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经
济发展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影响，我省
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疫情要防住、经济
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举全
省之力抓就业稳就业促就业，就业工作经受
住了考验，全省就业形势持续稳定。记者从
省人社厅获悉，截至11月末，全省城镇新增
就业24.1万人，完成全年计划的104.78%，提
前完成目标任务；累计消除城镇零就业家庭
1020户，实现就业1020人，援助率100%。

今年以来，我省着眼就业工作新形势新
要求，大力实施“想就业找人社、缺人才找人
社”服务创新提升工程和高校毕业生就业创
业服务专项行动（“两找一服务”），实现了线
上线下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全方位精细
化服务，有效促进了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
链有机衔接。按照省委“往前赶”的工作要
求，省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协调联动，稳就业
工作合力进一步增强，责任落实力度不断加

大，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扩大主体对就业的
带动作用更加有力。

用好“工具箱”，打好“组合拳”，强化稳
就业政策落地见效。落实促就业16条、高校
毕业生就业20条、大学生创新创业14条，以
及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帮扶和规范公益性岗
位开发管理等文件，使就业帮扶、服务更加
有力。保重点群体，登记失业人员等重点群
体就业。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开展农
村劳动力务工增收行动，依托千亿斤粮食、
千万头肉牛等重点涉农工程促进就地就近
就业。提服务质量，持续推进“两找一服务”
工程，完善“96885吉人在线”平台、建强“两
员一师”队伍，通过“96885吉人在线”服务
平台，为就业困难人员精准推荐就业岗位，
对难以实现市场就业的，通过公益性岗位托
底安置就业。“想就业找人社、缺人才找人
社”服务创新提升工程获得全国第二届公共
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优秀公共就业服务
项目一等奖。

将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作为当前工作

的重中之重，坚持“前伸后延”“四路并进”。
持续强化高校毕业生留吉就业创业。注重
赋能，持续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
以“一建三送”为重点，建就业服务清单、送
政策进校园、送培训进校园、送岗位进校
园。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实训中心”
建设。依托大学生创业园、创业孵化示范基
地、青年见习基地及企业等实体，建立“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实训中心”，吸纳有就业创
业意愿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展就业
实训和“1311×N”服务活动，提供一定额度
生活补助，帮助毕业生通过岗位匹配、见习
留用等渠道实现就业。挖潜扩容，扩展就业
岗位，加大事业单位招聘力度；发布公告，启
动“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工作；与省教育厅、
省工商联举办吉林民企高校携手促就业行
动，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作
用。聚力攻坚，启动“2022年离校未就业高
校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全省各级人社部
门组建工作专班，专门部署推进，加紧做好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接收、对接和后续扶

持的准备工作。
狠抓服务落地，促进困难群体就业。印

发《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帮扶工作的通知》，全面
实行困难群体专人包保帮扶制度。我省人
社部门会同省残联等多部门共同组织开展
就业援助月、就业援助“暖心活动”，集中帮
扶就业困难人员。落实就业服务专员“一对
一”包保联系制度，因人施策，精准服务。通
过“96885吉人在线”服务平台，为就业困难
人员精准推荐就业岗位，对难以实现市场就
业的，通过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就业。

另外，我省还制定实施《2022年全省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实施
方案》，采取“五个一批”形式促进就地就近
就业增收。推进就业帮扶车间建设，降低准
入条件，全省创建就业帮扶载体171个，带动
脱贫人口就业1000余人。加大对自主创
业、灵活就业支持力度，努力确保了全年就
业目标完成和就业大局的总体稳定。

吉林日报记者 万双

稳经济·促增长

今年，我省立足资源优势，全力做好“粮
头食尾”“农头工尾”“畜头肉尾”文章，积极推
进“玉米水稻、杂粮杂豆、生猪、肉牛肉羊、禽
蛋、乳品、人参（中药材）、梅花鹿、果蔬、林下
及林特”十大产业集群建设，实施全产业链
开发，奋力向万亿级规模产业迈进。

