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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调整2024年度城乡低保最低指导标准

全省就业形势持续稳定
各项指标完成度好于预期

近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随
着各项稳就业政策举措持续发力，
全省就业形势保持稳定向好态势，
主要指标超序时进度完成。1月至
11月，全省就业形势保持稳定、恢复
向好，调查失业率持续下降；截至11
月末，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4.64万
人，完成年计划的107.13%；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289.77万人，完成年
计划的107.32%；就业困难人员5.32
万人，完成年计划133%。

多措并举，政策加力稳定就
业。我省坚持顶格实施阶段性减免
企业社保费政策，截至11月末，社保
助企政策已释放红利35.33亿元。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1.4亿元，直接扶
持创业者9092人，带动就业再就业
岗位2.49万人次。我省制定实施《吉
林省人力资源市场条例》，制定了吉
林省实施重点群体创业推进行动工
作方案，提出了促进大学生就业22
条措施，出台2023年度一次性吸纳

就业补贴政策，提升就业服务质量，
加快推动就业。省人社厅深入推进

“两找一服务”工程，开展十项促就
业服务攻坚行动，面向有求职意愿
的劳动者和有招聘需求的企业，提
供更为优质、更为精细的就业服
务。“96885吉人在线”平台访问量累
计139.33万人次，共为1.37万家用人
单位发布招聘职位2.55万个，招聘需
求12.71万人；累计推送岗位信息
1.56万个，为企业推送人才3110人
次；完成就业帮扶21.42万个。持续
开展“万名人社干部进万企”活动，
与9127家企业完成对接，收集企业
需求7553项，帮扶完成率98.2%。

促进高校毕业生留吉就业。组
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专
项行动，多措并举推动留吉就业创
业。全省共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
1540场次，累计有2.19万个用人单
位提供岗位25.99万个，4.69万余名
毕业生达成就业意向。全省各级人

社部门已对接收的46310名离校未
就业高校毕业生数据全部摸排完
毕，实现教育部门移交数据的“百分
之百”联系和“百分之百”服务，落实
毕业去向41821人，2023届高校毕
业生留吉就业人数超过13万人，实
现三年连续增长。

推动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持
续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四季
春行动”“农村劳动力务工增收专项
行动”，省内转移就业231.44万人,
占79.87%。在榆树、舒兰、扶余3个
受灾市举办“情暖灾区 就业护航”农
民工专场招聘会。组织召开劳务品
牌建设座谈会，开展全省优秀劳务
品牌和劳务品牌培育基地评选工
作，评选吉林省“十大优秀劳务品
牌”和吉林省“十大特色劳务品牌”，
制作22个劳务品牌宣传片。全省创
建就业帮扶车间1042个，年度新创
建834个，吸纳脱贫人口4265人。

吉林日报记者 万双

我省启动智慧医保“先医后付”便民服务
12月22日，吉林省暨长

春市智慧医保“先医后付”便
民服务试点运行启动仪式在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举行。我
省智慧医保“先医后付”便民
服务启动后，能够大幅缩短参
保群众挂号、就诊、检查、交费
等环节的等待时间，有效提高
医院门诊诊疗效率，缓解患者
就医资金垫付压力，明显改善
群众就医体验。

智慧医保“先医后付”便
民服务是由省医疗保障局、省
卫健委、省政数局、国家金融监
管总局吉林监管局、人民银行
吉林省分行联合交通银行、中
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
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吉林银
行以及医链（上海）数字科技企
业，与我省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共同打造的普惠性医保便民
服务新模式，是智慧医保、智
慧医疗、智慧金融深度融合推
出的便民惠民新举措。

据悉，“先医后付”便民服
务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
平台，使用“医保码”作为身份

认证介质，由合作银行以消费
金融产品方式，向所有符合条
件的吉林省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人员提供限期免息、超期低
息的专属授信额度，经本人签
约授权后，可用于门诊就医自
动扣费或缴纳住院押金，实现
门诊看病“全场景无感付”和
入院押金“免现金信用付”。

“‘先医后付’便民服务启
动后，参保群众到医院门诊看
病的所有交费环节都不用去
窗口排队，在家里可以完成医
保挂号，预约就诊时间，在诊
室里、在检查及取药的过程
中，就可以无感完成扣款交
费，交费环节与原来相比可缩
短近2/3的时间。”省医疗保
障局总会计师林吉向记者说。

