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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吉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发布

政策有温度 服务有力度

我省织牢重点群体就业“保障网”
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就业

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的就业，是稳
就业的“基本盘”。全省人社部门
聚焦不同群体特点，精准施策、分
类帮扶，通过政策赋能、服务创新
与典型引领，全力保障重点群体就
业有渠道、创业有支持、困难有兜
底，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澎湃动
力。

年初以来，我省将高校毕业生
就业作为“一把手工程”，打出“政
策+服务+平台”组合拳。一方面，
加快落实“十大行动”，确保高校毕
业生就业生活补助、租房补贴、一
次性购房补贴等政策资金有效落
实；另一方面，创新构建服务体
系。省人社厅组建政策宣讲团深
入20余所高校开展宣讲，覆盖超万
人次；省教育厅、省人社厅联合举
办高校旅游管理类专业双选会，吸

引200余家企业提供6000余个岗
位；长春大学残疾人毕业生专场招
聘会汇聚80余家企业提供1100余
个岗位，确保“残疾人就业不掉
队”。为增强留吉吸引力，全省开
展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典型路演
系列活动，选树榜样，营造氛围；延
边州创新打造“就业+文旅”模式，
通过歌舞表演展现地域文化魅力，
有效吸引高校毕业生扎根延边。
松原市组织“莘莘学子松原行”活
动，带领学生深入企业沉浸式体
验；辽源市北方袜业“千人计划”成
功带动1017名高校毕业生稳岗就
业，并激励106人投身创业。

在服务农村劳动力方面，我省
将转移就业深度融入乡村振兴战
略，大力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四季春”行动和“农民工资性收入
提升行动”。依托“夏出务工”专项

活动强化劳务对接，截至目前，实
现转移就业214.69万人，同比增长
8.3%。同步就近就业渠道拓宽，创
建就业帮扶车间1153家，吸纳脱贫
人口6037人。

对于就业困难群体，我省强化
就业援助，发挥兜底保障作用，保
持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吉林市
扩大每月20日就业大集招聘对接
品牌效应，举办各类招聘活动195
场，直播带岗46期，服务企业1738
户，提供招聘岗位29541个，求职者
与企业达成意向4851人，有效解决
重点群体就业难题。

全省还着力发挥创业引领作
用，发放创业担保贷款3.4亿元，直
接扶持606人成功创业，带动就业
2106人次，实现“创业一人、带动一
群”的倍增效应。

吉林日报记者 万双

2025年全国高考在即，
为确保全省高考安全平稳有
序，省公安厅超前部署、全警
动员，推出一系列安保服务
举措，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心、
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

高位部署，压实安保责
任。省公安厅成立高考安保
工作领导小组，制定详实方
案及应急预案，层层压实责
任。厅机关派出督导组赴各
地检查落实，各级公安机关
主要领导靠前指挥，确保措
施落地见效。

全域排查，净化考点环
境。全省公安机关已对所有
考点及周边开展“拉网式”隐
患排查，重点整治安防设施
及治安秩序。联合相关部门
严控施工、商业噪声，考试期
间禁止噪声作业，保障考场
安静。

科技赋能，守护考试公
平。试卷运输保管全程由警
力值守、视频无死角监控。各
考点部署充足警力，严控入场
安检及人员流动。同时严打
作弊器材销售、替考等违法犯
罪行为，加强无线电监测压
制，坚决维护考试公平。

绿色通道，保障赴考畅
通。考试期间，公安机关将

在考点周边增派警力疏导交
通，设立“高考应急服务站”
和“护考小分队”，为紧急情
况提供援助。实施交通临时
管制、禁鸣绕行措施，对接送
考生车辆优先通行，涉考轻
微违法以教育为主。

暖心服务，传递公安温
度。全省已开通考生身份证
办理“绿色通道”，考前遗失
证件可优先补办。各考点执
勤点配备应急物资，完善突
发事件快速响应机制，并为
考生家长提供安全提示。

全省公安机关将始终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
感，恪尽职守，担当作为，以
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
措，全力以赴投入高考安保
工作，坚决实现“平安高考”
目标。

