包生产线上，正

在展现科技与农业的深度碰撞。智能拌料

系统精准配比，无人叉车穿梭运送菌筐，接

菌机械臂灵活舞动，科技彻底重塑了木耳生

产。副总经理孙森指着一尘不染的车间说：

“日产15万袋菌棒，全程无菌自动化，专利技

术30多项！”

数字化不仅革新生产，更重塑标准。桃

源小木耳基地通过反复试验锁定黄金参数：

配料比例、温湿阈值、菌袋规格等数据汇成

“数字宝典”，支撑起标准化体系。立体吊袋

大棚内，智慧系统动态调控环境，土地利用

率与品质同步跃升。“好环境终于炼出好品

牌。”孙森感慨：“如今，每个菌包都在数字

看护下成长。”

在恒温培养车间，物联网传感器闪烁着

蓝色幽光。“温度偏差0.5℃就会报警，”总经

理高旷调出数字看板，通过无数次试验，他

们锁定了菌丝生长的黄金参数。走进立体

吊袋大棚，菌包如瀑布般垂落，智慧系统自

动调节湿度。高旷轻抚黝黑的木耳说：“露

天地培变成立体工厂，土地利用率提升5倍，

品质却更纯净。”

当“盒马村”订单农业模式落地汪清，小

木耳真正踏上品牌通途。“五统一”管理将盒

马标准注入产业链，木耳质量抽检合格率连

续100%。自主研发的“脆脆”“糯糯”系列征

服海底捞等高端渠道，更借力菜鸟智能仓储

实现全链路数字化——2024年其智能调度

排产案例入选国家“数字三品”典范，成为质

量信任的最佳背书。

从光东村的稻浪欢歌到汪清木耳的

“云”上腾飞，延边沃野澎湃着新旧动能转换

的活力。2024 年，全州农民人均收入达

18347元，增速领跑吉林。田埂间的嘱托已

化为现实：千年农耕智慧碰撞现代科技，生

态之美嫁接产业之兴，美丽乡村的日子，正

和饱满的稻穗、晶莹的木耳一样，一天比一

天更加甜润丰盈。

一粒米，一朵耳：藏在乡土里的振兴密码
本报记者 任胜章 闫虹瑾

本报讯（记者刘霄宇）记者从长春市人才服务局了解到，

为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来（留）长高质量充分就

业，长春市对高校毕业生租房和生活补贴政策进行了调整，除

将原有的补贴政策“一分为二”外，申报截止时间、申报材料等

也有调整。

根据省级政策的统一要求，长春市此次将“长春市高校毕

业生租房和生活补贴”调整为“就业生活补贴”和“就业创业租

房补贴”两项，与原有政策相比，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区别：一是

针对人群不同。就业生活补贴主要针对企业事业单位就业及

基层公务员和参公单位工作人员，而就业创业租房补贴主要

针对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人员。二是补贴标准不完全相同。

两项补贴基础部分标准相同，增发部分只有“就业生活补贴”

政策可以申请，“就业创业租房补贴”无增发部分。已经享受

“就业生活补贴”基础部分且符合条件人员，可由用人单位按

年度申请增发部分。三是申报材料不同。两项政策申报所需

材料均包含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录用审批表，教育部学历证

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和开通金融功能的社保卡。“就业创业租房

补贴”还需提供《就业创业证》（灵活就业）或《营业执照副本》

（自主创业）、房屋租赁合同和租赁费发票。

此次政策调整还将申报截止时间变为应届高校毕业生

所在自然年，即1月1日至12月31日，第四季度毕业的高校

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及缴纳社会保险费日期可延长至次

年6月30日。而两项政策申报渠道不变，依旧可以通过“灵

动长春”小程序——“政策直达”平台中的“大学生政策专区”

进行申请。

在政策衔接过程中涉及“新老群体”交织情况时，长春市

人才服务局青年人才服务处副处长黄克峰介绍说：“总的原则

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符合条件的2024年高校毕业

生必须在2025年7月30日前完成申报并通过审核。2025年

毕业生要等到新系统上线后方可进行申报，系统上线时间为

2025年7月末，新系统上线时，老系统将同步关闭。在这里提

醒广大高校毕业生，符合条件后一定要第一时间申报，以免错

过政策申报期而无法领取补贴。”

另外，高校毕业生因故导致社会保险中断缴纳，补贴将停

止发放，继续缴纳社保后，在政策享受期内可二次申报，中断

期间补贴不予补发。因用人单位原因导致社会保险缴纳中

断，在用人单位补缴社会保险后，且缴费主体未发生变化时，

可按年度由用人单位申请补发补缴月份的补贴，申请时间以

政策通知为准。

长春调整高校毕业生租房和生活补贴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