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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东北五校就业协作体（吉林大学专场）暨吉林省高校2025届毕业生秋季双选会活动现场。新华社记者 孙逸轩 摄

从一场万人双选会
看吉林促进高质量就业的新动能

新华社记者 孙逸轩

新华社长春10月22日电 810家用
人单位、66家高校、2万多名高校毕业
生……10月21日，东北五校就业协作
体（吉林大学专场）暨吉林省高校2025
届毕业生秋季双选会在吉林大学举
行。一场万人双选会背后，高校、企业、
政府的多方合力，正成为吉林促进高质
量就业的新动能。

高校：精准辅导助力学生就业

“名单上这么多企业，却不知道哪
家适合我？”面对同学们的困惑，吉林大
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毕业年
级辅导员严冬在双选会的现场，和学生
们挑选着符合求职意向的用人单位和
岗位。严冬说：“同学们缺少求职经历
和工作经验，难以从简单的岗位名称认
知到将来的工作内容。”

为此，他提前梳理了57名希望就业
的本科生资料，同时也对相关企业进行
前期了解、走访对接。本次双选会上，不
少学生拿着严冬量身定做的企业名单
进行简历投递，大大提高了求职效率。

吉林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与服
务中心指导科科长孙卓介绍，本次双选
会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
学、吉林大学、东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
等五所东北院校发起的秋季系列双选

会中的第三场。本次双选会增设的“供
需对接 荐岗洽谈”专区，为各学院、研
究生培养单位提供同企业直接交流的
机会，让供需匹配更精准。

企业：多元拓岗渴求新质动力

中国一汽人力资源部招聘经理左
方一说：“伴随着汽车行业的转型发展，
我们面向新能源、智能网联、数字化等
方向招聘量显著提升。”

据统计，本次双选会共邀请到全国
29个省份的810家企业前来参会，提供
用人需求近5万个。从参会企业的结构
来看，制造业用人单位比例最高，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用人单位提供岗位较
多，信息、工程、理学等学科需求量大。

记者在活动现场观察到，高端装备
制造、光电、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从事新
兴产业的企业成为求职热门。吉林农
业大学计算机专业的王同学，已经拿到
一家企业的录取通知。但对人工智能
领域感兴趣的他表示：“还想再多去其
他企业看看。”

海外岗位也是不少企业的招聘重
点。来自浙江温州的民营企业青山控
股集团今年计划招聘1200多人，其中
不少岗位的工作地点在海外。该公司

负责人力资源工作的陈经理表示：“现
在国内外的交通很方便，公司今年也提
供了有竞争力的薪资待遇。”

政府：留才引才推动东北振兴

“生活补贴，博士是2500元起每个
月，最长申领24个月。”双选会上，长春
市人才服务局的展位成为不少毕业生
光顾的重要点位。十几分钟内，200多
份介绍长春人才政策的小册子，就被取
光了。

负责宣讲的工作人员史洋说：“大
家普遍关注人才公寓等住房支持政
策。”他介绍，今年6月长春市围绕促进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来长留长出台
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对高校毕业生租
房、购房都提供了很大的支持。

据了解，本次双选会邀请到黑龙江
省、长春市、沈阳市浑南区等10个地区
的人社部门参会，有效帮助区域内企业
做好留才引才工作，持续助力高质量就
业。

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吉林省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留人才，大力发展经济
引人才，全年跨省净流入4.34万人，扭
转了连续13年人口净流出的现象，“山
海关不住，孔雀向北飞”的良好态势正
在形成。

追回资金160.6亿元！

医保监管守好百姓看病钱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记者 徐鹏航）医保基金
监管亮剑，守好百姓看病钱。

22日，医保基金监管蓝皮书《中国医疗保障基金监
督管理发展报告（2023～2024）》在京发布。记者从发
布会上了解到，国家医保局飞行检查已覆盖全国所有
省份，今年1月至9月，全国各级医保部门共追回医保资
金160.6亿元。

关乎约13.34亿参保人，医保基金监管跑出“加速
度”——

从拉拢参保人虚假住院，到混淆性别骗保，再到异
常高住院率背后的骗保……今年以来，国家医保局持
续加大飞行检查力度，通过年度例行飞检和“四不两
直”专项飞检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发挥飞行检查“利剑”
作用。

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副司长谢章澍介绍，截至9
月，今年国家飞检已检查定点医药机构500家，查出涉
嫌违规金额22.1亿元。

近期，一系列规章制度出台，建立定点医药机构相
关人员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制度，对定点医药机构相关
人员实行“驾照式记分”；加强医保基金社会监督员管
理工作，强化社会监督；加强长护服务机构定点管理
……医保基金监管更加“有章可循”，织密织紧医保基
金的“保护网”。

不让看病钱变“唐僧肉”，大数据模型来加持——
截至2023年8月底，全国定点医药机构达107.8万

家。如何精准监管，“有的放矢”？
蓝皮书建议，深化医保大数据应用，进一步提升医

保基金监管能力。
国家医保局坚持传统监管方式和现代化监管方式

相结合，持续发挥大数据模型的作用，筛查分析苗头
性、倾向性、趋势性问题，实现精准打击，推动大数据监
管取得突破性进展。

今年以来，国家医保局根据大数据模型线索，开展
专项飞检的定点医药机构达到185家，查实欺诈骗保机
构111家。

问题清单“自查自纠”，多部门“上下协同”——
今年以来，医疗机构通过自查自纠，已主动退回医

保基金近36.2亿元。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医疗保险服务处副处长刘忆表

示，公立医院要切实落实医保基金监管的主体责任，建
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不断提升基金使用的安全性。

