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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苗鑫洋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日前，白山市城镇新增就业、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等重
点群体职业技能培训分别完成年计划
的108%、116%、102.6%，白山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交上一份高质量就业
答卷。

拓宽渠道，着力营造良好氛围。深
挖就业创业潜力。全面梳理岗位需求，
动态开发涵盖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
10余个行业领域就业岗位3000个。梳
理涉及高校毕业生就业的25项政策举
措，依托微信公众号、门户网站等进行
全方位宣传解读，为驻地高校毕业生就
业创业提供优良条件。做好线上线下
宣传。持续开展“专精小”直播带岗等
活动，每周定时开展直播。举办线上线
下招聘活动，发布信息2万余条。

示范引领，持续加强平台建设。该

局着力打造优质精品“孵化器”。先后
搭建了职业技能培训公共实训基地、白
山人社众创空间、返乡创业孵化示范基
地等多个平台，突出示范引领作用，打
造就业创业平台系列“样板间”，实现培
训实训、孵化指导、资源对接等全链条
式服务。搭建全省首家青年“网红”示
范基地，为入驻的商家、主播提供直播
间、影棚、基础设备等硬件设施。同时
结合短视频、直播电商发展趋势组织直
播带货、直播供应链、电商运营等交流
提升活动，培育孵化电商直播人才，打
造新形势下就业创业新矩阵。目前，已
入驻企业涉及服饰、农特产品、中草药
材等多种类别。针对返乡农民工、大学
生、军转（择业）干部等人员，持续开展
返乡入乡创业基地培育工程，以基地为
载体建设就业帮扶车间，全面提升返乡
入乡创业基地建设质量。已建设省、

市、县三级返乡入乡创业基地13个，统
筹推动实现全市城乡劳动者更加充分、
更高质量就业和创业，为全市经济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

强化服务，不断提升保障能力。搭
建供需对接平台，充分利用“96885 吉
人在线”平台，多渠道归集推送岗位信
息，组织开展“就业援助月”等系列招聘
会，参会企业 1203 户，提供岗位信息
5322 条，全面营造良好企业就业环
境。提高就业服务能力，创建“15分钟
就业服务圈”172个，收集、发布招聘信
息，提供就业指导服务，真正实现“‘小
圈’大服务、‘小点’大作为”。用好就业
创业政策，加强零就业家庭就业援助。
以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就业困难人员，
对职业技能培训进行补贴。发放创业
担保贴息贷款1.17亿元，为全市创业就
业人员提供更精准的服务。

白山为创业就业人员提供精准服务

本报讯 侯文慧 高振
然 记者 徐文君 报道 11 月
30日，随着机舱和叶轮的成
功安装对接，中交二航局承
建的吉林大安风光制绿氢
合成氨一体化示范项目配
套 700MW 风电项目施工
（南区二标段200MW）项目
首台5兆瓦风机吊装圆满完
成，标志着该项目又一里程
碑节点圆满实现，为全容量
并网发电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安风电项目建设规
模 200 兆瓦，主要施工内容
包括 40 台风电机组基础及
安装工程、40 台箱式变压
器、8 条集电线路及附属道
路。本次安装的风机设计
轮毂中心高度 110 米，叶轮
直径 193 米，最大扫风面积
29240 平方米，相当于 4 个
足球场大小。超强的扫风
面积带来加倍的陆上捕风
能力，单台机组年发电量可
满足 8000 户家庭全年用电
量。

在首台风机吊装作业
正式开始前，项目团队组织
开展多次方案评审，不断完
善风机吊装细节流程，结合
白城盐碱地土地特性及自
然气候条件等多项因素，确
定吊装施工方案。最终选

用1台800吨履带起重机作
为主吊，同时搭配1台85吨
履带起重机和两台汽车起
重机完成吊装工作。

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
充分发挥“严、细、实”的工
作作风，时刻关注天气变
化，克服了本年度首轮寒潮
和大雪的影响，紧密协同、
高效配合，通过科学施工组
织、周密作业准备、严格质
量检验，机舱和叶轮在连续
施工40小时后成功对接，圆
满完成首台风机吊装作业。

