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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杜玲） 日前召
开的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暨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提出，今
年，我市将与全省同时启动机关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和工资制
度改革、基层公务员职务与职级
并行制度改革，着力办好29项事
关民生发展的实事，确保到今年
年底前试点工作基本达标、目标
任务圆满完成、把惠民实事办
好，推动人社事业创新发展，让
老百姓安居乐业。

关键词：把“4+2”做成品
牌 再创23个创业孵化园（街）

就业为民生之本，帮更多城
乡居民找到“饭碗”是今年工作
的重头之一。

为深入实施统筹城乡就业创
业试点市和创业型城市建设，今
年，我市继续实施“10 万个就业
岗位推荐专项行动计划”和“千
村人社站服务提升专项行动计
划”，实现全市全年推荐就业岗位
10 万个以上，城镇新增就业 6 万
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万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5%
以内。同时，全面落实就业政
策，提高求职者就业、用人单位
招聘的成功率，重点要完善好

“4+2”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把
“4+2”做成品牌。

为实现“万人创业专项行动
计划”，我市对2014年建成和命名
的21个市级创业孵化基地兑现政
策待遇。另外，将再创建23个创

业孵化园（街），每个县市区不少
于2个，重点抓好示范区电子商务
产业园建设，鼓励支持创建省级
创业孵化基地。同时，全市全年
新增发放小额担保贷款3亿元，扶
持创业1万人。此外，重点抓好电
子商务培训，争取设立全国统一
的电子商务师考试焦作考点，实
现全市全年创业培训 0.55 万人，
电子商务培训0.45万人。

在实施“全民技能振兴工程 3
年行动计划”“10 万人次技能培训
专项行动计划”时，注重推进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举办全市职业技
能大赛，搭建技能人才脱颖而出的
平台，到今年年底实现全市全年各
类职业培训10万人次以上。

关键词：启动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 企业退休人员人均养老金
每月近2000元

社保是民生之基，今年我市
继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为深入推进养老保险经办服
务标准化试点市和基本医疗保险
医疗服务监控重点联系城市建
设，我市全面实施机关事业单位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将涉及我市
3600 家左右机关事业单位、14 万
名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的切身利
益。目前，省里正在研究拟订改
革实施方案和职业年金办法。

提 高 社 会 保 险 参 保 率 。 今
年，我市持续实施“社会保障服
务提升专项行动计划”，做好全民
参保登记工作，力争实现所有参保

人员应保尽保。2015 年年底，全市
城镇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基本
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
育保险参保人数，将分别达到 52
万、95.1万、34.5万、34万、29万。

提高居民养老保险水平。今
年1月，市政府决定将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
每人每月增加23元，调整后每人每
月养老保险待遇达到 93 元至 98
元；将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人员的缴费档次，由 10 个增加到
16个，同步提高缴费补贴标准。该
政策涉及全市156万城乡居民的利
益，各县市区按市政府要求正在抓
好落实。

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待遇。今
年，我市将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水平再提高 10%，据初步测
算，人均养老金标准由去年的
1780 元提高到今年的近 2000 元。
这项工作涉及全市 13.6 万名企业
退休人员的利益，各级各有关单
位正在认真落实政策，确保养老
保险待遇按要求及早兑现到位。

提高城镇医疗保险待遇。推进
落实城镇医疗保险按比例报销上
不封顶制度，受益参保人员达95万
人。继续提高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财
政补助和个人缴费标准，人均财政
补助标准由去年的320元提高到今
年的380元。落实门诊重症慢性病
医保优惠措施，预计为参保人员减
轻医疗费负担3000万元。

提高失业保险统筹水平。完

善失业保险市级统筹制度，实现
全市失业保险基金统一管理。同
时，调整失业保险标准，将失业
保险费率由现行的3%降至2%。

提高工伤保险服务水平。今
年将依法推进建筑等高风险企业
参加工伤保险；继续落实企事业
单位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
筹管理工作，全面解决破产改制
企业工伤职工待遇问题。

