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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民政部财政部　商务部　全国妇联关于

实施康养职业技能培训计划的通知（人社部发〔２０２０〕７３号）

（４８０）
!!!!!!!!!!!!!!!!!!!!!!!

１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

赛标志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人社部发〔２０２０〕７８号）

（４９０）
!!!!!!!!!!!!!!!!!!!!!!!

１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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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２０２０〕１００号） （４９４）
!!!!

１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百日免费线上技能培训行动方

案的通知（人社部函〔２０２０〕２４号） （５０４）
!!!!!!!!

１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农民工稳就业职业技能培训计

划的通知（人社部函〔２０２０〕４８号） （５１０）
!!!!!!!!

１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做好２０２０年技工院校招生工作的通

知（人社部函〔２０２０〕５２号） （５１４）
!!!!!!!!!!!

１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２０２０年职业技能提升攻坚行动

的通知（人社部函〔２０２０〕１０５号） （５１７）
!!!!!!!!!

１９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创业培训

“马兰花计划”的通知（人社部函〔２０２０〕１０９号） （５２０）
!!!

２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社厅发〔２０２０〕８号） （５２６）
!!!!!!!!!!!!!

２１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做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工作的

通知（人社厅发〔２０２０〕２７号） （５２８）
!!!!!!!!!!

２２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

业资格退出目录有关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２０２０〕８０号）

（５３１）
!!!!!!!!!!!!!!!!!!!!!!!

２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长江流域禁捕退捕渔民职

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２０２０〕８１号） （５４２）
!!!

２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在全国事业单位集中开展脱

贫攻坚专项奖励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２０２０〕８３号）

（５４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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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支持企业大力开展技能人才

评价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２０２０〕１０４号） （５４７）
!!!!!

２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

技能扶贫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函〔２０２０〕８１号） （５５０）
!!!

２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

职业技能大赛宣传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函〔２０２０〕１５４号）

（５５４）
!!!!!!!!!!!!!!!!!!!!!!!

２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大力开展以工代训工作的通

知（人社厅明电〔２０２０〕２９号） （５５７）
!!!!!!!!!!

２９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水利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关于印发《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监理工程师职

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建人规〔２０２０〕３号）

（５５９）
!!!!!!!!!!!!!!!!!!!!!!!

３０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

省人力资源培养开发项目（专业技术类）管理办法》的通知（湘

人社规〔２０２０〕１号） （５６７）
!!!!!!!!!!!!!!

３１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委托下放

技工学校设立审批权限的通知（湘人社规〔２０２０〕８号）

（５７３）
!!!!!!!!!!!!!!!!!!!!!!!

３２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中共湖南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湖

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财政厅印发《关于加强基

层事业单位人事人才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湘人社规

〔２０２０〕１２号） （５７６）
!!!!!!!!!!!!!!!!!

３３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湖

南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湘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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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２０２０〕１７号） （５８２）
!!!!!!!!!!!!!!!!

３４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技工院校办

学水平评估办法》的通知（湘人社规〔２０２０〕１９号） （５９０）
!!

３５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技工院校专

业设置管理办法》的通知（湘人社规〔２０２０〕２０号） （６０６）
!!

劳动关系

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司法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人

事争议调解仲裁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人社部发〔２０２０〕５２号）

（６１２）
!!!!!!!!!!!!!!!!!!!!!!!

２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领域随机

抽查事项清单（第二版）》的通知（人社部函〔２０１９〕１７３号）

（６１５）
!!!!!!!!!!!!!!!!!!!!!!!

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落

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暂缓缴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政策等

有关事项的通知（人社厅发〔２０２０〕４０号） （６１６）
!!!!!!

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订立电子劳动合同有关问题

的函（人社厅函〔２０２０〕３３号） （６１８）
!!!!!!!!!!!

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人社厅明电〔２０２０〕

５号） （６１９）
!!!!!!!!!!!!!!!!!!!!!

６中国银保监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行政部门查询相关单位银行账户有关问题的通知（银保监发

〔２０２０〕２３号） （６２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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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六十五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２６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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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６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规划与管控
第三章　资源保护
第四章　水污染防治
第五章　生态环境修复
第六章　绿色发展
第七章　保障与监督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九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促进资源
合理高效利用，保障生态安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在长江流域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以及长江流域
各类生产生活、开发建设活动，应当遵守本法。

本法所称长江流域，是指由长江干流、支流和湖泊形成的集

水区域所涉及的青海省、四川省、西藏自治区、云南省、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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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江苏省、上海市，以及

甘肃省、陕西省、河南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

浙江省、福建省的相关县级行政区域。

第三条　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应当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长江保护应当坚持统筹协调、

科学规划、创新驱动、系统治理。

第四条　国家建立长江流域协调机制，统一指导、统筹协调
长江保护工作，审议长江保护重大政策、重大规划，协调跨地区

跨部门重大事项，督促检查长江保护重要工作的落实情况。

第五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长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国家长江流域协调机制的决策，按照职责分工负责长江保护相关

工作。

长江流域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落实本行政区域的生态环境

保护和修复、促进资源合理高效利用、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维

护长江流域生态安全的责任。

长江流域各级河湖长负责长江保护相关工作。

第六条　长江流域相关地方根据需要在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
章制定、规划编制、监督执法等方面建立协作机制，协同推进长

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

第七条　国务院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水行政、农业农村和
标准化等有关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建立健全长江流域水环境

质量和污染物排放、生态环境修复、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生态

流量、生物多样性保护、水产养殖、防灾减灾等标准体系。

第八条　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定期
组织长江流域土地、矿产、水流、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

状况调查，建立资源基础数据库，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长江流域自然资源状况。

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每十年组织一次野生动物

及其栖息地状况普查，或者根据需要组织开展专项调查，建立野

生动物资源档案，并向社会公布长江流域野生动物资源状况。

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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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对水生生物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

道等重要栖息地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

第九条　国家长江流域协调机制应当统筹协调国务院有关部
门在已经建立的台站和监测项目基础上，健全长江流域生态环

境、资源、水文、气象、航运、自然灾害等监测网络体系和监测

信息共享机制。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组织完善生态环境风险报告和预警机制。

第十条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长
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建立健全长江流域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联

动工作机制，与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相衔接，加强对长江流域

船舶、港口、矿山、化工厂、尾矿库等发生的突发生态环境事件

的应急管理。

第十一条　国家加强长江流域洪涝干旱、森林草原火灾、地
质灾害、地震等灾害的监测预报预警、防御、应急处置与恢复重

建体系建设，提高防灾、减灾、抗灾、救灾能力。

第十二条　国家长江流域协调机制设立专家咨询委员会，组
织专业机构和人员对长江流域重大发展战略、政策、规划等开展

科学技术等专业咨询。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长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按照

职责分工，组织开展长江流域建设项目、重要基础设施和产业布

局相关规划等对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影响的第三方评估、分析、论

证等工作。

第十三条　国家长江流域协调机制统筹协调国务院有关部门
和长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建立健全长江流域信息共享系统。国务

院有关部门和长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规

定，共享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以及管理执法等信息。

第十四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宣

传教育。

新闻媒体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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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发展的宣传教育，并依法对违法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第十五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保护长江流域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加强长江流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继承和弘扬长江流域优

秀特色文化。

第十六条　国家鼓励、支持单位和个人参与长江流域生态环
境保护和修复、资源合理利用、促进绿色发展的活动。

对在长江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与管控

第十七条　国家建立以国家发展规划为统领，以空间规划为
基础，以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为支撑的长江流域规划体系，充分

发挥规划对推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引领、指导

和约束作用。

第十八条　国务院和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
长江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编制长江流域发展

规划，科学统筹长江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生态环境保护

和绿色发展，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长江流域水资源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编制。

第十九条　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组
织编制长江流域国土空间规划，科学有序统筹安排长江流域生

态、农业、城镇等功能空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

田、城镇开发边界，优化国土空间结构和布局，统领长江流域国

土空间利用任务，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涉及长江流域国土空间

利用的专项规划应当与长江流域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

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国土

空间规划，按照规定的程序报经批准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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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国家对长江流域国土空间实施用途管制。长江流
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照国土空间规划，

对所辖长江流域国土空间实施分区、分类用途管制。

长江流域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活动应当符合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要求，并依法取得规划许可。对不符合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要求

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不得办理规划许可。

第二十一条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统筹长江流域水资源合
理配置、统一调度和高效利用，组织实施取用水总量控制和消耗

强度控制管理制度。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和水污染

防治要求，确定长江流域各省级行政区域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指标。长江流域水质超标的水功能区，应当实施更严格的污染

物排放总量削减要求。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要求，采取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措施。

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统筹长江流域新增建设用地总

量控制和计划安排。

第二十二条　长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的生态
环境和资源利用状况，制定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和生态环境准

入清单，报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后实施。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方案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应当与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

长江流域产业结构和布局应当与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和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禁止在长江流域重点生态功能区布局对生态

系统有严重影响的产业。禁止重污染企业和项目向长江中上游转

移。

第二十三条　国家加强对长江流域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的管
理。因国家发展战略和国计民生需要，在长江流域新建大中型水

电工程，应当经科学论证，并报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批

准。

对长江流域已建小水电工程，不符合生态保护要求的，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分类整改或者采取措施逐步退出。

第二十四条　国家对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源头实行严格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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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设立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保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第二十五条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加强长江流域河道、湖
泊保护工作。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划定河道、湖

泊管理范围，并向社会公告，实行严格的河湖保护，禁止非法侵

占河湖水域。

第二十六条　国家对长江流域河湖岸线实施特殊管制。国家
长江流域协调机制统筹协调国务院自然资源、水行政、生态环

境、住房和城乡建设、农业农村、交通运输、林业和草原等部门

和长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划定河湖岸线保护范围，制定河湖岸线

保护规划，严格控制岸线开发建设，促进岸线合理高效利用。

禁止在长江干支流岸线一公里范围内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

化工项目。

禁止在长江干流岸线三公里范围内和重要支流岸线一公里范

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尾矿库；但是以提升安全、生态环境保护

水平为目的的改建除外。

第二十七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自然资
源、水行政、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在长江

流域水生生物重要栖息地科学划定禁止航行区域和限制航行区

域。

禁止船舶在划定的禁止航行区域内航行。因国家发展战略和

国计民生需要，在水生生物重要栖息地禁止航行区域内航行的，

应当由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商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同

意，并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减少对重要水生生物的干扰。

严格限制在长江流域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水生生物

重要栖息地水域实施航道整治工程；确需整治的，应当经科学论

证，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第二十八条　国家建立长江流域河道采砂规划和许可制度。
长江流域河道采砂应当依法取得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有关流域

管理机构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许可。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有关流域管理机构和长江流域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禁止采砂区和禁止采砂期，严格控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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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区域、采砂总量和采砂区域内的采砂船舶数量。禁止在长江流

域禁止采砂区和禁止采砂期从事采砂活动。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长江流域有

关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开展长江流域河道非法采砂联合执

法工作。

第三章　资源保护

第二十九条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与利用，应当根据流域综
合规划，优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保障基本生态用水，并统

筹农业、工业用水以及航运等需要。

第三十条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有关流域管理机构商长江
流域省级人民政府依法制定跨省河流水量分配方案，报国务院或

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批准后实施。制定长江流域跨省河流水量分

配方案应当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长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

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本行政区域的长江流域水量分配方案，报本

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有关流域管理机构或者长江流域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批准的水量分配方案，编

制年度水量分配方案和调度计划，明确相关河段和控制断面流量

水量、水位管控要求。

第三十一条　国家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用水保障。国务院水行
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长江干流、重要支流和重要

湖泊控制断面的生态流量管控指标。其他河湖生态流量管控指标

由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本级人民

政府有关部门确定。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有关流域管理机构应当将生态水量纳

入年度水量调度计划，保证河湖基本生态用水需求，保障枯水期

和鱼类产卵期生态流量、重要湖泊的水量和水位，保障长江河口

咸淡水平衡。

长江干流、重要支流和重要湖泊上游的水利水电、航运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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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程应当将生态用水调度纳入日常运行调度规程，建立常规生

态调度机制，保证河湖生态流量；其下泄流量不符合生态流量泄

放要求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整改措施并

监督实施。

第三十二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长江流域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采取措施，加快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推进堤防和蓄滞洪区建

设，提升洪涝灾害防御工程标准，加强水工程联合调度，开展河

道泥沙观测和河势调查，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防洪减灾

工程和非工程体系，提高防御水旱灾害的整体能力。

第三十三条　国家对跨长江流域调水实行科学论证，加强控
制和管理。实施跨长江流域调水应当优先保障调出区域及其下游

区域的用水安全和生态安全，统筹调出区域和调入区域用水需

求。

第三十四条　国家加强长江流域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国务院
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长江流域饮用水水源地

名录。长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本级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其他饮用水水源地名录。

长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组织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加强饮

用水水源保护，保障饮用水安全。

第三十五条　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合理布局饮用水水源取水口，制定饮用水安全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加强饮用水备用应急水源建设，对饮用水水源的水环境质

量进行实时监测。

第三十六条　丹江口库区及其上游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应当按照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区、水质影响控制区、水源

涵养生态建设区管理要求，加强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增强水

源涵养能力，保障水质稳定达标。

第三十七条　国家加强长江流域地下水资源保护。长江流域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定期调查评估地下水资

源状况，监测地下水水量、水位、水环境质量，并采取相应风险

防范措施，保障地下水资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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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条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确
定长江流域农业、工业用水效率目标，加强用水计量和监测设施

建设；完善规划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制度；加强对高耗水行

业、重点用水单位的用水定额管理，严格控制高耗水项目建设。

第三十九条　国家统筹长江流域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国务
院和长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在长江流域重要典型生态系统的完整

分布区、生态环境敏感区以及珍贵野生动植物天然集中分布区和

重要栖息地、重要自然遗迹分布区等区域，依法设立国家公园、

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

第四十条　国务院和长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在长江
流域重要生态区、生态状况脆弱区划定公益林，实施严格管理。

国家对长江流域天然林实施严格保护，科学划定天然林保护重点

区域。

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长江流域草原资

源的保护，对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等

特殊作用的基本草原实施严格管理。

国务院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和长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林业和

草原主管部门会同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根据不同生态区位、

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需要，发布长江流域国家重要

湿地、地方重要湿地名录及保护范围，加强对长江流域湿地的保

护和管理，维护湿地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

第四十一条　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
和长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建立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评价

体系，组织开展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评价，并将结果作为评

估长江流域生态系统总体状况的重要依据。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完

整性指数应当与长江流域水环境质量标准相衔接。

第四十二条　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长江流域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长江流域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

计划，对长江流域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植物实行重点保护。

国家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开展对长江流域江豚、白?豚、白

鲟、中华鲟、长江鲟、
!