截至目前，智慧医保“先
医后付”便民服务已在全省28
家医保定点医院上线试运行，
同步实现了“医保码”线上线
下挂号、就诊、检查、交费、取
药、取报告等就医场景“全流
程一码通”。

吉林日报记者何泽溟

近日，按照《民政部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做好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制定
调整工作的通知》（民办发〔2021〕20
号）要求，结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实
际，我省印发2024年度全省城乡最低
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最低
指导标准，自2024年1月1日起执行。

据了解，全省城乡低保最低指
导标准为，城市低保最低指导标准
依次为月人均770元、660元、620元
和560元，农村低保最低指导标准依
次为月人均500元、470元、440元和
410元。各地根据所属档次，科学合
理制定2024年当地城乡低保标准，
确保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承
受能力相适应。

全省城市低保省定最低指导
标准

1. 第一档次最低指导标准为月
人均770元，包括长春市。

2. 第二档次最低指导标准为月
人均660元，包括吉林市、四平市、辽
源市、通化市、松原市、梅河口市、双
阳区、九台区、农安县、公主岭市、延
吉市。

3. 第三档次最低指导标准为月
人均620元，包括德惠市、榆树市、磐
石市、桦甸市、伊通县、东辽县、东丰
县、通化县、柳河县、集安市、前郭
县、图们市、敦化市、珲春市。

4. 第四档次最低指导标准为月
人均560元，包括白山市、白城市、长
白山保护开发区、永吉县、舒兰市、
蛟河市、双辽市、梨树县、通榆县、辉
南县、江源区、抚松县、靖宇县、长白
县、临江市、洮南市、大安市、镇赉
县、乾安县、长岭县、扶余市、安图
县、龙井市、和龙市、汪清县。

全省农村低保省定最低指导
标准

1. 第一档次最低指导标准为月
人均500元。包括长春市。

2. 第二档次最低指导标准为月
人均470元。包括吉林市、四平市、辽
源市、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
双阳区、九台区、德惠市、农安县、榆
树市、公主岭市、永吉县、桦甸市、磐
石市、蛟河市、舒兰市、双辽市、梨树
县、东辽县、东丰县、通化县、辉南县、
集安市、临江市、扶余市。

3. 第三档次最低指导标准为月
人均440元。包括通化市、白山市、
松原市、伊通县、柳河县、江源区、抚
松县、长岭县、乾安县、延吉市、敦化
市、珲春市。

4. 第四档次最低指导标准为月
人均410元。包括白城市、长白县、
靖宇县、洮南市、大安市、通榆县、镇
赉县、前郭县、图们市、安图县、龙井
市、和龙市、汪清县。

全省特困供养最低指导标准

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
不低于当地上年度城乡低保标准的
1.3倍；城乡全护理、半护理、全自理
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分别不低于
当地上年度最低工资标准的30%、
20%和10%。

全省各地要按照“不低于省定
最低指导标准的”要求，尽快调整
2024年度当地城乡低保标准和特困
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照料护理标准，
于2024年1月底前以民政、财政两部
门联合发文形式公开发布，自2024
年1月1日起执行。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四平：“铁牛”慧耕黑土地
新华社长春12月25日电(记者

李双溪 许畅)寒冬时节，呵气成冰，
吉林省康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院
内，等待提车的货车排着长队，叉车
叉起一台台免耕播种机装车发往外
地。“秸秆还田、免耕播种技术普及
了。我们的农机也得到广大农户的
认可。”公司副总经理刘敬明说。

近年来，吉林省四平市围绕黑
土地保护全产业链，打造北方农机
城，让“铁牛”更加智慧高效，从而助
力提升吉林省农业机械化水平，助
力粮食增收。

多年前，四平市梨树县农业技术
推广总站站长王贵满和来自中国科
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高校、科研机
构的几十位专家学者会聚梨树，在梨
树县高家村一块225亩的“破皮黄”地
块上，进行“秸秆全覆盖”黑土地保护
试验，验证了这项技术具有保墒、护
土、抗倒伏的效果。这种保护耕作模
式，后来被誉为“梨树模式”。