关键词：全面推行基层公务
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

积极推进公共就业人才服务
标准化试点市、中小学教师职称
制度改革扩大试点市和公务员聘
任制试点市建设，为转型发展提
供人才支撑。今年，我市全面落
实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调整、
结构优化方案，推动县以下机关
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务与
待遇挂钩制度的实施。

优化人才智力引进服务。重
点推进人才服务产业园和留学人
员创业园建设，办好第四届“海
创会”，开展事业单位引进高层次
紧缺人才和第二轮企业人才服务
团招聘工作，全市全年引进高层
次紧缺人才1000 人以上。抓好引
智项目申报和实施，支持企业申
报高端外国专家项目，探索实施
国际人才合作项目资助计划，推
动已批准的11个引智项目的落实。

优化职称评审管理服务。今
年将适当提高事业单位专业技术
职务结构比例，并及时在网上公

开。在专业技术岗位工作的具备
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的，不受专业技术职务结构比
例限制，全部聘任相应的专业技
术职务。畅通非公有制单位工程
师申报评审“绿色通道”，非公有
制单位中不具备初级职称但达到
工程师申报评审条件的工程专业
技术人员可直接申报工程师职称。

优化人事考试管理服务。考
试的核心是公平公正，重点是反
作弊。今年将完善人事考试协调
机制和网上报名系统，开通人事
考试微信服务平台。做好公务员
考录、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专业
技术和职业 （执业） 资格考试工
作，严厉打击考试作弊行为。

关键词：农民工100%办理
工资卡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积极完善协调劳动关系三方
机制，深入开展和谐劳动关系创
建活动，企业劳动合同、集体合
同签订率分别达到 95%、90%以
上。强力推进农民工工资卡发放
工作，在政府投资类建设工地工
作的进城务工人员办理工资卡率
达到100%。对企业恶意欠薪、欠
缴社会保险费等侵害职工权益的
失信行为列入“黑名单”，予以曝
光和处理。

在劳动监察执法方面，深入
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清理整顿
等专项检查行动；全市劳动保障
举报投诉受理案件登记率达到
100%，投诉结案率达到95%以上。

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提出

启动多项深化改革项目 办好29项惠民实事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
位：

2014年，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市委、市政府
的正确领导和各级各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坚持“民生
为本、人才优先”的工作主线，统筹推进城乡就业创业工
作，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深化人事制度改革，优化人
才智力服务，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着力破解工作难题，为

保障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经济转型示范市和美
丽焦作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根据局党组统一安排，分 4 个考核组，按照焦人社
〔2014〕2号、焦人社〔2014〕97号文件和《窗口单位改进
作风百日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对各县市区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局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进行考核。依据
综合成绩及各单项成绩，经研究，决定对先进集体和个人

予以通报表扬。
希望受表扬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戒骄戒躁，

再接再厉，再立新功。全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要以先进为榜
样，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务实重干、勇争一流，推动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事业创新发展，为经济转型示范市和美丽
焦作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2015年3月19日

市人社局关于2014年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考核情况的通报

本报记者 杜 玲

去年以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趋
势，我市人社部门大力实施“七个试点市建
设”和“九个专项行动计划”，就业指标任务
提前完成，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人事人
才工作卓有成效，劳动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人社服务下沉基层，人社领域保障改善民生
各项工作总体呈现“稳”中提质、“进”有所
为的态势。

亮点一：率先实行城镇医保按比例报销
上不封顶制度，惠及95万人

去年，我市在全省率先实行城镇医疗保
险按比例报销上不封顶制度，城镇参保职
工、居民医保报销比例分别达到 90%、80%，
报销额度上不封顶，从制度上缓解了参保群
众因病致贫、返贫的难题，惠及95万人，取
得了政府出政策、市场出资金、基金受监
管、群众得实惠的良好效果。