、鲥、四川白甲鱼、川陕哲罗鲑、胭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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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
"

、圆口铜鱼、多鳞白甲鱼、华鲮、鲈鲤和葛仙米、弧形

藻、眼子菜、水菜花等水生野生动植物生境特征和种群动态的研

究，建设人工繁育和科普教育基地，组织开展水生生物救护。

禁止在长江流域开放水域养殖、投放外来物种或者其他非本

地物种种质资源。

第四章　水污染防治

第四十三条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长江流域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长江流域的水污染防治、监

管力度，预防、控制和减少水环境污染。

第四十四条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制定长江流域水
环境质量标准，对国家水环境质量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补

充规定；对国家水环境质量标准中已经规定的项目，可以作出更

加严格的规定。制定长江流域水环境质量标准应当征求国务院有

关部门和有关省级人民政府的意见。长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可以

制定严于长江流域水环境质量标准的地方水环境质量标准，报国

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十五条　长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没有国家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的特色产业、特有污染物，或者国家有明确要求的特

定水污染源或者水污染物，补充制定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报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长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严于国

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报国务院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备案：

（一）产业密集、水环境问题突出的；

（二）现有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不能满足所辖长江流域水环境

质量要求的；

（三）流域或者区域水环境形势复杂，无法适用统一的水污

染物排放标准的。

第四十六条　长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制定本行政区域的总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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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控制方案，并组织实施。对磷矿、磷肥生产集中的长江干支

流，有关省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更加严格的总磷排放管控要求，

有效控制总磷排放总量。

磷矿开采加工、磷肥和含磷农药制造等企业，应当按照排污

许可要求，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总磷排放浓度和排放总量；对排污

口和周边环境进行总磷监测，依法公开监测信息。

第四十七条　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统筹长江
流域城乡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并保障其正常运

行，提高城乡污水收集处理能力。

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对本行政区域的江

河、湖泊排污口开展排查整治，明确责任主体，实施分类管理。

在长江流域江河、湖泊新设、改设或者扩大排污口，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报经有管辖权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长江流域

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机构同意。对未达到水质目标的水功能区，除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污口外，应当严格控制新设、改设或者扩大

排污口。

第四十八条　国家加强长江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长江流
域农业生产应当科学使用农业投入品，减少化肥、农药施用，推

广有机肥使用，科学处置农用薄膜、农作物秸秆等农业废弃物。

第四十九条　禁止在长江流域河湖管理范围内倾倒、填埋、
堆放、弃置、处理固体废物。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

当加强对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和倾倒的联防联控。

第五十条　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对沿河
湖垃圾填埋场、加油站、矿山、尾矿库、危险废物处置场、化工

园区和化工项目等地下水重点污染源及周边地下水环境风险隐患

开展调查评估，并采取相应风险防范和整治措施。

第五十一条　国家建立长江流域危险货物运输船舶污染责任
保险与财务担保相结合机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禁止在长江流域水上运输剧毒化学品和国家规定禁止通过内

河运输的其他危险化学品。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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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主管部门会同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对长江流域危险化

学品运输的管控。

第五章　生态环境修复

第五十二条　国家对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实行自然恢复为主、
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系统治理。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编制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规划，组织实

施重大生态环境修复工程，统筹推进长江流域各项生态环境修复

工作。

第五十三条　国家对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严格捕捞管理。
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在国家规定的

期限内，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大型通江湖泊、长江河口规定区

域等重点水域全面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具体办法由

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长江流域省

级人民政府加强长江流域禁捕执法工作，严厉查处电鱼、毒鱼、

炸鱼等破坏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捕捞行为。

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退捕渔民的补偿、转产和社会保障工作。

长江流域其他水域禁捕、限捕管理办法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制定。

第五十四条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
定并组织实施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的河湖水系连通修复方案，长

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并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长江流域河湖

水系连通修复方案，逐步改善长江流域河湖连通状况，恢复河湖

生态流量，维护河湖水系生态功能。

第五十五条　国家长江流域协调机制统筹协调国务院自然资
源、水行政、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农业农村、交通运

输、林业和草原等部门和长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制定长江流域河

湖岸线修复规范，确定岸线修复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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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照长江流域河湖岸线保护

规划、修复规范和指标要求，制定并组织实施河湖岸线修复计

划，保障自然岸线比例，恢复河湖岸线生态功能。

禁止违法利用、占用长江流域河湖岸线。

第五十六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会同长江流域有关省级人民政
府加强对三峡库区、丹江口库区等重点库区消落区的生态环境保

护和修复，因地制宜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禁止施用化肥、农

药，科学调控水库水位，加强库区水土保持和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保障消落区良好生态功能。

第五十七条　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
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长江流域森林、草原、湿地修复计划，科学

推进森林、草原、湿地修复工作，加大退化天然林、草原和受损

湿地修复力度。

第五十八条　国家加大对太湖、鄱阳湖、洞庭湖、巢湖、滇
池等重点湖泊实施生态环境修复的支持力度。

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富营养化湖泊

的生态环境修复，采取调整产业布局规模、实施控制性水工程统

一调度、生态补水、河湖连通等综合措施，改善和恢复湖泊生态

系统的质量和功能；对氮磷浓度严重超标的湖泊，应当在影响湖

泊水质的汇水区，采取措施削减化肥用量，禁止使用含磷洗涤

剂，全面清理投饵、投肥养殖。

第五十九条　国务院林业和草原、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对
长江流域数量急剧下降或者极度濒危的野生动植物和受到严重破

坏的栖息地、天然集中分布区、破碎化的典型生态系统制定修复

方案和行动计划，修建迁地保护设施，建立野生动植物遗传资源

基因库，进行抢救性修复。

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等

重要栖息地应当实施生态环境修复和其他保护措施。对鱼类等水

生生物洄游产生阻隔的涉水工程应当结合实际采取建设过鱼设

施、河湖连通、生态调度、灌江纳苗、基因保存、增殖放流、人

工繁育等多种措施，充分满足水生生物的生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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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条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长
江河口所在地人民政府按照陆海统筹、河海联动的要求，制定实

施长江河口生态环境修复和其他保护措施方案，加强对水、沙、

盐、潮滩、生物种群的综合监测，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海水入侵和

倒灌，维护长江河口良好生态功能。

第六十一条　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防治水土流失。生态保护

红线范围内的水土流失地块，以自然恢复为主，按照规定有计划

地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还湿；划入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的永久基

本农田，依法有序退出并予以补划。

禁止在长江流域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的区域开展可能造

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确因国家发展战略和国计民生需要

建设的，应当经科学论证，并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对石漠化的土地因地制

宜采取综合治理措施，修复生态系统，防止土地石漠化蔓延。

第六十二条　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因地制宜
采取消除地质灾害隐患、土地复垦、恢复植被、防治污染等措

施，加快历史遗留矿山生态环境修复工作，并加强对在建和运行

中矿山的监督管理，督促采矿权人切实履行矿山污染防治和生态

环境修复责任。

第六十三条　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
当因地制宜在项目、资金、人才、管理等方面，对长江流域江河

源头和上游地区实施生态环境修复和其他保护措施给予支持，提

升长江流域生态脆弱区实施生态环境修复和其他保护措施的能

力。

国家按照政策支持、企业和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原则，

鼓励社会资本投入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

第六章　绿色发展

第六十四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长江流域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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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按照长江流域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调整产业结

构，优化产业布局，推进长江流域绿色发展。

第六十五条　国务院和长江流域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应当协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统筹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建立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享、

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长江流域城乡融合发展。

第六十六条　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推动钢
铁、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建材、船舶等产业升级改造，提升

技术装备水平；推动造纸、制革、电镀、印染、有色金属、农

药、氮肥、焦化、原料药制造等企业实施清洁化改造。企业应当

通过技术创新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

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快重点地区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

第六十七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会同长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建
立开发区绿色发展评估机制，并组织对各类开发区的资源能源节

约集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开展定期评估。

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评估结果对开发区

产业产品、节能减排等措施进行优化调整。

第六十八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在长江流域实施重点行业和重
点用水单位节水技术改造，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节水型城市和节水

型园区建设，促进节水型行业产业和企业发展，并加快建设雨水

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

第六十九条　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绿色
发展的要求，统筹规划、建设与管理，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质量，

建设美丽城镇和美丽乡村。

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生态、环保、经

济、实用的原则因地制宜组织实施厕所改造。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应当加强对城市新区、各类开发区等使用建筑材料的管理，

鼓励使用节能环保、性能高的建筑材料，建设地下综合管廊和

·７１·



管网。

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设废弃土石渣综合利

用信息平台，加强对生产建设活动废弃土石渣收集、清运、集中

堆放的管理，鼓励开展综合利用。

第七十条　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编制并组织
实施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合理划定禁养区、限养区、养殖区，科

学确定养殖规模和养殖密度；强化水产养殖投入品管理，指导和

规范水产养殖、增殖活动。

第七十一条　国家加强长江流域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建设，完
善港口、航道等水运基础设施，推动交通设施互联互通，实现水

陆有机衔接、江海直达联运，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

第七十二条　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建设
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设施、船舶液化天然气加注站，制定港

口岸电设施、船舶受电设施建设和改造计划，并组织实施。具备

岸电使用条件的船舶靠港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岸电，但使

用清洁能源的除外。

第七十三条　国务院和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长
江流域港口、航道和船舶升级改造，液化天然气动力船舶等清洁

能源或者新能源动力船舶建造，港口绿色设计等按照规定给予资

金支持或者政策扶持。

国务院和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长江流域港口岸

电设施、船舶受电设施的改造和使用按照规定给予资金补贴、电

价优惠等政策扶持。

第七十四条　长江流域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加强对城乡居民绿
色消费的宣传教育，并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引导居民绿色

消费。

长江流域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系统推进、广泛参与、突出

重点、分类施策的原则，采取回收押金、限制使用易污染不易降

解塑料用品、绿色设计、发展公共交通等措施，提倡简约适度、

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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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保障与监督

第七十五条　国务院和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
加大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的财政投入。

国务院和长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按照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原则，专项安排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用于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国

务院财政、生态环境等有关部门制定合理利用社会资金促进长江

流域生态环境修复的政策措施。

国家鼓励和支持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等方面的科学

技术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

国家鼓励金融机构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金

融产品，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第七十六条　国家建立长江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国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对长江干流及重要支流源头和

上游的水源涵养地等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予以补偿。具体办法由国

务院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国家鼓励长江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地方人民政府之

间开展横向生态保护补偿。

国家鼓励社会资金建立市场化运作的长江流域生态保护补偿

基金；鼓励相关主体之间采取自愿协商等方式开展生态保护

补偿。

第七十七条　国家加强长江流域司法保障建设，鼓励有关单
位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法律服务。

长江流域各级行政执法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依法

查处长江保护违法行为或者办理相关案件过程中，发现存在涉嫌

犯罪行为的，应当将犯罪线索移送具有侦查、调查职权的机关。

第七十八条　国家实行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和考核
评价制度。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对下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和修