同时，呼吁广大市民朋
友,自觉遵守高考期间各项
管理规定，共同营造良好环
境。考生及家长如遇紧急情
况或需要帮助，请及时向现
场执勤民警求助或拨打110
报警电话。欢迎社会各界和
广大群众积极举报各类涉考
违法犯罪线索，公安机关将
依法严厉打击。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全力护航2025高考

全省公安机关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

6月4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
闻发布会，发布《2024年吉林省生
态环境状况公报》。省生态环境厅
相关负责人对《2024年吉林省生态
环境状况公报》进行解读，并公布
我省六五环境日活动相关情况。

2024年，全面深化美丽吉林
建设，聚焦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
撑高质量发展，坚决扛起维护生态
安全的重要使命和守护吉林生态
地标的政治责任。全省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安全形势
平稳，未发生较大以上级别突发环
境事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迈上新
台阶。

环境空气质量保持稳定，继续
保持在全国第一方阵。全省地级

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为
92.9％，优于全国平均水平5.7个
百分点。细颗粒物（PM2.5）年均
浓度为26.9微克/立方米，优于全
国平均水平2.4微克/立方米，以上
两项指标连续9年优于全国平均水
平。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
粒物（PM2.5）、二氧化硫、二氧化
氮、一氧化碳、臭氧等6项主要污染
物平均浓度连续7年达到国家二级
标准。全省无酸雨城市，降水pH
均值为6.57，呈中性。

水环境质量再创历史最好水
平，实现2021年以来“四连升”。
全省109个国家考核断面首次实
现Ⅴ类及以下水体全部消除，其
中，Ⅰ-Ⅲ类水质断面97个，比例

达到89%，同比上升2.8个百分点，
优于国家年度考核目标11.9个百
分点。Ⅳ类水质断面12个，占比
11%，同比下降0.9个百分点。我
省境内松花江、图们江、辽河、鸭绿
江及绥芬河等五大水系水质均达
到良好及以上。松花江、图们江水
系干流，鸭绿江、绥芬河全域优良
水体比例达到100%。全省地下水
国家考核点位水质保持稳定。

生态质量状况连续21年保持
良好，全省生态质量指数（EQI值）
为67.3，优于全国平均水平。生态
系统质量稳中有升。全省自然生
态系统覆盖比例较高、人类干扰强
度较低，生物多样性较丰富、生态
结构较完整、生态系统较稳定、生

态功能较完善。
全省土壤环境质量保持在较

好水平。农用地土壤环境良好，重
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
障，为产出优质“吉林粮”打下坚实
基础。

声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全省
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昼间达标
率为96.9%，同比上升4.2个百分
点，夜间达标率为84.9%，同比上升
8.1个百分点，连续7年持续提高。
辐射环境稳定安全。全省环境电
离辐射水平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
空气、水、土壤等各类环境介质中
天然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处于天
然本底涨落范围内，人工放射性核
素活度浓度未见异常。环境电磁

辐射水平低于国家相关限值，监测
频率范围内电场强度始终低于国
家标准规定的公众暴露控制限值。

据悉，今年我省六五环境日省
级主场活动将在长春举行。主场
活动将在形式上创新，举办“美丽
吉林我先行——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宣讲大赛，并配套开展环境
日系列活动。省生态环境厅副厅
长蔡宝峰在发布会上介绍说，我省
生态环保宣传周活动已开启，为期
一周，希望通过宣传周各项活动，
全面展示美丽吉林建设的突出成
就，培育弘扬生态文化，动员全社
会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积极
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2025年全国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考试将于6月7日至10
日进行，为全力做好高考交
通安保工作，助力学子圆梦，
长春交警全力护航高考出行
安全。

高考前夕，长春交警提
前与考场学校沟通联系，对
市区各考点及周边道路进行
实地踏查，结合辖区实际，制
定针对性工作方案，联合治
安、城管等部门开展执法，有
效净化考场周边交通环境。

