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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章立制

2020 年 7 月 1 日，山西省政府
印发《关于建立城乡居民补充养老
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该制度从
2021年1月1日起实施。

2020年12月8日，我市出台《运
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运城
市建立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制度
实施方案的通知》，为补充养老保险
政策落地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

我市人社部门积极行动、主动
作为，参与完成我省“城乡居民补充
养老保险业务系统研发”需求采集
工作。市人社部门工作人员通过进
村入户、与村民座谈等方式宣传政
策、了解群众参保意愿。各县（市、
区）人社部门及早动手，扎实开展摸
底工作。

我市财政部门立足实际，优化
财政支出结构，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认真开展基金的预算和财政补贴相
关工作，指导各县（市、区）财政在入
口、出口等补贴方面进行扎实预算，
全力做好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工
作财政支持。

我市税务部门积极参与系统研
发，在保费的征缴环节献计献策，实
现人社、税务两个部门业务系统的
无缝衔接。同时，工作人员加强与
市县两级经办机构对接，随时了解
工作进展，及时掌握工作需求，为参
保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缴费服务。

为确保补充养老保险工作顺利
实施，市委、市政府专门召开会议研
究部署，听取人社、财政等部门的工
作汇报，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
困难，逐一研究解决。

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为城乡居
民补充养老保险工作顺利实施创造
了优越条件。

宣传引导

该项工作开展以来，我市各级
人社部门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坚持

“宣传引导，服务为本，持续发力”的
工作基调，积极筹划、认真组织。经
办人员通过全方位学习、培训，充分
认识补充养老保险宣传工作的重要
性，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
当，保障了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
工作的顺利进行。

要把政策落实好，必靠宣传来
引导。今年第一季度，是我市确定
的集中宣传季，市县两级人社部门
工作人员走进乡村集镇，走向田间
地头，围绕参保缴费、待遇领取、子
女赡养等，开展持续宣传工作，做到
了宣传全覆盖、无死角。

除日常宣传工作外，3 月份，市
县两级人社部门还充分利用乡镇集
会、大型活动等重要时间节点，组织
开展了集中宣传活动。市人社局、
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分
别带队，赴 13 个县（市、区）向群众

宣传相关政策。
喇叭、横幅、展板、宣传单等，架

起了政府为群众服务的桥梁；一句
句细致的回复、一次次耐心的解答，
使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政策的群
众知晓率不断提高。3 月份的集中
宣传活动中，共发放宣传资料10万
余份、宣传袋 3 万余个、宣传围裙 1
万余条，有效扩大了城乡居民补充
养老保险政策的宣传面和覆盖面。

通过持续、针对性的宣传，使大
家更加透彻地了解了城乡居民补充
养老保险政策，进一步扩大了政策
的影响力，营造了良好的参保氛围，
为该项工作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坚实
基础。

服务为本

充分利用信息系统，摸清参保
人员的基础数据；进村入户走访群
众，了解参保意愿和缴费水平；组织
县、乡、村各级经办人员开展业务培
训，确保政策讲得清、说得明；在参
保、缴费、待遇申领等方面，为群众
提供全面、贴心、规范的服务……

在推动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
制度落地的过程中，我市人社部门
工作人员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把保
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不折不扣地宣传、执
行相关政策，以优质、高效、便民
的服务，稳步推进城乡居民补充养
老保险工作。

今后，我市人社部门将持续引
导广大城乡居民积极参保；加快工
作进度，确保符合享受待遇条件的
城乡居民，按月、足额领取到养老
金；同时，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鼓
励、督促子女履行赡养父母的义
务，通过参保缴费提高父母的养老
保险待遇水平。我市人社部门将用
心、用情、用智服务，切实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以优异成绩
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王向华

运城晚报讯（记者 张萌芝 通讯员
吴少英）近日，闻喜县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前往该县制造业创业孵化基
地进行调研。

调研过程中，工作人员听取了关于基地
建设情况、未来发展规划等内容的汇报，并深
入企业实地查看，对基地今后的运行和发展
提出建议。

该中心相关负责人要求，基地要抓住“运
才兴运”专项行动和闻喜县招商引资的有利
契机，继续吸引各类制造业企业入驻基地；要
做好相关配套服务设施建设，为入驻企业提
供全方位、一站式创业服务；要按照基地审批
要求，做好相关资料上报工作，尽快办理批复
手续，让企业早日享受到相关扶持政策。

闻喜县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调研制造业创业孵化基地

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制度作为我省在全国率先建立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撑，是我省有
效保障人民生活水平，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和重大制度安排，是一项惠及千家万户的重大民生工程，更
是山西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的具体举措。

1月1日，山西省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参保第一人张伟妮，在芮城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服务中心顺
利完成参保、缴费，标志着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在我省正式落地。随后，在各级人社、财政、税
务等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市稳步推进补充养老保险工作。

截至4月上旬，全市共有127.3万人参加山西省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占全省
17.3%，领取待遇人数为48.6万人，这项制度已在我市全面落地。

盛世谱新篇 养老开新花
——我市全面推动山西省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制度落地

▲工作人员在万荣县进行宣传 冯镜霖 摄

▲工作人员在绛县进行宣传 范楚乔 摄

运城晚报讯 为推进“人人持证、技能社
会”全民技能提升工程和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市总工会在全市开展“人人持证、技能
社会”职工职业技能培训活动，今年年底将完
成8万名职工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任务。

此次培训对象为全市范围内企事业单位
在职职工（包括农民工），由各县（市、区）总工
会、开发区工会和各企事业单位工会负责组
织实施，重点面向企业职工开展岗位技能提
升培训、高技能人才培养，面向就业困难群体
开展普惠性技能培训。此次培训将建立以市
级职业技能培训为带动，各县（市、区）、开发
区职业技能培训为衔接，企事业单位岗位练
兵和技术比武为基础的技能培训机制。

市总工会要求，各级工会组织要高度重
视，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设一批适应我市经
济发展的职工（劳模）创新工作室、技能大师
工作室、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职工培训中
心；积极开展“五小六化”竞赛活动，培育职工
创新意识，提高职工创新能力，提升创新成果
技术水平；广泛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岗位练
兵、“名师带徒”，以及“河东工匠”“首席技师”

“金牌工人”选树等活动，为职工快速成为高
技能人才搭建好平台。要充分调动各级相关
培训机构的积极性，动员企事业单位、学校、
民办培训机构等开展培训活动，引导职工通
过培训练就纯熟技术、掌握绝技绝活，争当

“河东工匠”“三晋工匠”“大国工匠”，为全市
高质量转型发展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
新型的劳动者大军，为“十四五”转型出雏形
开好局、起好步作贡献。 （李颖 柴孟婷）

“人人持证、技能社会”

市总工会年底将完成
8万名职工技能培训任务

运城晚报讯 近期，永济市劳动保障监
察综合行政执法队组织 17 家工程建设项目
负责人，召开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台数据采
集工作培训会。

会议强调，要统一收集建设项目的各项
数据资料，并逐步分项上传。要充分运用监控
预警平台，针对在建项目做到底数清晰、情况
明了、处置恰当；针对欠薪隐患和苗头，做到
早发现、早处置；针对发生过拖欠工资和存在
支付困难的项目企业，重点监控、重点关注。

该队相关负责人说，他们将加大对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企业的移交力度，保障农民工
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确保工资支付
监控预警平台数据采集任务和根治欠薪工作
圆满、有效完成。 （张乔芬）

永济市劳动保障监察综合行政执法队

建立健全农民工工资
支付监控预警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