复目标完成情况等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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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九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本法规定和职责分工，对长江流域各类保

护、开发、建设活动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破坏长江流域自然

资源、污染长江流域环境、损害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等违法行为。

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有权依法获取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相关信息，举报和控告破坏长江流域自然资源、污染长江流域

环境、损害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等违法行为。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长江流域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依法公开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相关信息，完善公众参与程

序，为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参与和监督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提供便利。

第八十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长江流域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对长江流域跨行政区域、生态敏感区域和生态环境违

法案件高发区域以及重大违法案件，依法开展联合执法。

第八十一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长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对长
江保护工作不力、问题突出、群众反映集中的地区，可以约谈所

在地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要求其

采取措施及时整改。

第八十二条　国务院应当定期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报告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状况及保护和修复工作等情况。

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向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报告本级人民政府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

修复工作等情况。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八十三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长江流域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或者

降级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其主要负

责人应当引咎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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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符合行政许可条件准予行政许可的；

（二）依法应当作出责令停业、关闭等决定而未作出的；

（三）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接到举报不依法查处的；

（四）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八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主
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并处一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

以下罚款：

（一）船舶在禁止航行区域内航行的；

（二）经同意在水生生物重要栖息地禁止航行区域内航行，

未采取必要措施减少对重要水生生物干扰的；

（三）水利水电、航运枢纽等工程未将生态用水调度纳入日

常运行调度规程的；

（四）具备岸电使用条件的船舶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岸

电的。

第八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在长江流域开放水域养殖、投
放外来物种或者其他非本地物种种质资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捕回，处十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

重后果的，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捕回的，由

有关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代为捕回或者采取降低负面影响

的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第八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内
从事生产性捕捞，或者在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大型通江湖泊、

长江河口规定区域等重点水域禁捕期间从事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

性捕捞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没收渔获物、

违法所得以及用于违法活动的渔船、渔具和其他工具，并处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采取电鱼、毒鱼、炸鱼等方式捕捞，或

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收购、加工、销售前款规定的渔获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农业农村、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没收渔获物及

其制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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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严重的，吊销相关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责令关闭。

第八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非法侵占长江流域河湖水域，
或者违法利用、占用河湖岸线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

自然资源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

除并恢复原状，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

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并恢复原状，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

（一）在长江干支流岸线一公里范围内新建、扩建化工园区

和化工项目的；

（二）在长江干流岸线三公里范围内和重要支流岸线一公里

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尾矿库的；

（三）违反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规定进行生产建设活动的。

第八十九条　长江流域磷矿开采加工、磷肥和含磷农药制造
等企业违反本法规定，超过排放标准或者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含磷

水污染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产整顿，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

令关闭。

第九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在长江流域水上运输剧毒化学品
和国家规定禁止通过内河运输的其他危险化学品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相关许可证。

第九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在长江流域未依法取得许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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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采砂活动，或者在禁止采砂区和禁止采砂期从事采砂活动的，

由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有关流域管理机构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以及用

于违法活动的船舶、设备、工具，并处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二十倍

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不足十万元的，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

以下罚款；已经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的，吊销河道采砂许可证。

第九十二条　对破坏长江流域自然资源、污染长江流域环
境、损害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等违法行为，本法未作行政处罚规定

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九十三条　因污染长江流域环境、破坏长江流域生态造成
他人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违反国家规定造成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损害的，国家规定的机

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修复责任、赔偿损失

和有关费用。

第九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九十五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本法所称长江干流，是指长江源头至长江河口，流经

青海省、四川省、西藏自治区、云南省、重庆市、湖北省、湖南

省、江西省、安徽省、江苏省、上海市的长江主河段；

（二）本法所称长江支流，是指直接或者间接流入长江干流

的河流，支流可以分为一级支流、二级支流等；

（三）本法所称长江重要支流，是指流域面积一万平方公里

以上的支流，其中流域面积八万平方公里以上的一级支流包括雅

砻江、岷江、嘉陵江、乌江、湘江、沅江、汉江和赣江等。

第九十六条　本法自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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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开展
“人社服务快办行动”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２６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部属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推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 “清事项、

减材料、压时限”，经研究决定，２０２０年在全系统开展 “人社服

务快办行动” （以下简称 “快办行动”），通过关联事项 “打包

办”、高频事项 “提速办”、所有事项 “简便办”，为企业群众提

供更加优质便捷高效的服务。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围绕人社服务高

频事项，以标准化促服务规范，以信息化促服务创新，以资源整

合促服务效能提升，大力开展 “快办行动”，实现企业群众办事

“跑腿”越来越少，材料越来越简，时限越来越短，体验越来越

好，不断提升企业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二）基本原则

———坚持集成服务。将企业群众生产生活中在特定时点特定

情形需办理、日常可打包办理的多个人社服务事项整合为企业群

众眼里 “一件事”，实现多个关联事项一次办理。

———坚持简约服务。抓住受理、审核、反馈等关键环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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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优化经办流程，加强内外经办衔接，大力减少证明材料，大幅

压缩办结时限。

———坚持创新服务。运用现代科技手段，通过信息系统整合

和各级人社政务服务平台对接，实现同城通办、就近可办、一网

通办。探索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精准画像、智能审核、主动服务。

———坚持规范服务。依法依规建立健全事项规范、指引规

范、流程规范、监管规范的人社服务运行机制。

（三）工作目标

以 “持续推进清减压，人社服务更快办”为主题，推动材

料齐全一次受理、关联事项一次办理、更多事项网上办理。２０２０
年底前，力争实现１０个以上企业群众眼里的 “一件事”打包办

理，１０个以上高频服务事项在规定办理时限基础上提速５０％。
二、主要任务

（一）推进打包办理

重点围绕１０个企业群众眼里的 “一件事”，包括企业招用员

工、企业与员工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事

业单位聘用工作人员、创业、职工退休、申领工亡人员有关待

遇、退休人员过世、申领社会保障卡等 （见附件１），推进每个
“一件事”所涉相关服务事项打包办理，整合材料、优化流程。

企业群众申请办理每个 “一件事”时，只需通过 “一个窗口”

或 “一个平台”，提交 “一套材料”，即可一次办理。有条件的

地区，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流程相似、材料相近、结果关联的

事项，打包为 “一件事”。暂不具备条件的，可根据本地实际，

对每个 “一件事”所涉相关服务事项分步推进打包办理。

（二）推进提速办理

各地要聚焦高频服务事项，在 “提速办”服务事项备选清

单 （见附件２）中选取１０个以上事项，大力推进提速办理。可
一次办好、立等可取的即时办结事项，从接收材料到办结原则上

不超过３０分钟。限时办结事项要在规定办结时限基础上提速
５０％以上，具备条件的要及时转为即时办结事项；暂不具备条件
的，受理后要第一时间提交后台审核；需其他部门协同办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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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及时推送办理请求、跟踪办理进度；需现场调查或情况特别复

杂的，可暂按法律法规规定时限执行。

（三）推进简便办理

严格落实已取消证明事项材料的要求，不得变相保留、明减

暗留。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深入推进审批

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提出的 “六个一律取消”的要求，进

一步梳理证明事项材料，不断推进 “能减尽减”。认真总结人事

考试、社保经办领域开展告知承诺制试点的经验做法，不断扩大

告知承诺制实施范围，企业群众办理相关事项，只需作出符合规

定的承诺，无需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三、工作措施

（一）整合优化窗口服务

大力推广综合柜员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实行人社全业务

“一窗通办”；暂不具备条件的，可按就业创业、社会保险、人

才人事、劳动关系等业务实现 “一窗”分类受理。要根据业务

办理量合理配置窗口资源，减少排队等候时间。对服务对象确有

特殊情况需特事特办的，可开辟绿色通道。２０２０年底前，企业
群众办理１０个打包 “一件事”须实现 “一窗通办”。每个打包

“一件事”所涉经办机构均能按统一标准受理，后台并联办理，

及时反馈办理结果。依托部省两级人社政务服务平台，整合各类

网上经办系统的登录入口，实现 “单点登录、一次认证、全网通

办”，方便群众线上办理 “打包一件事”。

（二）推行服务规范承诺制

进一步完善和落实 “五制”“四公开”“三亮明”服务规范。

根据打包办、提速办、简便办要求，修订完善服务指南，明确事

项办理条件、办理渠道、办理时限、反馈方式、监督渠道等，在

窗口大厅、网上平台、网站、微信公众号等醒目位置公开发布，

向社会作出承诺，主动接受监督。对反映未履行承诺的问题，要

件件有核实、有反馈，按规定追究责任。

（三）强化业务协同和信息共享

建立健全人社系统跨业务、跨层级、跨地域 “上下联动、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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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联通”的业务协同机制。加强跨部门业务协同，配合其他部门

办理的事项 （如 “企业社会保险登记”、“参保单位注销”，配合

市场监管部门一并办理），不得要求企业群众跑本部门办理；会

同其他部门办理的事项，应主动协调联办，不得要求企业群众再

跑其他部门。要细化信息共享场景，梳理共享需求，完善共享机

制，加大共享频次，率先实现人社系统内信息共享，逐步拓展与

相关部门的共享范围。鼓励在全市、全省范围应用统一的人社全

业务经办信息系统，暂不具备条件的，要加大信息系统改造整合

力度，为 “快办行动”提供支撑。

（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在大力推行 “快办”的同时，要坚持依法依规经办，加强事

中事后监管，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实施精准监管。通过内部核查、

部门间行政协助、必要的现场勘查等方式，对有关办理要件进行

核实。严格制度管理，加强风险防控，分析可能存在的风险点，

有针对性地制定处理预案。通过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确保服务全

程可追溯、服务安全有保障、服务规范不走样、服务质量不降低。

（五）开展服务评价和调度

广泛开展人社政务服务 “好差评”工作，重点关注企业群众

对 “快办”相关事项的感受和诉求，开展实施效果评价。部里将

对各地事项整合数、快办 “提速”量、材料精减数，以及窗口优

化、服务规范承诺、系统整合等情况进行跟踪调度，通报进展；

对每省份５个联系点 （包括省本级、２个地市、２个区县）按季调
度。各省可参照确立一批省内联系点。各地实施 “快办行动”的

典型经验、取得成效和相关问题建议请及时报部行风办。“快办行

动”实施情况纳入２０２０年度人社窗口单位调研暗访内容。

附件：

１人社服务１０个 “打包一件事”清单

２“提速办”服务事项备选清单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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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人社服务１０个 “打包一件事”清单

序

号

办事

场景
所涉服务事项 涉及机构 备　注

１
企业招

用员工

① １１５职工参保登记
② １３１缴费人员增减申报
③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含

１６１０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
系转移接续申请；１６１３机关事
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与城镇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互转申请；

１６１５军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
续申请）

④ １８８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⑤ １１０１社会保障卡申领
⑥ ２４２就业登记
⑦ ２４３《就业创业证》申领
⑧ ２７１高等学校等毕业生接收
手续办理

⑨ ３４１档案的接收和转递 （流

动人员）

⑩ ３４７存档人员党员组织关系
的接转

瑏瑡 ４１１劳动用工备案

社保经办

机构、公

共就业人

才服务机

构、信息

化管理机

构、劳动

用工管理

部门

１要同步办理
养老保险、工

伤保险、失业

保险缴费人员

增加。

２如涉及失业
保险金停发，

应一并办理。

３社保经办机
构、公共就业

人才服务机构

和劳动用工管

理部门，要同

步人员名单信

息。

２

企业与

员工解

除终止

劳动合

同

① １３１缴费人员增减申报
② ４１１劳动用工备案
③ １３５社会保险费欠费补缴申
报

④ １８８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⑤ ３４１档案的接收和转递 （流

动人员）

⑥ ３４７存档人员党员组织关系
的接转

社保经办

机构、公

共就业人

才服务机

构、劳动

用工管理

部门

１社保经办机
构、公共就业

人才服务机构

和劳动用工管

理部门，要同

步人员名单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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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事

场景
所涉服务事项 涉及机构 备　注

３ 失业

① ２４１失业登记
② ２４３《就业创业证》申领
③ ２２１职业介绍
④ １８１失业保险金申领
⑤ １８６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
⑥ １８３职业培训补贴申领 （领

金失业人员）

⑦ １８７价格临时补贴申领
⑧ ２６１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公共就业

人才服务

机构、社

保经办机

构

１需失业人员
本人办理的事

项。

２社保经办机
构、公共就业

人才服务机构

要同步人员名

单信息。

４

高校毕

业生就

业 （含

灵活就

业）

① ２１１就业政策法规咨询
②２１２职业供求信息、市场工
资指导价位信息和职业培训信息

发布

③ ２２１职业介绍
④ ２２２职业指导
⑤ ２３１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
⑥ ２４２就业登记
⑦ ２４３《就业创业证》申领
⑧ ２７１高等学校等毕业生接收
手续办理