健全顶层设计。充分发挥省农产品加
工业和食品产业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抓总作
用，建立完善集群群长工作机制，按照“一个
牵头部门、一个负责同志、一套工作专班”模
式，由牵头部门领导担任产业集群群长，相
关部门配合，统筹推进集群建设。

强化组织推动。各市县政府成立相应
组织机构，建立工作协调推进机制，将十大
产业集群发展情况纳入到全省乡村振兴和
县域经济考核重要内容。组织开展农产品
加工业评比表彰活动，对在十大产业集群建
设中业绩突出的50个先进集体和149名先进
个人给予表彰。

助力复工复产。疫情期间，制定了14条
推进集群重点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建立

“日调度”机制，协调帮助企业解决难点堵点
问题。组织各级农业农村部门为企业办实
事167件，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93个。600
户省级龙头企业于5月中旬全面恢复正常生
产经营秩序。

培育发展主体。开展省级重点龙头企
业、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农业领域“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创建认定工作，不断壮大集群企业
规模。预计新增省级重点龙头企业57户，总
量将发展到657户；新增省级农业产业化联
合体20个，总量突破150个；首次认定农业领
域“专精特新”中小企业85户。

加强政策扶持。制定出台人参、梅花
鹿、棚膜经济等发展意见，初步构建起集群
发展的政策体系。获批创建1个优势特色产
业集群、2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和5个农业产业
强镇，到位中央财政扶持资金4.15亿元。

协调乡村振兴专项基金为汪清好记食
品和柳河国信农业投资5000万元，对桦甸金
牛、长春城开、博瑞农业等10余户企业新建
项目开展前期调研和专家评审等工作。

开展指导服务。组织开展百户企业进
吉林活动，省外138户企业与省内131户农业
企业开展深入对接，签订农产品购销和项目

建设合作协议金额108亿元。联合吉林大
学、吉林银行等10余家科研院校和金融机构
多次开展科企银企对接活动，为44户企业授
信16.75亿元，30余家企业与科研机构开展
洽谈合作。举办果蔬、人参、食用菌等线上
线下培训和咨询服务，开办农民夜校培训
班，邀请中国工程院李玉院士等7位专家线
上授课辅导，近10万农民参加培训，为产业
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截至10月末，玉米水稻产业加工量
368.2亿斤，实现产值655亿元，同比增长
3.2%。杂粮杂豆产业集群重点企业实现产
值101亿元，同比增长3%。全省生猪集群全
产业链产值达到1120亿元，同比增长5.1%。
牛羊集群全产业链产值可达1968亿元，同比
增长7.6%。全省家禽饲养量达到5.38亿只，
同比增长18%。全省乳品实现产值75亿元，
同比增长2%。参业综合产值实现550亿元，
同比增长7.1%。梅花鹿全产业链产值达到
350亿元，同比增长9%。全省果蔬总产量达
1700万吨，实现全产业链产值565亿元，同比
增长3.1%。林下及林特产业集群实现产值
38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0.3%。

吉林日报记者闫虹瑾实习生高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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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就业形势持续稳定
截至11月末，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4.1万人，完成全年计划的104.78%

向万亿级规模产业迈进

我省积极推进十大产业集群建设
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12月29日起停办相关业务

近日，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了解到，
因住房公积金年度决算，长春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自2022年 12月 29日（星期
四）零时起停止办理住房公积金归集、提
取、贷款等线上、线下业务。2023年1月3
日（星期二）零时起恢复正常。

据了解，线上业务主要办理渠道包括
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方网站、网
上办事大厅、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
VTM自助柜员机、支付宝市民中心（长春
市公积金）、吉事办APP（长春市公积金业
务）、12329热线（自助及人工服务）、自助
查询机等。

线下业务办理渠道是指长春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各分中心及分理处的办
事大厅窗口（包括长春市各政务服务中心
的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城市晚报全媒
体记者 陆续 实习记者 穆俊辰

蛟河市人民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
韩继伟严重违纪违法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经吉林市委批准，吉林市纪委监委对
蛟河市人民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韩继伟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韩继伟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公车私用，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反廉洁
纪律，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违反
工作纪律，利用职权违规干预、插手诉讼
案件，违规留存案件材料。利用职务便
利，为他人在案件处理、工程款拨付等方
面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数额巨大，涉嫌
受贿犯罪；伙同他人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
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涉嫌徇私
枉法犯罪。