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副会长、蓝皮书主编应亚珍
指出，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基金监管长效机制，强化部门
综合监管机制。

谢章澍表示，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从推动飞行检
查扩面、做实自查自纠、强化大数据监管、健全长效机
制、加大曝光力度等方面持续发力，坚决维护好医保基
金安全。

华为正式发布原生鸿蒙系统
新华社深圳10月22日电（记者王攀 白瑜）华为技

术有限公司22日在深圳正式发布原生鸿蒙系统Har-
monyOS NEXT。这是我国首个实现全栈自研的操作
系统，标志着中国在操作系统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全栈自研是指原生鸿蒙操作系统从内核、数据库
到编程语言、AI大模型等全面自研，全面突破操作系
统核心技术，真正实现了国产操作系统的自主可控。

在当天的发布仪式上，华为常务董事、终端BG董
事长、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董事长余承东表示，原生
鸿蒙基于OpenHarmony全栈自研架构，从操作内核、
编程语言、集成开发环境、AI框架和大模型等实现全
栈自研，打造了全球第三个移动操作系统。

据介绍，过去一年，华为联合国内上万家生态伙
伴、数十万人投入鸿蒙原生应用开发，加快国产软件、
物联网、人工智能、政务和民生应用产业发展，助力构
建国产全面创新的信息技术产业链。鸿蒙也是行业首
个打通多设备、多场景，支持多样交互、自由流转的泛
终端操作系统，可实现手机、穿戴、汽车、全屋智能等多
设备场景互联。

余承东说，基于分布式技术和微内核架构等方面
的特点，原生鸿蒙系统有望为消费者带来新体验，为操
作系统行业和软件生态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带动相
关产业的升级和创新。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2017年对鸿蒙内核完成技术
验证，2018年进行终端可信执行环境（TEE）测试，
2019年基于开源框架进入关键模块自研阶段。2019
年8月9日，华为公司正式向全球发布鸿蒙操作系统。
2021年5月17日，华为宣布鸿蒙操作系统源代码全面
开源。

截至2024年10月20日，搭载HarmonyOS的鸿蒙
生态设备已超过10亿台。目前，鸿蒙生态已有超
15000个应用及元服务完成上架，覆盖办公、社交、娱
乐等18个垂直领域。

财政“真金白银”助力“两新”推进
新华社记者 申铖 胡旭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十一”假
期期间，在辽宁沈阳各大家电卖场，不
少顾客忙着排队结账。“我们在政府以
旧换新补贴20％的基础上，联合商家
额外加码补贴，助力家电焕新升级。”苏
宁易购辽宁区域总经理姜维说。

辽宁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辽宁省开展的汽车、家电等展示展销配
套活动中，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最高2万
元，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最高1.3万元，家
电以旧换新补贴最高2000元，让优惠
直达消费者，加速释放消费潜能。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
旧换新（“两新”），“真金白银”保障必不
可少。为此，我国明确安排3000亿元
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加力支持

“两新”工作。
“从8月底、9月初开始，各地方陆续

推出具体的操作办法，主要是加力支持
重点领域设备更新，进一步提升地方消
费品以旧换新能力，有力拉动投资增
长、释放消费潜力、促进产业发展。”财
政部部长蓝佛安说。

《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明确，有
关资金按照总体9：1的原则实行央地共
担。记者了解到，各省级财政部门积极

安排配套资金，确保地方负担部分落实
到位，部分地区还根据实际情况，因地
制宜加大地方资金配套负担比例。

购买家电最高补贴成交价格的
20％，以旧换新买新能源车最高补贴
1.8万元，报废并新购置同种类农机报
废补贴标准提高50％……《江苏省推
动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消费品以
旧换新的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当地支
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主要措施。

“我们积极筹措资金，加快资金拨
付兑付进度，积极疏通消费者资金兑付
的难点堵点，促进政策早日落地见效。”
江苏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江苏省
根据中央有关支持资金积极安排配套
资金，并明确全部由省级财政承担，着
力减轻基层负担。

千里之外的四川省，大规模设备更
新在财政资金支持下稳步推进。

成都泰华中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专注于永磁技术研发，开发的多个高新
技术产品广泛用于能源、化工、环保等
领域。“由于国家大力支持设备更新，我
们今年初步估算能获得100多万元的
补贴支持。这一政策可以帮助企业有
效降低成本，加快技术成果转化，有力
促进企业产销两旺。”公司财务负责人

李竣年说。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日前公示

的信息显示，包括泰华中成公司项目在
内，全省共有128个项目纳入今年设备
更新和技术改造项目资金拟支持名单，
涵盖生产线整体升级改造、环保技改、
安全生产技改等。

截至10月18日，四川已下达国家
超长期特别国债大规模设备更新专项
资金约18.62亿元，已下达工业领域省
级资金15亿元、医疗领域省级资金1.5
亿元、建筑领域省级资金2.75亿元等。

支持“两新”工作资金投入大、涉及
领域多，强化资金监管、保障资金安全
尤为关键。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赵长胜
介绍，财政部已配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部门建立了定期调度机制，密切跟踪政
策实施进展，压实各地项目和资金管理
的主体责任。明确资金使用“负面清
单”，并通过线上监控、线下核查等具体
举措，防止资金挤占、挪用，让“真金白
银”的政策落到实处、早见成效。

“下一步，财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
密切跟踪资金分配下达情况，推动有关
政策措施落实落细，确保‘两新’工作取
得更大成果。”赵长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