⑨ ２７３求职创业补贴申领
⑩ ２７４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申
领

瑏瑡 ３４１档案的接收和转递 （流

动人员）

瑏瑢 ３４７存档人员党员组织关系
的接转

瑏瑣 １１５职工参保登记
瑏瑤 １４１社会保险费缴纳
瑏瑥 １１０１社会保障卡申领

公共就业

人才服务

机构、社

保经办机

构、信息

化管理机

构

１需高校毕业
生离校后本人

办理的事项。

２社保经办机
构、公共就业

人才服务机构

要同步人员名

单信息。

３其他劳动者
就业，也可参

考此场景所列

的服务事项打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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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事

场景
所涉服务事项 涉及机构 备　注

５

事业单

位聘用

工作人

员

① ３３３事业单位拟聘人员备案
② ３４１档案的接收和转递 （流

动人员）

③ ３４７存档人员党员组织关系
的接转

④ １１５职工参保登记
⑤ １３１缴费人员增减申报
⑥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含

１６１０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
系转移接续申请；１６１３机关事
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与城镇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互转申请；

１６１５军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
续申请）

⑦ １８８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⑧ １１０１社会保障卡申领
⑨ ２７１高等学校等毕业生接收
手续办理

事业单位

管理行政

部门、社

保经办机

构、公共

就业人才

服 务 机

构、信息

化管理机

构

１要同步办理
养老保险、工

伤保险、失业

保险缴费人员

增加。

２如涉及失业
保险金停发，

应一并办理。

３社保经办机
构和公共就业

人才服务机构

要同步人员名

单信息。

６ 创业

① ２２３创业开业指导
② ２４２就业登记
③ ２４３《就业创业证》申领
④ ２５１创业补贴申领
⑤ ２５２创业担保贷款申请
⑥ ２７１高等学校等毕业生接收
手续办理

⑦ ３４１档案的接收和转递 （流

动人员）

⑧ ３４７存档人员党员组织关系
的接转

⑨ １１１企业社会保险登记
⑩ １１５职工参保登记
瑏瑡 １３１缴费人员增减申报

公共就业

人才服务

机构、社

保经办机

构、信息

化管理机

构、劳动

用工管理

部门

１需创业人员
本人办理的事

项。

２企业社会保
险登记，按照

“多 证 合 一”

要求，并入企

业新办理工商

注册登记环节

统一办理。

３要同步办理
养老保险、工

伤保险、失业

保险缴费人员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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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事

场景
所涉服务事项 涉及机构 备　注

６ 创业

瑏瑢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含

１６１０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
系转移接续申请；１６１３机关事
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与城镇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互转申请；

１６１５军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
续申请）

瑏瑣 １８８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瑏瑤 １１０１社会保障卡申领
瑏瑥 ４１１劳动用工备案

４如涉及失业
保险金停发，

应一并办理。

５社保经办机
构、公共就业

人才服务机构

和劳动用工管

理部门，要同

步人员名单信

息。

７
职工退

休

① １６１职工正常退休 （职）申

请

② １６３职工提前退休 （退职）

申请

③ ４１１劳动用工备案
④ １３５社会保险费欠费补缴申
报

⑤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含

１６１０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
系转移接续申请；１６１３机关事
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与城镇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互转申请；

１６１４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衔接

申请）

⑥ １６１６多重养老保险关系个人
账户退费

⑦ １２３养老保险待遇发放账户
维护申请

社保经办

机构、社

会保险行

政 部 门、

劳动用工

管理部门

１如涉及工伤
保险待遇补差

或失业保险金

停发，应一并

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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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事

场景
所涉服务事项 涉及机构 备　注

８

申领工

亡人员

有关待

遇

① 工伤备案登记 （含１７２用人
单位办理工伤登记；１７３变更工
伤登记）

② 工伤医疗费用申报 （含１７２１
工伤医疗 （康复）费用申报；

１７２２住院伙食补助费申领；
１７１３异 地 工 伤 就 医 报 告；
１７２３统筹地区以外交通、食宿
费申领）

③ 一次性及长期待遇申领 （含

１７２７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含生

活困难，预支５０％确认）、丧葬补
助金申领；１７２８供养亲属抚恤
金申领）

④ １２４工伤保险待遇发放账户
维护申请

社保经办

机构、社

会保险行

政部门

１行政部门作
出 工 伤 认 定

后，及时将认

定结论推送社

保经办机构，

办理用人单位

工伤登记。

２发生停工留
薪期内因工伤

导致死亡、一

至四级停工留

薪 期 满 后 死

亡、下落不明

等情形，需申

领 有 关 待 遇

的，可视情况

打包到此场景

中。

９
退休人

员过世

① １６６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
领 （养老保险）

② １６８遗属待遇申领 （养老保

险）

③ １７２９工伤保险待遇变更
④ １１０８社会保障卡注销
⑤ １２３养老保险待遇发放账户
维护申请

⑥ １２４工伤保险待遇发放账户
维护申请

社保经办

机构、社

会保险行

政 部 门、

信息化管

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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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事

场景
所涉服务事项 涉及机构 备　注

１０
申领社

会保障

卡

① １１０１社会保障卡申领
② １１０２社会保障卡启用 （含社

会保障卡银行账户激活）

③ １１０５社会保障卡密码修改与
重置

④ １１０６社会保障卡挂失与解挂
⑤ １１０７社会保障卡补领、换
领、换发

信息化管

理 机 构、

社保经办

机构、公

共就业人

才服务机

构

　　注：所涉服务事项详见 《全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公共服务事项清

单》。

·３３·



附件２

“提速办”服务事项备选清单

序

号
事项名称

当前规定的

办结时限
提速后办结时限

１
１６１职工正常退休
（职）申请

无
各地结合实际制定提速目

标

２
１６１０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

续申请

４５个工作日 １５个工作日

３
１８８失业保险关系
转移接续

无 １５个工作日

４ １７４工伤认定申请

自受理工伤认定申

请之日起 ６０日内
作出工伤认定的决

定。对受理的事实

清楚、权利义务明

确的工伤认定申

请，应当在 １５日
内作出工伤认定的

决定。

原则上自受理工伤认定申

请之日起 ３０日内作出工
伤认定的决定，对受理的

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

的工伤认定申请，原则上

应当在７日内作出工伤认
定决定。对于事实不清，

权利义务不明确，需要进

一步深入工伤认定调查的

工伤认定申请，可在 ６０
日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５

劳动能力鉴定申请

（含１７５劳动能力鉴
定申请；１７６劳动
能力再次鉴定申请；

１７７劳动能力复查
鉴定申请）

自收到劳动能力鉴

定申请之日起 ６０
日内作出劳动能力

鉴定结论，必要时

可延长３０日。

原则上自收到劳动能力鉴

定申请之日起 ３０日内作
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伤

情复杂的应在 ６０日内作
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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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名称

当前规定的

办结时限
提速后办结时限

６
１８１失业保险金申
领

自受理失业人员领

取失业保险金申请

之日起 １０日内，
对申领者的资格进

行审核认定。

加快推进网上申领；现场

办理５个工作日。

７
１８９稳岗返还 （稳

岗补贴）申领

自企业申请到审核

通过，最长不得超

过３个月。

加快实现全程网办；现场

办理不超过１个月。

８
１８１０技能提升补贴
申领 （失业人员）

无
加快实现网上申领；现场

办理５个工作日。

９
１１０１社会保障卡申
领

批量制发 ３０个工
作日；零星制发 ５
个工作日。

批量制发 ３０个工作日；
７０％以上区县零星制发实
现立等可取。

１０２４１失业登记 ７个工作日 ３个工作日

１１２４２就业登记 １０个工作日 ５个工作日

１２
２４３《就业创业证》
申领

７个工作日 ３个工作日

１３２５１创业补贴申领 无
各地结合实际制定提速

目标

１４
２５２创业担保贷款
申请

无
各地结合实际制定提速

目标

１５
２６１就业困难人员
认定

无
各地结合实际制定提速

目标

１６
２６２就业困难人员
社会保险补贴申领

无
各地结合实际制定提速

目标

１７
２６４求职创业补贴
申领 （就业困难人

员）

无
各地结合实际制定提速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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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名称

当前规定的

办结时限
提速后办结时限

１８
２７１高等学校等毕
业生接收手续办理

无
各地结合实际制定提速

目标

１９
２７２就业见习补贴
申领 （高校毕业生

等）

无
各地结合实际制定提速

目标

２０
２７３求职创业补贴
申领 （高校毕业生）

无
各地结合实际制定提速

目标

２１
２７４高校毕业生社
保补贴申领

无
各地结合实际制定提速

目标

２２
３３２事业单位公开
招聘工作方案、招聘

信息审核备案

无
各地结合实际制定提速

目标

２３
３３３事业单位拟聘
人员备案

无
各地结合实际制定提速

目标

２４
３４７存档人员党员
组织关系的接转

无

办理接收手续，符合条件

的即时办结；办理转出手

续，符合条件的即时办结

（收到组织关系介绍信回

执后及时存档）。

２５
３５２遗失技能人员
职业资格证书补发申

请

无
各地结合实际制定提速

目标

　　注：所涉服务事项详见 《全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公共服务事项清

单》。文件下发后，对服务事项办结时限有新要求的，以新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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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
进一步优化人社公共服务切实
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

实施方案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９４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部属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

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 〔２０２０〕４５号）要
求，我部制定了 《关于进一步优化人社公共服务 切实解决老年

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落实。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５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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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优化人社公共服务

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

困难的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

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 〔２０２０〕４５号）有关要
求，实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以下简称人社）领域传统服务

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融合发展，结合人社信息化便民服

务创新提升行动，为老年人提供更便捷、更周全、更贴心、有温

度的人社服务，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是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帮助

老年人跨越 “数字鸿沟”、维护信息化时代下老年人合法权益的

重要任务。各级人社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增强服务意

识，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 “两条腿”走路，着重解

决老年人在人社公共服务中的痛点难点问题，将服务质量和群众

满意度作为工作成效考量的重要指标，让老年人在信息化发展中

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各级人社部门要梳理人社系统涉及老年人的高频服务事项，

逐项完善服务政策，改进服务措施，优化服务方式，一方面通过

传统服务方式为老年人提供兜底服务保障，另一方面促进智能技

术在老年人中的普及应用，并于２０２１年底前完成各项人社服务
优化和整改任务，于２０２２年底前建成相应的长效机制，持续提
升人社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

二、工作任务

（一）明确老年人高频服务事项，提供优质便民服务

１完善社保卡申领服务。各级人社部门要按照 《人力资源

·８３·



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提升社会保障卡服务质量的通知》

（人社厅函 〔２０２０〕１７１号）有关要求，联合合作银行，优化社
保卡申领、社保功能启用、银行账户激活等服务，补全本人及监

护人手机、地址等联系方式。针对老年人，要加强主动沟通、主

动服务，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做好应用培训。在为老年人发放社

保卡过程中，同时引导帮助老年人领用电子社保卡。针对异地居

住的老年人，还要做好社保卡的网上申领补换和邮寄服务，并优

先联合全国性银行为该类人群发放社保卡。（各级人社信息化综

合管理机构负责）

２完善社保待遇申领服务。对临近退休或待遇领取年龄的
人员，各级人社部门要通过短信、消息、用人单位或基层工作人

员联络等方式，主动提醒本人享有待遇申领权益，提前进行档案

核查，通过全国社保比对查询系统，核对参保人是否存在多地参

保经历，对需进行社保关系转移或制度衔接的，应做好业务提

醒。在养老金待遇核定等业务办理过程中，同步做好社保关系转

移或制度衔接、通过社保卡发放待遇、失业保险待遇终止、１－４
级工伤职工伤残津贴停发等可以打包办理的工作，减少老年人跑

腿。对丧葬补助金、抚恤金、个人账户余额等死亡待遇申领和核

定，要结合跨部门共享的人员死亡等数据，提高业务办理效率，

并通过待遇进卡服务，提高待遇发放效率。（各级人社行政部门、

社保经办机构按职责分工负责）

３完善补贴待遇发放服务。各级人社部门要组织好就业补
贴、社保待遇、农民工工资等通过社保卡发放的有关工作，做好

社保卡申领激活服务，加强宣传培训，稳步切换实施。在待遇进

卡工作中，同步加强待遇到账短信或消息提醒、对账折、纸质对

账单等服务，保障老年人及时知晓待遇情况。对经宣传培训仍主

动提出使用银行存折领取养老金的部分老年人可保留存折，不做

“一刀切”。（各级人社行政部门、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社

保经办机构按职责分工负责）

４完善工伤医疗待遇结算服务。各级人社部门要做好工伤
职工的工伤医疗、工伤康复治疗、辅助器具配置等服务，通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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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卡开展直接结算，减少行动不便的工伤职工跑腿、垫资。对于

