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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一提到东北，忧心者常
念叨的就是“咳，人口流失严重啊
……”而今，这个不假思索的判断可
能要修正一下了。2023年，吉林、辽
宁均实现人口净流入，扭转了连续
10余年的净流出局面。

数据倒转，孔雀飞入东北

根据人口抽样调查反馈数据，
吉林人口实现由2022年净流出
18.07万人到2023年净流入4.34万
人的转变，2011年以来首现净流入；
2023年，辽宁实现人口净流入8.6万
人，扭转连续11年人口净流出的局
面。可以说，吉辽两省人才流入的
正向态势正在形成。

孔雀是怎样飞来的？
——政策红利释放，高校毕业

生为代表的青年群体不断集聚。吉
林大学汽车底盘集成与仿生全国重
点实验室副教授孙天骏博士毕业后
考虑过南下发展，但最后选择留在
长春。“政策环境和产业基础都有优
势，吉林省汽车产业发展空间非常
大。”孙天骏说。

近年来，为吸引年轻人才，吉辽
两省不断亮出实招。吉林开展未就
业毕业生“1311×N”服务，辽宁省
于2022年10月启动“百万学子留辽
来辽”行动……2023年，吉林省实现
毕业生留吉13.3万人，留吉率超过
60％；辽宁省引进高校毕业生40.1
万名，同比增长20.8％。

——平台优势渐显，本地流出
人才有回归态势。郑伟奇曾是广州
一家企业的技术负责人，2022年初，
他了解到吉林省的“吉人回乡”政
策，东北工业集团也向他递来“橄榄
枝”。而今，他已是东北工业集团电
动智能汽车零部件研发负责人。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数据显示，2020至2023年“吉人回
乡”人数呈跨越式增长，累计达58.2
万人。

——振兴势头正旺，出现人力
资源“向北飞”苗头。37岁的江苏人
顾文昊，去年离开上海到沈阳新松
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我留学时学的就是智能控制，新松
作为机器人行业顶尖企业对我格外

有吸引力。”顾文昊说，大家都感受
到了白山辽海之间对人才的渴望。

半月谈记者走访发现，在吉林
大学、中国一汽、东北大学、航空沈
飞等东北知名高校和龙头企业，来
自全国各地的人才不断集聚。2023
年，辽宁省全职引进海内外博士和
高级职称人才4387人，同比增长
77％。近3年来，吉林省高级职称人
才从净流出转向净流入。

短板犹在，莫要盲目乐观

“吉林、辽宁实现人口净流入绝
非偶然，也不会是昙花一现。”一位受
访专家说，判断人力资源的流动方
向，首先要衡量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
势头。2023年，辽宁年度经济增速
10年来首次跑赢全国，吉林GDP增速
达6.3％，也创下近年最好名次。经
济展现活力、产业形势向好，这样的
地方自然会吸引人口流入。

不过，起势令人鼓舞，并不是过
度乐观的本钱。专家也提醒，东北
人才结构、人才容量和人才环境仍
存在必须正视的短板。

——中年骨干流失严重，人才
年龄结构仍需优化。部分受访人士
反映，经过前几年的人才流失，一些
东北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人才梯队
出现结构化失衡。一位年轻海归人
才感慨，目前东北不少科研单位四
五十岁的骨干人才出现断档，科研
团队中不是60岁上下的“老先生”就
是新近引进的年轻人才，“顶梁柱”
缺位，恐不利于团队创新能量的持
续释放。

——经济总量偏小，容纳就业
的产业基础有很大的升级空间。专
家指出，一方面适合年轻高端人才
就业的岗位相对有限；另一方面，要
真正吸引高端人才，待遇方面还嫌
不足。放眼整个东北产业，平均利
润率低是最大难题。从以提供原粮
为主的农业到提供原料为主的众多
基础性工业，利润率不高就意味着
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足。

此外，创新创业等方面的要素
供给仍缺乏活力。不少外来人才对
吉辽两省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第三
方审核鉴定机构等数量少、水平低

啧有烦言；作为科研创新的“航母”，
东北全国重点实验室整体效能也还
有提升空间。

——服务意识滞后，人才软环
境仍需提升。多位专家指出，相对
滞后的服务业仍会让人才感受到东
北与先进地区的落差。一位曾在深
圳工作的引进人才说，从商超内半
成品食材配备到公共场所禁烟水
平，虽则都是“小事”，但会影响年轻
人对生活环境的判断，东北要想吸
引新生代人才，不能不在细节上下
足软功夫。

久久为功，期待持续优化

从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新部署，
到风靡全国的“冰雪热”，过去一段
时间街谈巷议中的东北开始更多与

“活力”“希望”联系起来。活力如何
转化为可持续的发展动力？要看从

“人口净流入”到“人才大荟萃”这一
步，吉林、辽宁，乃至整个东北，走得
怎么样。

受访人士期盼，下一步，吉辽两
省等东北地区能够打造更加开放的
环境、更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持续
优化现有人才政策，不断为东北全
面振兴集聚人才要素。