截至目前，全市已有528名参保大病患者
直接受益，报销总额达1379万元，单人最高
报销额度达31万元。

同时，打好医保“组合拳”：在全省率先
实施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监控重点联
系城市建设，联合浙江大学开发医疗保险阳
光智能审核系统，对100余家定点医疗机构的
医疗服务行为进行全程、实时、智能、精确
监控，防止过度医疗行为出现，目前已审核
掉涉嫌违规费用900余万元；深化医保总额预
算付费方式改革，降低人均住院天数、人均
日统筹费用等指标，引导患者理性选择医
院，累计为参保病人减负4500万元。

亮点二：率先运行“人社一点通”手机
求职软件，为求职者提供零距离就业服务

我市在全省率先研发运行“人社一点
通”手机求职软件，这是继2012年在1826个
行政村普遍设立人社服务站之后又一便民服
务成果，初步实现了由“村村通”向“人人
通”的跨越，构建了“4＋2”就业创业服务体
系 （“4”即市、县、乡、村四级服务平台，

“2”即专场招聘会和“人社一点通”），为求
职者提供零距离就业服务。

亮点三：率先将全民技能振兴工程实施
机制由“六路并进”扩大为“八路并进”

我市在全省率先将全民技能振兴工程实
施机制由“六路并进”扩大为“八路并进”，
并建立完善了“六送培训、三项机制、三个
联合”的“633”技能培训体系。

去年，我市首次举办了14个工种的全市职业技能大赛，首
次采取企业冠名赞助、工青妇多部门参与的模式，给予优秀获奖
人员政治、经济双重奖励，营造了“学技能有奔头、当工人也光
荣”的氛围。去年，全市各类职业技能培训15.1万人次，同比增
加20.6%。

亮点四：率先命名21家市级创业孵化基地

去年，我市在全省率先利用市场资源和社会组织筹集创业扶
持资金，首批建成和命名21家市级创业孵化基地，首次开展了
电子商务培训，并增设茶艺、美甲、月嫂、养老护理等培训专
业。创业培训项目明显增多，创业服务水平明显提升。

去年，全市对0.65万人进行了创业培训，超额完成了年度目
标任务。

亮点五：在经济下行情况下城镇新增就业8.81万人，就业形
势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去年，通过组织实施“十万个就业岗位推荐”“万人创业”
“千村人社站服务提升”等专项行动计划，出台8项促进就业创
业的政策措施，使去年全市推荐就业岗位14万个，城镇新增就
业8.81万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3.26万人，失业人员再就
业3.35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55万人，均大幅度超额完
年年度目标。全市新增发放小额担保贷款4.69亿元，完成年度目
标的187.6%；扶持创业0.96万人，带动就业1.5万人。

由于市人社部门提前分析形势，及早进行预防，应对措施得
当，我市就业形势在经济下行压力大、困难严重的情况下保持了
稳中向好的势头。

亮点六：社保参保人数、参保待遇和基金征缴实现同步提升

通过组织实施“社会保障服务提升专项行动计划”，推进社
会保险经办服务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建立完善被征地农民养老
保险补贴等制度，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有序发放社会保障
卡，促进了我市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

去年，全市社会保险参保人数、参保待遇和基金征缴实现了
三个同步提升：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月人均增加 196 元，达到
1780元；生育保险待遇在原有基础上又提高了600元至800元；1
级至6级伤残职工的伤残津贴提高150元至200元。全市认定工
伤1465起，劳动能力鉴定1421人。新增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门
诊药店62家，办理企业职工退休手续9372人。

亮点七：全面规范机关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积极回应群众关
切

去年，我市组织招录公务员、招聘事业单位人员和特岗教
师、招募“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安置军转干部和随军家属
1900 余人，组织考生参加人事考试 5.4 万人次，做到了公平公
正、安全规范。组织实施“焦作英才588计划”和“千名人才进
焦作专项行动计划”，首次建立企业人才服务团招聘12人，举办
第三届“海创会”活动，来自10个国家的27名海外人才发布高
科技项目72项，签订合作协议6项。