采用事后报销方式的工伤医疗费，通过社保卡等方式发放，提高

资金发放效率。对尚有工伤医疗服务需求的已经退休或者是异地

居住的工伤职工，要做好工伤医疗待遇结算的服务保障。（各级

社保经办机构负责）

５完善社保权益信息查询服务。各级人社部门要利用在办
事大厅布设的自助服务一体机，为老年人等群体提供社保权益信

息打印服务，方便老年人查询社保待遇。通过社银系统接口，将

社保查询服务延伸到银行在网点的自助服务设施和在基层乡镇的

便民服务终端。在办事大厅、基层服务平台预留查询打印服务柜

台或配备自助服务一体机引导人员，为老年人运用自助服务一体

机提供兜底服务。（各级社保经办机构负责）

６完善社保待遇资格认证。要统筹养老、工伤、失业保险
的待遇资格认证工作，加强与公安、民政、司法、卫生健康、交

通、医保、银行等部门的数据共享比对，充分利用部级下发的比

对信息，寓认证于无形，提高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的免办服务比

例。支持老年人利用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人社政务服务平

台、电子社保卡、掌上１２３３３以及地方自助认证平台等，实现刷
脸方式的自助认证，让老年人不跑腿。支持老年人利用基层服务

平台实现就近认证，让老年人少跑腿。认证期结束前向尚未认证

人员或其监护人打电话、发送短信、消息或上门提醒。（各级社

保经办机构负责）

７拓展社保卡其他公共服务场景。继续支持通过社保卡
（含电子社保卡）进行就医购药结算，方便老年人就医购药。在

充分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前提下，推进社保卡 （含电子社保卡）

与 “健康码”等互相关联，支持刷卡 （码）通行。推进第三代

社保卡加载交通出行功能，在有条件的地区实现老年人凭社保卡

乘坐城市公共交通。支持其他政府部门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通

过社保卡 “一卡通”发放，做好服务支撑。（各级人社信息化综

合管理机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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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完善服务政策，拓展服务方式

８提升人性化服务水平。各级人社部门要将便民服务意识
贯穿于人社政策制定、业务规程设计、服务流程设置的全过程，

完善各项规章制度。要结合年龄、教育背景、生活环境和习惯等

的不同，分人群提供针对性、差异化的服务措施，避免 “一刀

切”。要制定针对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关爱服务制度，在提供规

范化、标准化服务的同时，兼顾人性化、个性化服务需求。（各

级人社行政部门、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社保经办机构按职

责分工负责）

９发展代办服务。各级人社部门对待办事的老年人要像家
人一样提供贴心服务，从老年人视角检视在服务流程、服务要

件、服务方式、服务手册等方面的不足。应依法接受授权代理、

亲友代办等服务申请，在服务中避免循环证明，以方便群众办理

业务。（各级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社保经办机构按职责分

工负责）

１０开展上门服务。各级人社部门要加强主动沟通与服务，
特别是要为老年人多想一点、多做一点。对大龄等特殊困难人

员，提供政策咨询、职业介绍、职业指导、专项招聘活动等线

下、现场的就业创业服务。依托基层服务平台，联合社保卡合作

银行，对于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社保卡办理等服务内容，向高龄

等行动不便人员提供上门服务，特别是对８０岁以上的老年人，
要主动联络、优先提供上门服务，并建立服务台账实施动态管

理。（各级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社保经办机构按职责分工

负责）

（三）完善传统服务，确保全面兜底

１１延伸服务体系，发展就近服务。各级人社部门应保留老
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在提供办事大厅服务的基础上，向街

道乡镇、社区行政村等基层服务平台延伸下沉服务，与银行共建

社保卡联合服务网点或社保服务代办网点，提供就近服务，让老

年人不出社区行政村即可实现养老金领取、社保待遇资格认证、

社保信息查询等服务。（各级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社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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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机构、其他人社服务窗口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１２完善服务设施，发展优先服务。各级人社部门办事大厅
应提供 “一窗式”“一门式”服务，设立老年人业务办理绿色通

道，实现优先办理，设置等候专区、爱心专座，印制适合老年人

阅读的专用办事指南，张贴醒目的引导标识，提供老花镜等便民

服务设施，配备医药应急箱。 （各级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

社保经办机构、其他人社服务窗口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１３加强服务引导，发展主动服务。各级人社部门要在办事
大厅和基层服务平台配备服务引导人员，与群众面对面做好政策

解读、服务引导、自助设备操作指导、线上服务操作引导等服

务，提供从接待、答疑、受理，到办理、反馈的 “一站式”服

务，对前来服务网点的老年人主动询问所办业务，根据其情况，

按需提供全程引导服务。（各级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社保

经办机构、其他人社服务窗口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１４完善疫情管控，增加替代措施。各级人社部门在新冠肺
炎疫情低风险地区，对进入人社办事大厅和基层服务平台的群众

一般不查验 “健康码”。根据疫情防控需要确需查验时，对因无

智能手机、不会操作等原因无法提供 “健康码”的群众，可以

采取凭社保卡、身份证等身份证件登记、持纸质证明通行、出示

“通信行程卡”作为辅助行程证明等替代措施。 （各级公共就业

和人才服务机构、社保经办机构、其他人社服务窗口部门按职责

分工负责）

（四）优化智能化服务，打造适老平台

１５推广电子社保卡亲情服务等功能。在各级人社 ＡＰＰ、小
程序中全面嵌入电子社保卡，通过使用电子社保卡简化线上注册

流程，实现扫码登录、授权登录。充分利用电子社保卡 “亲情服

务”“工作人员服务”等功能，通过家人或是工作人员，帮助不

使用或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查询社保待遇、进行社保待遇

资格认证。（各级人社信息化综合管理机构负责）

１６开展网站和ＡＰＰ的适老化改造。按照国家统一部署，进
行各级人社部门政府网站、人社 ＡＰＰ、小程序等的适老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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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使用步骤，优化界面交互，增加操作提示。针对老年人常用

功能，提供大字版、语音版、少数民族文字版的服务模块，挂在

首页醒目位置，方便老年人获取信息和服务。（各级人社信息化

综合管理机构负责）

１７强化电话咨询服务。加强电话咨询服务建设，将代办服
务、上门服务等关爱政策以及智能技术操作问答纳入知识库，提

高咨询服务人员业务能力，畅通老年人咨询人社政策和办事服务

问题的途径，畅通人社服务投诉举报的渠道，利用电话人工客服

的服务优势，为老年人提供人社相关智能技术操作的指导服务。

发展短信服务，支持各类业务提醒和办理进度反馈。（各级电话

咨询服务机构负责）

（五）加强宣传培训，营造良好氛围

１８加强群众宣传。加强各项人社政策和服务方式的宣传，
特别是要宣传针对特殊人群的关爱政策，让群众知晓从哪办、怎

么办、找谁问。采取适合老年人了解信息的图文、视频、音频方

式开展宣传，必要时提供面对面的指导服务措施，加强对智能化

服务运用及防骗知识的科普宣传，让老年人敢用、能用、会用智

能技术。（各级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社保经办机构、其他

人社服务窗口、各级人社宣传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１９拓展技能培训内容。探索在养老护理员等康养职业技能
培训中，适当增加智能技术运用培训内容，使养老服务人员在为

老年人服务的过程中，能够为老年人操作智能终端提供协助。

（各级人社职业能力建设部门负责）

２０加强工作人员培训。将服务意识、服务流程、服务礼仪
等作为人社部门工作人员日常业务培训的重要内容，在人社系统

倡导尊老爱老敬老服务，提高各级工作人员特别是窗口工作人员

的服务水平。完善应急处置机制，提高窗口工作人员的应急处理

能力，快速有效解决老年人遇到的困难。 （各级人社行政部门、

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社保经办机构、其他人社服务窗口部

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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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工作要求
１开展全面自查。各级人社部门应明确贯彻落实国办发

〔２０２０〕４５号文件的牵头单位，组织业务部门、经办机构、信息
化部门、宣传部门等，分别负责政策文件、传统服务、智能化服

务、宣传培训等相关工作，全面排查本地区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

困难的有关问题及个案现象，如政策文件和服务事项中无法适用

老年人需求等 “一刀切”的问题，仅支持线上业务办理等 “单

条腿”的问题，对老年人服务措施针对性不够的问题，对老年人

关爱政策宣传不到位的问题等。

２制定实施方案。各地要根据自查情况制定实施方案，明
确时间表、路线图，建立工作台账，提出整改措施。对国办发

〔２０２０〕４５号文件作出的规定要立即做到；对已取消传统服务的
“单条腿”问题要于２０２１年１月底前完成整改，恢复提供传统服
务或建立专用通道；对需要改造完善的服务要于２０２１年底前完
成，明确时限并引导群众预期。

３加强服务监督。我部将建立调度督导机制，健全问责工
作机制，定期调度各地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工作的实施

进展和成效，将面向老年人的服务措施纳入人社服务窗口明察暗

访和人社系统行风建设，对人社公共服务的适老化程度进行评

估，通过舆情监测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对群众投诉举报问题严重

的，进行全系统通报，组织各地交流经验做法，督促各地不断提

升人社便民服务水平。

４完善服务保障。各级人社部门应做好有关的服务保障工
作，开展群众特别是老年人的满意度调查，确保各项服务措施做

实做细、落实到位。要加强人社部门政府网站、人社ＡＰＰ、小程
序等的安全防护，明确个人信息填报和使用范围，切实保护个人

隐私，让老年人放心运用智能技术。

各地根据自查情况制定的实施方案 （包括工作牵头单位及联

系人，高频服务事项、存在的问题、整改措施、责任单位及时间

安排），请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５日前报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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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
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人社部明电 〔２０２０〕１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作

出重要指示，党中央印发 《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

求，在落实１月２３日印发的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有关工作的通知》（人社厅明电 〔２０２０〕３号）要求基础上，进
一步抓紧抓实当前工作，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

施策，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积极贡献。现就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使

命感、责任感、紧迫感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全部

涉及到人，大部分涉及民生，既担负着支援保障一线防控工作人

员的重要职责，也担负着维护受疫情影响职工群众权益的重要任

务。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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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持把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

重要的工作来抓，坚决扛起疫情防控政治责任，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担责、守土尽责。

二、全力做好人社政策支持工作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根据疫情

防控大局需要，及时研究制定有关针对性政策，并抓好落实。按

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卫生健康委 《关于因履行工作

职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有关保障问题

的通知》（人社部函 〔２０２０〕１１号）要求，做好医护人员及相关
工作人员工伤保险保障工作，并开辟工伤待遇绿色通道。支持疫

情防控相关医疗卫生机构等事业单位简化招聘程序和设立招聘绿

色通道，紧急补充医护人员等疫情防控工作人员。督促落实疫情

防治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等工资待遇政策。

三、切实关心激励疫情防控人员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及时发现先进

典型，及时挖掘先进事迹，对在医疗救治、疫苗研发、基础预

防、物资援助、抢建设施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尤

其是广大医务工作者和医务团队给予及时性表彰，进一步鼓舞士

气、坚定信心、凝聚力量。对在疫情防控中做出贡献的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和集体特别是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和集体，根据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规定》有关规定开展及

时奖励。

四、稳妥做好劳动就业等重点工作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增强工作前瞻性，对就业形

势、农民工流动、人力资源市场、劳动关系等情况进行密切监测

和研判，深入评估疫情影响，提前研究应对举措，做好政策储

备。要调整优化一季度就业服务活动，有针对地向劳动者发布节

后企业开工信息，引导农民工安全有序流动。要组织各级各类公

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常态化开展线上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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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职业技能线上培训，积极稳妥做好农民工、高校毕业生

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加强失业人员生活保障，加快落实援企稳

岗政策，努力维护就业大局稳定。落实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

公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

系问题的通知》 （人社厅明电 〔２０２０〕５号），对因疫情防控引
发的劳动关系处理、工资支付、工伤保险等问题，进一步加强工

作指导，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五、扎实做好本系统疫情防控工作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继续做好公共就业服务、社保

经办、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人才人事服务、劳动人事争议处理

等窗口服务单位的疫情防控工作，推行不见面服务，减少非必须

的现场办理，配备必需设备，科学安排业务办理流程，避免出现

人员密集办理业务情况。要指导技工院校、培训机构等重点场所

和农民工密集的企业，按照国家和当地党委政府疫情防治工作要

求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要加强本单位干部职工科学防护，切实保

障好干部职工身体健康。

六、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在党委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下

统一行动，全力出战。要建立健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疫情防

控工作机制，制定完善疫情防控应急预案，下好先手棋、打好主

动仗。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坚守岗位、靠

前指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

模范作用。要在这场严峻斗争的实践中考察识别干部，激励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在疫情防控斗争中挺身而出、英勇奋斗、扎实工

作，经受住考验。

各地应对疫情工作中的重要情况，要及时报告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２０２０年１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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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部本级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
承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

人社厅发 〔２０２０〕１１０号

部属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

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持续开展 “减证便民”行动，按照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