韩继伟身为司法机关党员领导干部，
理想信念丧失，宗旨意识淡漠，受利益驱
使，与案件当事人进行不正当交往，以权
谋私，大搞权钱交易，毫无敬畏之心，丧失
纪法底线，胆大妄为，任性用权，执法犯
法，严重损害法官形象、破坏司法公信力，
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
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
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吉林市纪委常
委会会议研究并报吉林市委批准，决定给
予韩继伟开除党籍处分；由吉林市监委给
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
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
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城市晚报
全媒体记者 陆续 实习记者 穆俊辰

振兴发展 奋斗在“吉”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老师，我今天一天销售额4100多元！”

12月7日上午，吉林省星拓传媒有限公司总
经理钱坤，收到了来自脑瘫患者阿新“报喜”
的微信。

家住长春市绿园区的阿新（化名）身患
脑瘫，口不能言、行动不便，每天依靠打电脑
游戏消磨时光。几个月前，在政府部门的促
成下，星拓传媒为包括阿新在内的一批学员
免费开展了短视频制作的培训。这让17岁
的阿新的生活开始发生变化——

在星拓传媒荣老师手把手地悉心指导
下，阿新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商家推广视频，
消费者通过阿新发布的链接下单购买商品，
根据平台规则，他可以借此获得一定数量的
佣金。凭借这种方式，阿新每月能获得几百
到几千不等的收入，这让他觉得自己是个有
用的人。作为阿新的领路人，钱坤也从中收
获着感动和幸福。

36岁的钱坤，2009年进入互联网行业，
2015年开启自媒体创业，2022年带领团队
转型，深耕短视频平台“本地生活”板块，致
力于为长春市本地实体商户线上引流，引导

线下消费。
除了为阿新这样的群体提供免

费的短视频制作培训，钱坤公司还自
主培养了专业的短视频制作、推广团队。目
前，钱坤带领公司70人新媒体团队，利用新技
术、新方法，依托旗下6000万粉丝矩阵，为新
媒体文旅创新、新媒体本地生活创新、新媒体
线上引流线下发展贡献着力量。

日前，一位在长春市宽城区经营检车线
生意的企业主找到钱坤，想要用短视频推广
为企业吸引客源。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之
后，钱坤帮助对方设计了营销方案：检车线
企业在短视频平台推出优惠检车的团购链
接，星拓传媒拍摄制作视频后，利用公司旗
下多个短视频账号集中进行线上推广。

随即，摄影师来到现场拍摄原始视频图
片，包括阿新在内的众多短视频博主根据各
自风格再探访、再加工、再制作后推送至短
视频平台，吸引用户下单购买、线下核销体
验。几天后，检车线宾客增多。在此期间，
消费者也享受了更实惠的价格，商家获得了
更高的销售额，视频博主获得了推广费。“虽
然优惠后客单价低了一些，但企业有了收
入，我们也有了继续经营的动力。”企业主说。

探店、推广、营销……通过线上推广，将

客流吸引到线下，这样的模式为实体商家复
苏发展提供着助力，更有力带动了消费升
级。钱坤表示，短视频行业的良性发展，让
商户的优点被放大、缺点无所遁形。由此，
商家都试图用更精致的装修，更好的服务，
更具性价比的产品来吸引客户，推动了行业
的迭代和升级悄然发生。

记者手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网络强
国、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
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作为长春市互联网业联合会副会长，钱
坤带领同事们利用新媒体工具开展线上营
销推广，带动就业，也为实体经济复苏发展
提供助力。仅2022年，钱坤带领星拓传媒，累
计为老韩头、皓月、中之杰等上千个品牌的
商品实现了线上营销、线下引流。互联网，
真正成为实体商家转型发展的现实依托。

作为新媒体行业从业者，钱坤和同事们
用镜头记录着时代发展，用新媒体、文字、图
片、视频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为实体经
济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也开辟了新媒
体行业发展的新天地。

吉林日报记者 陶连飞

让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