刘敬明回忆，2009年企业刚刚
建立时，农民还不认可免耕播种机，

认为秸秆还田、不清理秸秆直接种
地是笑话。近年来，随着“梨树模
式”护土保墒的效果显现，免耕播种
技术被农民接受。现在免耕播种机
已经供不应求。“最新的免耕播种机
已经实现掀开秸秆、下种施肥、覆盖
土壤一气呵成，一穴一株精准下
种。”刘敬明说。

走进该企业厂房，一台台焊接
机器人正在快速精准地焊接。刘敬
明表示，过去采用人工装配机器，一
年只能生产70台农机，现在采用焊
接机器人、数控设备等，年产农机达
7000台。

保护黑土地对农机的研发提出
了很高的要求。在四平市顺邦农机
制造有限公司，秸秆自动捡拾饲料
揉搓打捆机排成两排，几乎每年一
迭代，自主技术不断升级。“从过去
需要三个人操作机器，到现在一个
人就能实现秸秆捡拾、打捆，我们已
经有多项发明专利。”公司市场部经
理杨敏用手机展示一台机器的工作
数据，“这台秸秆打捆机12小时打包

了1000多捆秸秆，为农户赚了3000
多元钱。”

发展农机装备制造业需要上下
游的配套企业。为产业补链强链，
成了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重
要任务。今年，开发区在得知很多
农机制造企业的零部件需要送到外
地镀锌后，引入了一家镀锌企业，为
企业省去了大量物流和时间成本。

“经过多年发展，全市围绕农机
制造提供配套企业170多户，涉及铸
造、电镀、标准件、电子仪器等领域，
可以满足农机产业链基本配套需
求。”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副主任刘俊风说。

截至目前，四平市围绕黑土地
保护，从免耕播种、无人机植保到秸
秆回收利用，初步形成了农业生产
全过程的农机装备制造产业。在智
慧“铁牛”的助力之下，今年，吉林省
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94％，保护性耕作面积扩大到3700
万亩，粮食总产量837.3亿斤，创历
史最高纪录。

长春市规自局召开
启用“长春独立坐标系”调度会

近日，为全面掌握启用
“长春独立坐标系”准备工作
的完成情况，进一步完善准
备工作，确保按时启用“长春
独立坐标系”，长春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召开启用“长春
独立坐标系”调度会。

据了解，会议听取了启用
“长春独立坐标系”准备工作
进展情况及目前存在问题情
况，参会人员进行讨论交流，
共同研究提出解决措施和办
法。正式启用“长春独立坐标

系”的前期阶段要充分做好准
备工作，逐步完善提升软件
技术和硬件设备，各相关部
门要认真做好启用工作时间
节点前的统筹衔接工作，提
前做好应对舆情等突发情况
的解决方案，确保启用“长春
独立坐标系”后，相关社会服
务的审批、登记等业务不受
影响。同时，要在明年启用
后做好评估工作，持续推进
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兴业银行长春分行:

精准发力 全面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
为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

政府关于推进“专精特新”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进一
步深化金融赋能，12月14日，
吉林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促
进会联合吉林省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融资服务中心组织召
开“专精特新企业金融服务和
专项资金申报政策解读会”，兴
业银行长春分行受邀出席，并
与吉林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
促进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会上，兴业银行长春分行
普惠金融部负责人围绕专精

特新企业的融资“痛点”和“堵
点”，详细解读在助力企业融
资、人才培养和平台搭建等方
面的金融支持政策。结合专
精特新企业发展不同阶段的
资金需求，兴业银行长春分行
推出“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工
业厂房按揭贷”“连连贷”“优
质科创快易贷”和“人才贷”等
系列金融产品。截至11月末，
该行已累计为省内220户“专
精特新”企业提供了精准金融
支持，融资余额达77.6亿元。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薇

兴业银行党委印发《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的行动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中央金
融工作会议精神，兴业银行党
委结合各地调研情况，于近日
制定印发《中共兴业银行委员
会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
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的行动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
确了学习贯彻中央金融工作
会议精神的总体要求、组织领
导、工作任务、具体安排等。

《方案》指出，要切实把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转化
为制定战略、推动发展、部署
工作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
效，以新气象新作为不断开
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方
案》强调，要深入践行金融工

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以加快
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以推
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以金融队伍的纯
洁性、专业性、战斗力为重要
支撑，以防范化解风险为重
点，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完
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
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
求，争当贯彻落实中央金融
工作会议精神的“排头兵”，
奋力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
之路的兴业篇章。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刘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