承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２０２０〕４２号）要求，经研究，部
里制定了 《部本级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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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本级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

承诺制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问题导向、高效便民、协同推进、风险可控原则，针对

部本级直接面向企业群众、依申请办理的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

项，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现相关审批服务事项流程

更简、办事更快、服务更优，进一步从制度层面解决企业群众办

事证明材料多、手续繁等问题。

二、主要任务

（一）明确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按照最大限度利民

便民原则，对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行政审批事项清单》《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共服务事项清单》中企业群众关注度高、使用

频次多或获取难度较大的人才人事、社会保险、资格考试等２４
个办事事项的８９件次证明材料实行告知承诺制 （见附件１）。

（二）确定告知承诺制的适用对象。对于实行告知承诺制的

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申

请人不愿承诺或者无法承诺的，应当提交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

务院决定要求的证明。允许代为承诺的，要有申请人的书面授

权。申请人有较严重的不良信用记录或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

的，在信用修复前，不适用告知承诺制。

（三）规范告知承诺工作流程。结合告知承诺制工作开展，

制定完善业务规程，明确告知承诺制的范围、适用对象、告知承

诺书的制式、事中事后核查手段、针对不实承诺的防控补救措施

等。要修改完善办事指南，做到通俗易懂、简便易行。参照告知

承诺书参考范本 （见附件２），根据不同办事事项特点，制作内
容明确、语言简洁、文字规范的告知承诺书文本 （含电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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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告知的内容应当包括：办事事项名称及其设定依据，证明

内容和材料要求，承诺的方式，不实承诺可能承担的民事、行

政、刑事责任，行政机关核查权力，承诺书是否公开、公开范围

及时限等，其中的具体要求应当可量化、易操作，不含模糊表述

和兜底条款。承诺的内容应当包括：申请人已知晓告知事项、已

符合相关条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以及承诺的意思表

示真实等。办事指南和告知承诺书文本应于２０２１年１月底之前，
通过对外服务场所、部门户网站等渠道公布，方便查阅、索取或

下载。

（四）实施事中事后核查。针对事项的特点等确定具体核查

办法，将承诺人的信用状况作为确定核查办法的重要因素，明确

核查时间、标准、方式以及是否免予核查。综合运用在线核查、

现场核查、协助核查等方式，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进行核查。对

于免予核查的事项和对象，采用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重

点监管、智慧监管等方式实施日常监管，不得对通过告知承诺制

方式办理的申请人采取歧视性监管措施。对在核查或者日常监管

中发现承诺不实的，依法依规终止办理、责令限期整改、撤销行

政决定或予以行政处罚，并纳入信用记录。涉嫌犯罪的，依法移

送司法机关。

（五）完善信用监管。加强告知承诺信用管理制度建设，针

对不同事项，认真梳理筛查申请人承诺内容与客观事实或特定条

件不相符合的情形，界定告知承诺失信行为范围。将范围内的失

信行为，按规定程序记入 《社会保险领域严重失信人名单》和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诚信档案库》等信用记录。

（六）强化风险防范措施。梳理工作环节重大风险，制定防

控措施，切实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建立承诺退出机制，在行政事

项办结前，申请人有合理理由的，可以撤回承诺申请，撤回申请

后按原程序办理。对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第三人利益或者核查难

度较大的证明事项，要根据政府信息公开等规定，通过对外服务

场所、部门户网站等渠道向社会公开告知承诺书，接受社会监

督。依法做好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保护。探索建立事前信用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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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对申请人进行信用评估，加强事前的风险防控。

三、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把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作

为加强系统行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各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作

为本单位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亲自

研究制定具体措施，及时了解掌握工作进展，研究解决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确保工作有序开展。行风办要做好统筹和调度。规划

司、信息中心要为部本级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提供信息

共享支持，及时解决部门间数据共享、人社政务信息资源与各省

份信息共享问题。各有关单位要了解掌握本业务领域地方推行证

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有关情况，加强指导，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

的问题，挖掘并复制推广典型经验、典型事例。

（二）强化宣传引导。通过对外服务场所、政务服务平台、

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媒体，对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

进行广泛宣传，加强政策解读，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及时回应社

会关切，为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三）加强监督检查。将开展部本级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

作情况纳入业务、党建年度考核及调研暗访内容。结合人社政务

服务 “好差评”工作，及时发现和收集企业群众对证明事项告

知承诺制工作的意见建议，处理相关投诉举报，不断改进优化服

务，提升企业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附件：

１部本级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事项清单
２告知承诺书参考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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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部本级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事项清单

序

号

办理

单位
办事事项 一级子项 可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材料

１
流动

管理

司

人力资源

服务备案

人力资源服

务备案

１自有场所的房产证明或不少于１年
租赁期的场所租赁协议；

２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的身份证

明、任职证明；

３人力资源服务人员等相关职业资格
证明。

２
职业

能力

司

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

试点机构

（社 会 培

训评价组

织）认定

职业技能等

级认定试点

机构 （社会

培训评价组

织）认定

１专家等专业人员技能水平证明；
２场地设备设施等资产有效证明文件
（包括场地所有权属证明复印件或房产

租赁协议复印件、固定资产清单、上

年度经外部审计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

复印件或全套财务报表等）。

３
央保

中心

社会保险

登记

职工参保登

记
工资关系或工资审批手续复印件

４
央保

中心

社会保险

登记

职工参保登

记

１统筹内调入的需提供人事 （组织）

部门正式录用通知、调令、任职文件

或者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等复印件；

２工资关系或工资审批手续复印件。

５
央保

中心

社会保险

登记

职工参保登

记

１工作调动的需提供人事 （组织）部

门调动手续复印件；

２辞职、解除合同需提供解除合同证
明或辞职开除手续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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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理

单位
办事事项 一级子项 可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材料

６
央保

中心

养老保险

服务

参保人员因

病或因公死

亡后，参保

单位向社保

经办机构申

请办理领取

个人账户一

次性支付

参保人员死亡医学证明书或其他死亡

证明材料。

７
考试

中心

专业技术

人员资格

考试报名

管理

工 程 咨 询

（投资）专

业技术人员

职业资格

１学历证明；
２学位证明；
３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４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５全国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项目或者
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项目的主要

完成人证明。

８
考试

中心

专业技术

人员资格

考试报名

管理

注册建筑师

１学历证明；
２学位证明；
３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４职称评聘证明。

９
考试

中心

专业技术

人员资格

考试报名

管理

监理工程师

１学历证明；
２学位证明；
３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４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１０
考试

中心

专业技术

人员资格

考试报名

管理

环境影响评

价工程师

１学历证明；
２学位证明；
３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４专业技术职务聘用 （评聘）证明；

５环境影响评价上岗培训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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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理

单位
办事事项 一级子项 可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材料

１１
考试

中心

专业技术

人员资格

考试报名

管理

翻译专业资

格 （笔 译、

口译）

１在读证明；
２专业技术职务聘用 （评聘）证明；

３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１２
考试

中心

专业技术

人员资格

考试报名

管理

助理社会工

作师、社会

工作师、高

级社会工作

师

１学历证明；
２学位证明；
３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４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１３
考试

中心

专业技术

人员资格

考试报名

管理

一级注册计

量师、二级

注册计量师

１学历证明；
２学位证明；
３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４职称评聘证明；
５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１４
考试

中心

专业技术

人员资格

考试报名

管理

注册设备监

理师

１学历证明；
２学位证明；
３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４专业技术职务聘用 （评聘）证明。

１５
考试

中心

专业技术

人员资格

考试报名

管理

注册测绘师

１学历证明；
２学位证明；
３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４专业技术职务聘用 （评聘）证明。

１６
考试

中心

专业技术

人员资格

考试报名

管理

建造师

１学历证明；
２学位证明；
３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４专业技术职务聘用 （评聘）证明；

５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６建筑业企业一级项目经理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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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理

单位
办事事项 一级子项 可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材料

１７
考试

中心

专业技术

人员资格

考试报名

管理

出版专业技

术人员职业

资 格 （初

级、中级）

１学历证明；
２学位证明；
３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４专业技术职务聘用 （评聘）证明。

１８
考试

中心

专业技术

人员资格

考试报名

管理

执 业 药 师

（药 学、中

药学）

１学历证明；
２学位证明；
３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４职称评聘证明。

１９
考试

中心

专业技术

人员资格

考试报名

管理

注册城乡规

划师

１学历证明；
２学位证明；
３从事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４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２０
考试

中心

专业技术

人员资格

考试报名

管理

勘察设计注

册工程师

１学历证明；
２学位证明；
３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２１
考试

中心

专业技术

人员资格

考试报名

管理

一级造价工

程师

１学历证明；
２学位证明；
３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４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２２
考试

中心

专业技术

人员资格

考试报名

管理

注册安全工

程师

１学历证明；
２学位证明；
３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４职称评聘证明；
５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６本科毕业时所学安全工程专业经全
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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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理

单位
办事事项 一级子项 可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材料

２３
考试

中心

专业技术

人员资格

考试报名

管理

经济专业技

术资格 （初

级、 中 级、

高级）

１学历证明；
２学位证明；
３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４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２４
考试

中心

专业技术

人员资格

考试报名

管理

一级注册消

防工程师

１学历证明；
２学位证明；
３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４专业技术职务聘用 （评聘）证明；

５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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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告知承诺书参考范本

（以２０１９年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事项中的
“申请供养亲属抚恤金”为例）

　　一、基本信息
（一）申请办事事项名称

申请供养亲属抚恤金。

（二）申请人

姓名：　　　　　　　联系方式：
证件类型： 证件编号：

二、告知内容

（一）证明事项名称

依靠工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的证明材料。

（二）设定证明的依据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１２〕
１１号）。

（三）证明的内容

申请人依靠工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

（四）承诺的方式

采用书面或电子承诺方式。由申请人本人承诺，如代为承

诺，应提供代为承诺委托书。

（五）核查及不实承诺的责任

本机构将综合运用在线核查、现场核查、协助核查等方式，

对承诺内容进行核查。对虚假承诺的，依法终止事项办理、责令

限期整改、撤销行政决定或予以行政处罚，并纳入有关信用记

录，由相关部门按规定实施联合惩戒。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

法机关。

（六）承诺书是否公开及公开的形式、范围、时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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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已认真阅读本告知书，对承诺内容以及不实承诺的责

任已充分知晓。在此向 （办理机构名称）郑重承诺，所填报的

信息和承诺内容客观真实，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相关法律责任，

并愿意接受办理机构的核查。

申请人签名：

承诺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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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关于印发 《部本级全面推行证明事项

告知知承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

部属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

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持续开展 “减证便民”行动，按照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

承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２０２０〕４２号）要求，经研究，部
里制定了 《部本级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６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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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本级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

承诺制制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问题导向、高效便民、协同推进、风险可控原则，针对

部本级直接面向企业群众、依申请办理的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

项，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现相关审批服务事项流程

更简、办事更快、服务更优，进一步从制度层面解决企业群众办

事证明材料多、手续繁等问题。

二、主要任务

（一）明确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按照最大限度利民

便民原则，对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行政审批事项清单》《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共服务事项清单》中企业群众关注度高、使用

频次多或获取难度较大的人才人事、社会保险、资格考试等２４
个办事事项的８９件次证明材料实行告知承诺制 （见附件１）。

（二）确定告知承诺制的适用对象。对于实行告知承诺制的

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申

请人不愿承诺或者无法承诺的，应当提交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

务院决定要求的证明。允许代为承诺的，要有申请人的书面授

权。申请人有较严重的不良信用记录或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

的，在信用修复前，不适用告知承诺制。

（三）规范告知承诺工作流程。结合告知承诺制工作开展，

制定完善业务规程，明确告知承诺制的范围、适用对象、告知承

诺书的制式、事中事后核查手段、针对不实承诺的防控补救措施

等。要修改完善办事指南，做到通俗易懂、简便易行。参照告知

承诺书参考范本 （见附件２），根据不同办事事项特点，制作内
容明确、语言简洁、文字规范的告知承诺书文本 （含电子文

·０６·



本）。告知的内容应当包括：办事事项名称及其设定依据，证明

内容和材料要求，承诺的方式，不实承诺可能承担的民事、行

政、刑事责任，行政机关核查权力，承诺书是否公开、公开范围

及时限等，其中的具体要求应当可量化、易操作，不含模糊表述

和兜底条款。承诺的内容应当包括：申请人已知晓告知事项、已

符合相关条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以及承诺的意思表

示真实等。办事指南和告知承诺书文本应于２０２１年１月底之前，
通过对外服务场所、部门户网站等渠道公布，方便查阅、索取或

下载。

（四）实施事中事后核查。针对事项的特点等确定具体核查

办法，将承诺人的信用状况作为确定核查办法的重要因素，明确

核查时间、标准、方式以及是否免予核查。综合运用在线核查、

现场核查、协助核查等方式，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进行核查。对

于免予核查的事项和对象，采用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重

点监管、智慧监管等方式实施日常监管，不得对通过告知承诺制

方式办理的申请人采取歧视性监管措施。对在核查或者日常监管

中发现承诺不实的，依法依规终止办理、责令限期整改、撤销行

政决定或予以行政处罚，并纳入信用记录。涉嫌犯罪的，依法移

送司法机关。

（五）完善信用监管。加强告知承诺信用管理制度建设，针

对不同事项，认真梳理筛查申请人承诺内容与客观事实或特定条

件不相符合的情形，界定告知承诺失信行为范围。将范围内的失

信行为，按规定程序记入 《社会保险领域严重失信人名单》和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诚信档案库》等信用记录。