据悉，大安风光制绿氢
合成氨一体化示范项目采
用“绿氢消纳绿电、绿氨消
纳绿氢”的一体化解决方
案，聚合风力发电、光伏发
电、储能、氢能、绿氨等多种
清洁能源形式，形 成 电 —
氢—氨全产业链，建成投
产后将成为目前国内最大
的绿氢合成绿氨创新示范
项目，年发电量近70亿度，
年产绿氢 3.2 万吨、绿氨 18
万吨，每年减少碳排放约65
万吨，节约标煤23万吨，助
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
现，对保障我国能源安全、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
结构转型具有重要的战略
引领作用和创新示范意义。

中交二航局承建大安风电项目

首 台 5 兆 瓦 风 机 吊 装 成 功

本报讯 吴林锡 王文 记者 侯春
强 报道 记者从省林业和草原局获
悉，截至11月30 日，全省秋季森林
草原防火期结束，2024 年全年无
重大森林火灾。至此，我省胜利
实现连续 44 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目
标。

年初以来，受全球气候异常变
化影响，春秋两季防火期高温干旱
大风天气频繁出现，春季气温回暖
快，积雪融化早，秋季气温偏高，雪
季大幅延后，全年二级以上高火险
日较常年增加近 30%，森林草原防
火形势严峻复杂。全省各级林草部
门克服重重困难，充分发挥、调动防
火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全力以
赴抓宣传、除隐患、守阵地、强演练，
凝心聚力守住火灾扑救底线，有效

保护了全省森林草原资源安全和生
态建设成果。

措施部署求细。以总林长令发
布《关于加强春季森林草原防火工
作的令》，推动各级林长责任落实。
制定出台《全省林草行业森林草原
火险预警响应规定》，明确防火岗位
责任和工作标准。组织67家防火重
点单位开展火灾防控能力评估并形
成评估报告，直面问题，补齐短板，
真正做到层层抓落实、人人有责
任。联合开展省级检查30余次，发
现问题立即整改，确保了工作部署、
措施落实、责任追究三到位。同时，
按照省政府秸秆禁烧工作部署，将
森林防火区向农田内延伸范围由
100 米调减到 10 米，解决了困扰多
年的防火区秸秆存量大、清理难问

题，为农民减轻清运负担。在春秋
季高火险时段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212 次，飞行 45 架次，发射增雨弹
2000 多枚，从根本上解决野外火源
管控难的突出问题，最大程度降低
防控压力。

备勤备战求严。103 个防火机
构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和专业防火人
员值班，全面做好“打硬仗、打胜仗”
准备。全省447支专业、半专业森林
消防队9574人靠前驻防，并积极开
展应急演练2000 余次，通过演练实
现全域覆盖、精准布防，立体作战，
科学调兵、快速跟进，切实形成“精
准扑救，高效处置，快速反应”的战
斗力。对 1.5 万名“三员”实施信息
化网格管理，确保不漏岗、不缺位，
确保防火期内全天候巡视火情和

隐患，并及时上报有关情况，充分
发挥“神经末梢”的感知作用。坚
持人防、技防、物防相结合，充分发
挥 580 余座瞭望塔，319 个高山、
287 个 浅 山 区 视 频 监 测 设 备 ，近
2000 个入山口监控，150 余架无人
机 24 小时无盲区监测火险火情等
科技优势，全方位、全天候、立体式
监测林区火情，确保“封住山、看住
人、管住火”，牢牢把控森林防火关
键点。

基础保障求实。积极推进森林
草原高火险区防火基础设施和综合
治理建设，争取防火应急道路项目
资金40.95亿元，全面改善林区道路
状况。争取中央资金1539万元，新
开、维护边境森林草原防火隔离带
1029.6公里，补充储备防火物资510

万元。争取中央防火项目资金 1.8
亿元，组织实施重点火险区治理。
国内首架森林防火人工增雨专用飞
机落地吉林，购置 300 万元增雨火
箭 弹 全 面 保 障 人 工 影 响 天 气 需
要。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保障
能力全面提升，防控条件持续改
善，进一步夯实森林防火事业稳定
发展的基础。

省林草部门牢牢盯紧、盯实“无
重大森林火灾”目标，坚定信心和决
心，坚守严、细、实的工作作风，筑牢
森林火灾预防的“钢铁长城”，全年
仅发生1起森林火灾，有效防范森林
火灾发生的风险隐患，保障了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和吉林省生态安全，
为全省实现连续44年无重大森林火
灾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我省实现连续44年无重大森林火灾

近日，靖宇县纪委监委联合县文旅局、图书馆、新华书店等单位赴花园口镇松江村，捐赠各类书籍

500余册，为营造廉韵书香的乡村环境助力。 李珩 冮林山 记者 郭小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