针对考试前、后接送考
生车流集中的特点，将适时
采取临时封闭、单向通行等
措施，确保考点及周边道路
交通安全；加强社会宣传，引
导市民提前选择绕行路线，
避开考场周边路段通行；加
强对考点周边道路乱停车及
乱鸣笛等交通违法行为的管
控力度，确保考点门前两侧
100米以内无停车现象；特别

是英语听力考试期间，将对
临街考点道路实施禁止机动
车通行及外围分流等临时性
管制措施，确保听力考试顺
利进行。

温馨提示：1. 6月6日13:
30-16:00为考生验考场时间，
请各位考生和家长提前熟知
考场位置，规划好考试当天前
往考场的路线和时间，避免因
走错或迟到耽误考试；

2.如考生遇到忘记携带
准考证、身份证等问题时，可
就近寻求交警帮助，将第一
时间帮助考生解决问题；

3.高考期间请大家错峰
出行，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
交通，为考生创造畅通的交
通环境；

4.如您驾车出行，一定要
听从交警指挥，规范停车，驾
车时不要乱鸣笛，为考生营
造安静的考试环境。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长春交警发布高考前提醒
相关新闻>>

促就业强产业！

权威部门解析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
新华社记者 姜琳

新华社北京6月 4日电 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4日宣布，将在30
个左右具备条件的城市开展人力
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
点。试点有何重点、如何开展？记
者采访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
力资源流动管理司负责人。

“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
业融合发展试点，是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
旨在加快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助
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述负
责人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现
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
合。作为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重
要门类，近年来，人力资源服务业
年均服务5000余万家次用人单位，
其中约40%是制造业企业，形成了
大量专门面向制造领域的人力资
源服务场景。

“我们联合三部门下发试点通
知，目的是在现有经验基础上，探
索产业升级与就业促进相互联动
的新路径，推动形成现代化产业体
系和高质量充分就业高效协同的
发展格局。”上述负责人表示。

按照通知，30个左右试点城市
将通过3年左右的努力，培育一批
面向制造业的专业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打造一批融合发展平台载体
和联合体，发展一批支持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的人力资源服务创新技
术、产品、模式，形成一批推动人力
资源和实体经济、科技创新深度协
同的政策体系和有效模式。

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试点城
市原则上为地级及以上城市，应当
具备较大规模的制造业特别是先
进制造业集群、比较发达的人力资
源服务业基础、丰富的教育人才资
源、较强的区域示范带动作用等条
件。

试点城市应统筹就业、产业、财
政、金融、土地等扶持政策，促进人
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同时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推动
将符合条件的项目列入就业和技
能培训、现代服务业、工业和信息
化领域有关专项资金扶持范围。

在打造融合发展载体方面，这
次试点要求以加强重点产业用工
保障为重点，支持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联合制造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产业组织、工业园区、先进制造业
集群等组建招聘用工联合体；以促
进劳动者素质提升和人力资源开
发为重点，支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联合大型企业集团、产业链龙头企
业等建设跨企业培训中心或组建
人才服务集团。

通知提出，培育发展制造业人
力资源管理咨询、全球高端人才选
聘、专业化人才测评、数字化人力

资源管理等服务，支持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面向制造企业开发优化招
聘大模型、智能面试、虚拟现实培
训等新产品。

支持制造企业联合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开展人力资源事务外包、共
建人力资源共享中心，为受人工智
能等新兴技术影响的制造业从业
人员提供转岗培训和再就业服务，
促进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

试点城市还将加强人力资源服
务产业园建设，依托产业园建设就
业公共服务平台、劳动关系公共服
务平台、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打造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
枢纽。

试点工作有无时间表？
按照部署，7月18日前，由各省

级人社部门联合相关部门推荐有
意愿承担试点任务的城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将组织专
家评审并择优确定试点城市。9月
底前，试点城市需编制印发人力资
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
实施方案，开展试点工作。

“我们将加强组织领导，指导地
方人社部门和试点城市有序开展
试点工作，探索将其列入就业、人
才、产业工作重点任务，健全工作
机制，强化政策支持，注重跟踪指
导，推动取得实效。”上述负责人
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