一盼更加开放的环境。东北地
区应以更开放的思路擘画国际交
流，不仅是让人才走出去参加会议，
也要邀请更多人才来东北实地看一
看，感受创新创业氛围。东北地区
吸引人才面临的许多历史遗留问
题，解决之道也在于以开放性的思
路，寻求与国际接轨的真正变革。

二盼继续缩小薪酬待遇差距。
受访人士普遍关心的是，未来东北
地区的人才激励机制与薪酬水平如
何进一步优化，为人才提供更为实
在的保障。在解决人才后顾之忧方
面，东北也需更多创造性举措。

三盼现有人才政策能够持续。
近年来东北部分中心城市深化人才
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出台了一系列
人才配套政策，效果明显。这些政
策如何不“朝令夕改”，给外界稳定
预期，是接下来吉辽两省乃至整个
东北人才政策部署必须要考虑的问
题。 半月谈记者 姚湜白涌泉

修正“人口流失严重”标签
看东北这两省是如何扭转局面的

新华社北京5月 7日电
（记者罗沙）最高人民法院7
日公布的《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设运行工作规程》提出，各
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应
当检索人民法院案例库，严
格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规
范性文件，并参考入库类似
案例作出裁判。

据悉，人民法院案例库
是由最高法统一建设的案例
资源库，收录最高法发布的
指导性案例和经最高法审核
入库的参考案例，供各级人
民法院和社会公众查询、使
用、学习、研究。入库案例分
为刑事、民事、行政、国家赔
偿、执行五种类型。国家机
关、法学院校、律师协会等单
位，专家学者、律师及其他公
民个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案
例库推荐参考案例。

最高法提出，各级人民
法院审理案件时参考入库类

似案例的，可以将类似案例
的裁判理由、裁判要旨作为
本案裁判考量、理由参引，但
不作为裁判依据。公诉机
关、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
代理人等提交入库案例作为
控（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
应当在裁判文书说理中予以
回应。

各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
时，经检索发现人民法院案
例库未收录类似案例，而正
在审理的案件所涉法律适用
问题疑难、复杂的，可以就相
关法律适用问题提出请示，
或者报请提级管辖；由本院
继续审理的，应当提交审判
委员会讨论决定。各级人民
法院审理案件时，经检索发
现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有类
似案例，但认为正在审理的
案件具有特殊情况，不宜参
考入库案例的，应当提交审
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最高法：

各级法院审理案件
应当检索参考“人民法院案例库”

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
财政部近日下达1582亿元资
金，比上年增加23亿元，引导
和支持地方进一步巩固完善
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这是记者7日从财政部
了解到的。

据介绍，下达资金着力
在三方面使用：一是，提高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标
准。从2024年春季学期起
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
活补助国家基础标准，年生
均 小 学 由 1000 元 提 高 到
1250元，初中由1250元提高
到1500元；家庭经济困难非
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继续按
寄宿生生活补助国家基础标
准的50％核定。预计全国超
过2000万学生获得生活补
助。

二是，加大农村学校校

舍维修改造补助力度。从
2024年起提高农村学校校
舍单位面积补助测算标准，
东中部地区由800元/平方
米提高到1100元/平方米、
西部地区由900元/平方米
提高到1200元/平方米，并
适当提高高寒高海拔等地区
测算标准，更好满足农村学
校校舍维修改造、抗震加固
需要。

三是，支持加快补齐短
板弱项。通过以奖代补方
式，支持地方落实好乡村教
师生活补助政策，加快改善
农村寄宿制学校办学条件
等。

财政部表示，下一步，将
根据新形势新要求，动态调
整完善政策措施，不断加大
投入力度，支持和引导地方
加快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财政部巩固提高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水平

新华社北京5月 7日电
（记者李恒 董瑞丰）记者 7
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已设置
13个类别的国家医学中心，
建设125个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114 个省级区域医疗中
心。

国家卫生健康委体改司
一级巡视员朱洪彪在发布
会上介绍，我国在81个城市
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
建设试点，全面推进紧密型
县域医共体建设，为群众提
供预防、治疗、康复、健康促
进等一体化、连续性医疗卫
生服务。支持国家级临床
重点专科建设项目961个、
省级 3800个、市县级 1.1 万
个，开展全面提升医疗质量
行动，推广预约诊疗、多学
科诊疗、日间手术、检查检
验结果互认等便民惠民措

施，不断满足群众就医需
求。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
下沉，提升农村和基层服务
能力，也让百姓在家门口就
能享有优质的医疗卫生服
务。

实施临床重点专科建
设、县级医院能力提升工
程、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医
院等措施，大力提升市县级
医院的医疗服务水平；开展

“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和
社区医院建设三年行动，超
过 70％的基层医疗机构达
到服务能力基本标准或推
荐标准；开展农村订单定向
免费医学生培养，加强基层
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朱
洪彪介绍，近年来，一系列
措施提升了基层医疗机构
对群众的吸引力，2023年基
层诊疗量占比达到52％。

我国已建设125个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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