开展中小学教师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省人社厅组织各省辖市
人社部门人员前来我市现场观摩。全市接待外国专家16人次，
执行引智项目 13 项。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由每月 1240 元提高到
1400元。全市共查出财政供养人员“吃空饷”问题569人，已追
缴财政资金297.9万元，组织处理177人。

亮点八：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严打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

去年，通过组织实施“千家和谐企业创建专项行动计划”，
申请创建单位565家；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清理
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检查，推进农民工工资卡发放工作，
累计发放工资卡1.9万张。尤其是加大清欠工作力度，直到今年
春节前的农历腊月二十九的晚上，有关人员仍在帮助农民工讨
薪，全市人社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共清理欠薪1.6亿元，将4家严
重欠薪企业纳入“黑名单”，清出我市建筑市场，对8家欠薪企
业提出警告，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注重办实事办好事，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受理劳动人
事争议案件1184起，同比减少7.6%；按期结案率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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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首批21个创业孵化基地揭晓

焦作市首批21个创业孵化基地一览表

县市区 基地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县市区 基地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孟 州

温 县

博 爱

武 陟

修 武

解放区万联创业街（铜马尚品街）

豫北建材城

山阳区商业城

山阳区摩登街

焦作市中站区龙洞村富民养殖专业合作社

马村区中兴创业孵化基地

焦作东方今典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科技新城
总部、示范区）

焦作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沁阳市联盟集贸市场

神农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解 放

山 阳

中 站

马 村

示范区

沁 阳

河南德众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孟州市孟香果蔬创业孵化园

温县芳草实业开发部

温县宏苑实业有限公司中原鞋城

博爱县宏宇花卉专业合作社

博爱县新世纪生活广场有限公司

武陟县和平街集贸市场

焦作市飞阳床具有限公司

金中商业文化步行街

河南七贤民俗文化开发有限公司

百货大楼云台购物广场

张培珍

任孟岳

王春艳

张保国

左琳梦

高 丽

毛大中

王君祥

李 亭

营销部

陈 敏

牛 牧

牛 牧

彭 涛

彭 涛

赵经济

王 鹏

曹军民

黄 鑫

吴 军

王大兵

2902030

2902030

3999885

3999885

18303912266

3941903

8868667

13839132776

13903912053

13949688806

15139189118

13839103361

13673919959

13839179717

15239012272

13839177872

13938138588

13939101333

7118317

7827777

18503909807

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年
度目标任务完成优秀和先进集
体

优秀集体
县市区：武陟县人社局、沁

阳市人社局、温县人社局、山阳
区人社局、解放区人社局

市人社局：办公室、农村社
会保险科、专业技术人员管理
科、就业促进工作办公室、职业
能力建设科、宣传组、群众来访
接待室、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市
社会医疗保险中心、市劳动保障
信息中心

先进集体
县市区：博爱县人社局、修

武县人社局、孟州市人社局、马
村区人社局、中站区人社局、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组织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市人社局：人 力 资 源 管 理
科、公务员局、劳动关系与工资
福利科、调解仲裁管理科、医疗
工伤保险科、法规监察科、养老
失业保险科、人事科、社会保险
基金监督科、引进国外智力工作
办公室、行政事项服务科、市人
才交流中心、市职业技术培训教
研室、市人事考务中心

二、工作创新先进集体
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科：

在全省率先将全民技能振兴工程
实施机制由“六路并进”扩大为

“八路并进”，建立完善了“633”
技能培训体系。

市社会医疗保险中心：在全
省率先实行城镇医疗保险按比例
报销上不封顶制度，率先实施全
国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监控重
点联系城市建设。

市人才交流中心：在全省率
先启动全国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标
准化试点市建设。

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增设电
商、茶艺、美甲、月嫂、养老护
理等培训专业，创业培训项目明
显增多，创业服务水平明显提升。