（六）强化风险防范措施。梳理工作环节重大风险，制定防

控措施，切实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建立承诺退出机制，在行政事

项办结前，申请人有合理理由的，可以撤回承诺申请，撤回申请

后按原程序办理。对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第三人利益或者核查难

度较大的证明事项，要根据政府信息公开等规定，通过对外服务

场所、部门户网站等渠道向社会公开告知承诺书，接受社会监

督。依法做好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保护。探索建立事前信用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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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对申请人进行信用评估，加强事前的风险防控。

三、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把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作

为加强系统行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各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作

为本单位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亲自

研究制定具体措施，及时了解掌握工作进展，研究解决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确保工作有序开展。行风办要做好统筹和调度。规划

司、信息中心要为部本级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提供信息

共享支持，及时解决部门间数据共享、人社政务信息资源与各省

份信息共享问题。各有关单位要了解掌握本业务领域地方推行证

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有关情况，加强指导，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

的问题，挖掘并复制推广典型经验、典型事例。

（二）强化宣传引导。通过对外服务场所、政务服务平台、

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媒体，对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

进行广泛宣传，加强政策解读，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及时回应社

会关切，为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三）加强监督检查。将开展部本级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

作情况纳入业务、党建年度考核及调研暗访内容。结合人社政务

服务 “好差评”工作，及时发现和收集企业群众对证明事项告

知承诺制工作的意见建议，处理相关投诉举报，不断改进优化服

务，提升企业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附件：

１部本级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事项清单
２告知承诺书参考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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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告知承诺书参考范本

（以２０１９年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事项中的
“申请供养亲属抚恤金”为例）

　　一、基本信息
（一）申请办事事项名称

申请供养亲属抚恤金。

（二）申请人

姓名：　　　　　　　联系方式：
证件类型： 证件编号：

二、告知内容

（一）证明事项名称

依靠工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的证明材料。

（二）设定证明的依据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１２〕
１１号）。

（三）证明的内容

申请人依靠工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

（四）承诺的方式

采用书面或电子承诺方式。由申请人本人承诺，如代为承

诺，应提供代为承诺委托书。

（五）核查及不实承诺的责任

本机构将综合运用在线核查、现场核查、协助核查等方式，

对承诺内容进行核查。对虚假承诺的，依法终止事项办理、责令

限期整改、撤销行政决定或予以行政处罚，并纳入有关信用记

录，由相关部门按规定实施联合惩戒。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

法机关。

（六）承诺书是否公开及公开的形式、范围、时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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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已认真阅读本告知书，对承诺内容以及不实承诺的责

任已充分知晓。在此向 （办理机构名称）郑重承诺，所填报的

信息和承诺内容客观真实，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相关法律责任，

并愿意接受办理机构的核查。

申请人签名：

承诺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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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做好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有关工作的通知
人社厅明电 〔２０２０〕３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

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统一决策部署，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在党委政府领导

下，主动配合有关部门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各级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部署，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精神上来，将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

工作的重中之重，坚决扛起责任，坚定信心决心，科学应对疫

情，狠抓防控措施落实。

二、防止人员聚集性疫情发生。改进招聘会、会议、培训等

活动的组织形式，尽量减少人员聚集，能以视频形式召开的会议

尽量召开视频会，能在线上开展的活动尽量在线上开展，能延期

的尽量延期，可将大型人员集中的活动调整为小范围、多批次、

灵活多样的活动。对于考试或者招聘会等确需组织的人员密集型

活动，要主动与当地防疫部门协商，切实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疫

情。若地区出现重大疫情，应暂停举办大型招聘活动和跨地区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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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协作活动。做好公共就业服务、社保经办、职业培训和技能鉴

定、人才人事服务、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和信访等窗口服务单位的

疫情防控安全措施，推行不见面服务，减少非必须的现场办理，

配备必需设备，科学安排业务办理流程，避免出现人员密集办理

业务情况。指导技工学校、培训基地等重点场所和农民工密集的

企业，按照国家和当地政府防治工作要求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要

结合农民工返乡特点及当前疫情形势制定有效措施，对疫情高发

地区农民工返乡，配合有关部门加强监测、宣传和服务保障等工

作；引导农民工合理安排节后出行，避免盲目外出。

三、制定疫情防控应急预案。要制订完善疫情防控应急预

案，健全组织协调机制，明确防控责任和措施。加强疫情监测，

确保及时掌握疫情信息，如有疫情发生，确保在第一时间启动应

急预案，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减少疾病传播

和蔓延。

四、加强干部职工科学防护。要加强对疫情科学防护措施的

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干部职工个人防护意识，养成良好个人卫生

习惯，减少到人员密集区域的活动。密切关注干部职工健康，落

实好重点部位、重点环节的防范和监控措施，全面加强预防

工作。

五、积极做好人社政策支持。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做好

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医护人员及相关工

作人员的保障工作。落实疫情防治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政策。认

真做好防控疫情工作中的劳动关系和有关人员工资支付工作，切

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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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民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审计署
国务院扶贫办　银保监会

关于进一步加强惠民惠农财政补贴
资金“一卡通”管理的指导意见

财办 〔２０２０〕３７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

近年来，随着国家惠民惠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大量财政补

贴资金通过直接汇入受益群众银行卡 （含社会保障卡银行账

户）、存折等 （以下统称 “一卡通”）方式发放，对方便服务群

众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补贴项目零碎交叉、补贴资金管理

不规范、补贴发放不及时不精准等突出问题，影响了政策实施效

果。２０１９年，国务院有关部门深入开展专项治理活动，在严肃
查处相关突出问题的同时，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

措施。为深化治理成效，进一步加强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 “一

卡通”管理，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着力整治群众身边的

腐败问题为突破口，调整优化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政策体系，建立

健全监管长效机制，坚决斩断伸向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的 “黑

手”，确保各项惠民惠农政策落地见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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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感、幸福感。

（二）基本原则

坚持问题导向。在对惠民惠农财政补贴领域核查出的问题及

时全面整改基础上，举一反三，查找工作中的短板和弱项，充分

借鉴实践中探索形成的可复制可推广治理措施，建立健全制度体

系，完善监管机制。

坚持便民高效。聚焦群众关切，提升政策实效，增强补贴的

针对性、有效性、便利性。消除 “中梗阻”，确保补贴政策群众

及时知晓、申请简便，补贴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取用方便。

坚持因地制宜。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 “一卡通”管理模

式和措施，由省级政府按照中央有关要求，结合本地区实际，统

筹规划、系统实施，不搞全国 “一刀切”。省级相关部门和市县

层面各负其责、形成合力，共同抓好落实。

坚持改革创新。运用创新思维，推进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

“一卡通”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综合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

信息化手段，统筹推进相关政策整合优化和补贴资金管理、发

放、信息公开等工作。加强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 “一卡通”

管理与财政资金直达机制的有效衔接。

（三）工作目标。到２０２３年，所有直接兑付到人到户的惠民
惠农财政补贴 （以下简称补贴）资金原则上均实现通过 “一卡

通”方式发放，清理整合补贴政策和资金、规范代发金融机构、

搭建集中统一发放平台、加强公开公示等工作基本完成，中央统

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监管格局基本建成，实现 “一张清

单管制度”、“一个平台管发放”，补贴政策更加科学，资金绩效

明显提高。

二、主要任务

（四）向社会公布补贴政策清单。各省份要抓紧梳理本地区

补贴政策和项目，综合运用监督检查、调研核查、绩效评价、预

算管理等手段，加快补贴政策和项目资金清理整合进度，最迟不

晚于２０２１年６月底，向社会集中统一公开补贴政策清单，并在
以后年度动态调整，及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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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规范代发金融机构。各省级政府要依法选择基层网点

多、服务质量好、优惠便利群众的金融机构代发补贴资金，对代

发金融机构在资金支付、补贴通知、便捷取款、数据安全等方面

提出明确要求，推动其提供高质量服务。市县级政府应在省级政

府确定的范围内选择补贴资金代发金融机构。对尚未实现 “一卡

通”方式发放的省份，鼓励其推行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发放补贴

资金，相关工作方案报省级政府同意。

（六）规范补贴资金发放流程。各省份要堵塞漏洞，制定涵

盖补贴资金申报、审核、发放、公开公示等环节的操作规范，实

现管理规章制度化、程序流程规范化、操作权限明确化。通过事

前现场抽查审核、事中随机抽查、事后专项核查、大数据辅助核

对等，强化对补贴资金的审核和监管。实行补贴资金兑付限时办

理，明确具体时限要求，切实提高补贴资金结算进度。必要时可

聘请符合条件的第三方参与部分环节工作。

（七）搭建集中统一管理平台。各省份要充分依托已有设

施，尽快搭建集中统一的补贴资金发放和管理平台 （社会保险待

遇发放和管理除外），对补贴资金核实、比对、支付、发放、公

开公示等重要环节数据进行集中采集和管理，并按要求定期向国

务院有关部门上报平台数据。及时收集、整理各类违纪违法违规

信息，对存在虚报冒领、贪污侵占、骗取补贴、挪用等行为的个

人和单位，严肃追究责任并依法依规向社会公示。加强补贴资金

管理领域信用体系建设。

（八）依法依规公开补贴信息。各省份要更多利用信息化手

段做好补贴信息公开工作。除涉及个人隐私的外，依托 “互联网

＋政务服务”、大数据管理等，充分发挥政府或部门门户网站、
政务新媒体、政务公开栏等平台作用，尽快形成集中统一的补贴

信息公开、查询和投诉举报专栏。结合基层政务公开，推动补贴

信息公开向农村和社区延伸，健全完善乡镇政府补贴底册，实现

补贴信息公开与村 （居）务公开有效衔接，确保相同补贴事项

公开关键信息对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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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职责分工
（九）财政部门。财政部门负责综合协调工作，牵头统筹补贴

政策和资金整合，按规定下达补贴资金，在政府信息公开或政务

公开主管部门指导下，会同业务主管部门向社会集中统一公开补

贴政策清单、制度文件和发放信息等。会同同级业务主管部门做

好相关预算安排等工作。配合做好补贴资金代发金融机构选择等。

（十）业务主管部门。按照 “谁主管、谁负责”原则，业务主

管部门负责补贴政策实施和资金管理、补贴基础信息审核管理等

工作，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动态调整补贴政策清单。补贴资金由财

政部门发放的，业务主管部门要及时向同级财政部门提供基础信

息；补贴资金由业务主管部门发放的，业务主管部门要及时向同

级财政部门反馈发放信息，确保补贴资金发放真实、完整、准确。

配合做好补贴信息共享等工作。受理群众咨询、投诉、信访及信

息公开申请。向社会主动公开本部门制作、获取的财政补贴信息，

及时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按要求做好相关信息集中公开等工作。

（十一）信息公开主管部门。负责督促指导各有关部门做好

补贴政策和资金发放等信息公开工作，确保公开信息的全面性、

准确性、时效性。依法保障补贴对象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

权，并有效保护补贴信息公开中的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

（十二）金融机构监管部门。负责指导代发金融机构规范有

序做好补贴资金代发工作。督促代发金融机构严格执行代发协

议，提高补贴资金发放的及时性、准确性，鼓励其提供免费、及

时、逐项的补贴信息告知服务。督促代发金融机构向补贴群众提

供便捷的查询、取款途径，按规定向有关部门及时提供发放信

息。对工作中未严格执行实名制，存在违规代办、冒领补贴等风

险的金融机构，组织开展排查、检查并严肃问责。

四、保障措施

（十三）加强组织领导。国务院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补贴

政策，加强督促指导。各省级政府要加强统筹协调，建立健全

“政府领导、部门负责、上下协调、联合联动”工作机制，尽快

制定或完善本地区加强补贴资金管理方案，层层压实责任，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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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落实，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十四）加大数据共享。各省份要依托省级层面集中统一的