市劳动保障信息中心：在全
省率先研发运行“人社一点通”
手机求职软件。

三、资金争取先进集体
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工作办公

室、职业能力建设科、农村社会
保险科、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办公
室，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市
社会医疗保险中心

四、优质服务窗口单位
县市区：

沁阳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
保险中心、太行街道人社服务
所、山王庄镇赵庄村人社服务站

孟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南
庄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所、大定
街道北开仪村人社服务站

博爱县：劳 动 保 障 监 察 大
队、柏山镇人社服务所、许良镇
南道村人社服务站

武陟县：医疗保险中心、产
业集聚区人社服务所、木城街道
东关村人社服务站

修武县：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城关镇人社服务所、郇封镇小纸坊
村人社服务站

温县：社会医疗保险中心、
武德镇人社服务所、赵堡镇赵堡
村人社服务站

示范区：基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服务中心、阳庙镇南西尚村
人社服务站

解放区：劳动就业窗口、上
白作街道小庄村人社服务站

山阳区：人才交流中心、新
城街道人社服务所

中站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许衡街道李封一村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站

马村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

保险管理中心、待王街道义门村
人社服务站

市人社局：
行政事项服务科、行政审批

服务窗口、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
局失业科、孟州市企业养老保险
中心、市社会医疗保险中心基本
医疗管理科、市社会医疗保险中
心基础管理科、市人才交流中心
代理科、市人力资源市场、市人
事考务中心

五、信息宣传工作优秀单位
武 陟 县 人 社 局 、 温 县 人 社

局、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组织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解放区人社
局、中站区人社局

六、信访稳定工作优秀单位
孟州市人社局、博爱县人社

局、温县人社局、解放区人社
局、马村区人社局

七、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系统先进工作者和优质服务标兵

先进工作者
沁阳市：潘 聪、买东东
孟州市：王福刚、郭治煜
博爱县：原士林、张艳峰
武陟县：周钦伟、宋素莲
修武县：付玉霞、蒋矩升
温 县：高旭胜、张 培

示范区：许大志、王 莉
解放区：张 捷、毋 燕
山阳区：杨 静、王 珉
中站区：张卫东、汤晓林
马村区：侯雪敏、胡二花
优质服务标兵
县市区：
沁阳市：郭 洁、徐红霞、

陈立齐
孟州市：王 倩、于磊磊、

张玉琴
博爱县：吕克富、陈 凯、

常丙枝
武陟县：高云峰、张伟涛、

古生龙
修武县：郭 艳、马好莹、

康全喜
温 县：徐建国、王尊梅、

李建华
示范区：赵倩茜、黄春江
解放区：赵 晖、张文远
山阳区：李秋燕、范 娟
中站区：李 磊、靳亚楠
马村区：李富强、李成花
市人社局：
王振宏、申欣欣、刘 娟、

康春华、张园园、吴庆华、谢明
利、李 欣、刘新睿、高 旭

焦作市2014年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

本报讯（记者杜玲 通讯员范益
智）记者昨日从市人社局获悉，市
人社、财政部门日前对各县市区人
社部门申报的创业孵化基地进行了
认定，最终确定 21 个市级创业孵
化基地，入驻企业或创业者可享受
多项优惠政策。

记者了解到，对入驻基地的大学
生创业实体，符合省人社厅有关规定
的，可享受2万元至15万元的项目资
金扶持；对毕业两年以内高校毕业生
初次创业的，提供每人5000元的创业
（开业）补贴；对符合条件的创业者，提
供最高10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对有
意创业的人士，免费提供创业培训、创
业指导、创业实训、政策咨询；对符合
规定的创业者提供社会保险等。

此外，各县市区政府和创业孵化
基地也制定了符合实际的优惠政策和
措施，如税收优惠、房租补贴、水电费
减免等，具体可咨询各基地联系人。

据悉，今年，我市将再创 23 个
创业孵化园 （街），每个县市区不少
于2个。

入驻企业或创业者可享多项优惠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