补贴资金发放和管理平台，明确数据共享内容、方式和责任，通

过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等尽快实现相关部门间数据共享，依

法保护共享数据安全。尽快实现跨层级、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

管理和服务，避免补贴资金多发、漏发、重发和迟发。有关部门

和单位以及相关金融机构应按有关规定及时向财政、审计等监管

部门完整提供补贴资金发放管理相关电子数据和资料。

（十五）深化绩效管理。建立健全补贴资金全过程预算绩效

管理机制，逐步实现所有补贴资金绩效目标与预算同步审核、同

步下达。加强对补贴资金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的

“双监控”，对补贴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和政策实施效果进行绩效

评价，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预算安排、政策调整以及加强和改进

管理的重要依据。推动补贴资金绩效信息向社会公开，主动接受

社会公众监督。

（十六）持续加强监管。国务院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沟通

协调，建立健全跨部门联合工作机制，持续加强日常管理和监督

检查。各省级政府要把推进补贴资金 “一卡通”管理作为保障

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地方各级有关部门

要进一步强化管理，加大监管力度，及时发现并纠正补贴发放中

存在的问题。加强与各类监督的贯通协调，有效形成监管合力，

确保补贴政策落地见效。

财 政 部

农 业 农 村 部

民 政 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审 计 署

国 务 院 扶 贫 办

银 保 监 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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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企业
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湘政发 〔２０２０〕３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现将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

措施》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湖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８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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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企业

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支持

企业渡过难关，稳定社会预期，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经省

委、省人民政府同意，制定以下政策措施。

一、加大企业帮扶力度

１建立疫情防控期间重点联系企业派驻防疫联络员制度，
协调解决必要的防疫物资、用工、设备、原材料和资金等实际困

难，协调落实税费减免、金融支持、贷款贴息、用工补贴等支持

政策。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重点企业，各级政府要 “一对一”

帮扶，逐一走访解决问题。对企业反映的困难问题，要特事特

办，第一时间作出反应，本级难以解决的，要及时上报。

２切实指导企业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深入排查消除人员、
物资、器材高度集中区域安全隐患。指导企业改善职工生产生活

条件，提供必要防护措施。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期间地方安全监管

属地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加强重点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

二、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３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
文化旅游等企业，以及有发展前景但暂时受困的企业，金融机构

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并通过适当降低利率、信贷展期、

续贷、减免逾期利息等措施给予支持，切实做到应续尽续、能续

快续。

４将中央安排专项再贷款５０亿元用于支持长沙银行等地方
法人机构向重点防控物资名单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开发性、

政策性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等全国性银行在湘机构要积极向上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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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专项再贷款额度，加大支持力度。

５支持金融机构主动向疫情防控重点企业提供优惠利率专
项再贷款，企业享受中央财政５０％贴息后的实际融资成本应低
于１６％。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小微企业新发放贷款利率，原则
上不高于本行同期全部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综合融资成

本要较上年降低０５个百分点，其他贷款费用能减则减、能免
则免。

６对确实发生损失的小微企业贷款，优先纳入信贷风险补
偿范围，并将补偿比例由５０％提高到６０％，单笔贷款补偿金额
上限由１００万元提高到１１０万元。将纳入再担保体系的融资担保
机构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受疫情影响较大小微企业的担保

业务 （不超过１０００万元），全部纳入再担保体系分险范围。对在
疫情期间办理符合备案条件的企业担保项目，减半收取再担保

费用。

７鼓励和支持企业通过发行公司信用债、资产支持证券、
疫情防控企业债券等尽快募集资金复工复产。建立疫情防控重点

上市后备企业名录，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尽快通过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上市融资。防疫物资重点生产企业拟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

市、“新三板”挂牌的，省财政优先给予直接融资补助；拟发行

中小企业集合债、私募债、私募可转债的，省财政优先给予利息

补助；到湖南股权交易所挂牌的，免收挂牌费。

８各金融机构要通过线上服务等方式，为企业提供贷款审
批、资金结算等服务。通过专项再贷款发放的优惠利率贷款原则

上不超过２４小时，最长不超过４８小时。开通绿色通道，对因防
疫急需开户而手续不全的，银行可向当地人民银行备案后先开立

后补报、先开立后核准。

９创新包容审慎监管制度，上市公司受疫情影响，难以按
期披露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的，可向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办理；

难以在原预约日期披露２０１９年年报的，可向证券交易所申请延
期至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日前披露。在疫情防控期间，对重要防控物
资生产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到期还款困难的，可予以展期或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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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按调整后的还款安排报送信用记录。

三、减轻社保缴费压力

１０落实国家阶段性减免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单位缴
费政策，从２月到６月对中小微企业免征上述三项费用，从２月
到４月对大型企业减半征收。６月底前，企业可申请缓缴住房公
积金。用人单位未能及时办理参保缴费的，允许疫情结束后三个

月内补缴。

１１疫情防控期间，对符合条件的不裁员或少裁员的企业，
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５０％ （其中深度贫困地区

返还６０％）。适当放宽裁员率标准，提高兼并重组、化解过剩产
能、淘汰落后产能企业返还标准。

１２已纳入养老保险缴费费率过渡试点的企业，继续享受现
有优惠政策。

四、加大税费支持力度

１３对生产销售疫情防控物资的纳税人开辟绿色服务通道，
提供预约办税和特事特办服务，疫情防控期间暂按需调整其发票

领用数量和最高开票限额，申请调整增值税发票用量和最高开票

限额审批实行即时办理。

１４落实医疗机构、医用药品和蔬菜、鲜活肉蛋产品流通环
节等免征增值税政策。自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至３月３１日，对捐赠
用于疫情防控的进口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

费税。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进口的直接用于防控疫情物资免

征进口关税，免税进口物资已征收的应免税款予以退还。对受疫

情影响，生产经营发生重大损失的企业，可依法依规申请减免房

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等。

１５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困难行
业企业２０２０年度产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限由５年延长至８年。
对受疫情影响，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报或缴纳税款的中小企业，

准予延期申报或延期缴纳税款，最长期限不超过３个月；未按规
定期限进行税费种申报、财务报表报送、税款缴纳的，免予税务

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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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自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起，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捐赠用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现金

和物品，允许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企业

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捐赠用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物

品，允许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对疫情防

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扩大产能购置设备按规定允许企业所得

税税前一次性扣除。

五、加大财政补贴力度

１７省预算内基建投资对春节期间未停工停产的企业或２月
底前复工复产的企业流动资金贷款适当予以贴息，对疫情防控期

间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创新创业平台以及直接参与疫情防控贡献

突出的企业适当予以奖补。用于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的省级财政

专项资金，原则上一季度全部下达。

１８疫情防控期间，对省内防疫物资重点生产和流通企业，
因价格上涨造成成本增加的，经核实利润后，省财政给予专项补

贴。对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实施技改、扩大产能的，由省制造强省

专项资金按比例给予补助；对疫情结束后的剩余防控物资和不能

转产的产能，按照国家兜底采购收储政策落实。对研发生产检测

试剂、医疗器械的科研攻关企业，给予专项政策和资金支持。

１９对２０２０年２月—６月期间，新租赁 “１３５”工程标准厂
房面积５００平方米以上、租期一年以上，且完成投产的企业，一
次性给予适当租金奖补。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生产经营用房的中小

企业免收１个月租金、减半收取２个月租金。疫情结束后半年
内，对吸引游客人数达到一定规模的旅行社，以及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度成功创建国家４Ａ级以上旅游景区，五星级旅游饭店、民宿
和营地的企业，给予适当资金补助。

六、支持稳岗就业

２０对２月底前复工复产的企业，疫情防控期间由所在园区
负责提供上下班专用车辆；对异地集中返厂员工，由省统一协调

做好交通服务。

２１支持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示范基地、创业孵化基地、农民

·６７·



工返乡创业园建设，从省本级就业资金中安排１亿元经费给予县
级财政补贴，主要用于补贴入孵企业房租、水电费等。对已发放

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因受疫情影响可展期一年，继续财政贴息

支持，并相应调整信用记录。

２２依托湖南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湖南人才网、湖南劳动协
作脱贫平台等渠道，及时发布用工信息，开展线上 “春风行动”

招聘服务。加强与兄弟省份沟通对接，建立劳务协作跨区域双向

流动机制，畅通用工渠道。

七、支持稳外贸稳外资

２３进一步加快海关通关效率，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加大贸
易融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用。支持为受疫情影

响无法履行国际合约的企业出具相关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

２４加快农产品、食品准入进程，压缩检疫审批时长，对符
合要求的申请随报随批。支持企业扩大出口，优化出口前监管，

提供便捷出证服务，有针对性地做好出口货物检疫证书、处理证

书、原产地证、卫生证书等出具工作。加快出口备案企业审批

流程。

２５简化疫情防控相关物资进口、捐赠等进口购付汇流程和
材料。对境内外因支援疫情汇入的外汇捐赠资金，暂停实施需开

立捐赠外汇账户的要求，可直接通过受赠单位已有的经常项目外

汇结算账户办理。

八、全力确保物流运输通畅

２６对防疫物资及其原辅材料、生产设备等紧急物资，开辟
物流 “绿色通道”；对涉危险化学品运输的车辆，在符合条件的

前提下发放临时通行证；加强省际协调，保障防疫物资、生产设

备和原辅材料跨省运输顺畅。

２７加快处置未经批准擅自设卡拦截、断路等阻碍交通现
象，保障高速公路服务区正常运营，恢复交通网络和交通运输通

道畅通。从２月１７日零时起至疫情防控结束，收费公路免收车
辆通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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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持续优化生产经营环境
２８公检法司等司法机关、行政执法部门要杜绝多头执法、

重复执法，税务部门要尽量降低检查稽察频次，促进企业休养生

息。将疫情防控应急物资、粮油蔬菜、畜禽饲料等生产生活物

资，以及医疗废弃物处理收运等纳入应急物流运输保障范围，落

实绿色通道政策，做到不停车、不检查、不收费，优先通行。

２９依托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加强投资项目建
设远程审批服务，大力实施 “一件事一次办”改革。疫情防控

期间采取支持性两部制电价政策，对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生产

经营所需的水、电、气等，实行 “欠费不停供”措施，疫情结

束后３个月内缴清。
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

３０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起疫情防控的政治责任，确保
各项工作尽快落地落细落实。各级党委政府要严格执行防疫法规

制度，依法科学开展防控，抓过程、抓环节、抓细节。各部门要

把政策落实成效纳入年度绩效考核，再研究推出一批有力度、可

操作、能见效的实施细则，精准帮扶企业渡过难关，稳定社会

预期。

以上政策措施执行期限为本通知公布之日起至疫情解除之日

止；通知中具体政策措施有明确时限规定的，从其规定；国家出

台相关支持政策的，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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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湖南省公共服务事项目录
（２０２０版）》的通知
湘政办发 〔２０２０〕１９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为更好地便利企业和群众办事，实现公共服务事项在省、

市、县、乡 （镇）、村 （社区）同一标准、规范服务，为 “一网

通办”奠定基础，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将 《湖南省公共服务

事项目录 （２０２０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
实施。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４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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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公共服务事项目录 （２０２０版）

序

号
事 项 名 称 基 本 编 码

服务

层级

事项

关系

业务指导

实施部门

服务

类型

１ 价格监测 ４３２００４１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发展改

革委

主动服

务类

２
对价格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措施

进行宣传

４３２００４１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发展改

革委

主动服

务类

３ 节能宣传与推广 ４３２００４１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发展改

革委

主动服

务类

４ 节能技术推广应

用服务
４３２００４１０４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发展改

革委

主动服

务类

５
政府定价经营服

务性收费目录清

单公布

４３２００４１０５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发展改

革委

主动服

务类

６ 省级创新平台认

定服务
４３２００４２０４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发展改

革委

依申请

类

７ 重点建设项目认

定和实施协调
４３２００４３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发展改

革委

依申请

类

８

依法必须招标的

工业项目招标文

件的备案、招投

标情况的书面备

案

４３２００４４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发展改

革委

依申请

类

９

政府投资项目代

建单位招标文

件、代建合同备

案

４３２００４４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发展改

革委

依申请

类

１０企业投资项目备
案

４３２００４４０４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发展改

革委

依申请

类

１１教育考试招生政
策发布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１０１Ｗ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父项 省教育厅
主动服

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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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 项 名 称 基 本 编 码

服务

层级

事项

关系

业务指导

实施部门

服务

类型

１２
普通高等学校考

试招生政策发布

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１０１Ｗ０１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教育厅
主动服

务类

１３普通高中考试招
生政策发布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１０１Ｗ０２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教育厅
主动服

务类

１４中等职业学校招
生政策发布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１０１Ｗ０３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教育厅
主动服

务类

１５
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招生政策发布

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１０１Ｗ０４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教育厅
主动服

务类

１６开具考试成绩证
明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１０２Ｗ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父项 省教育厅
依申请

类

１７
开具普通高校招

生考试成绩证明

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１０２Ｗ０１省级 子项 省教育厅
依申请

类

１８
开具普通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成绩

证明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１０２Ｗ０３省级 子项 省教育厅
依申请

类

１９
开具初中学业水

平考试成绩证明

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１０２Ｗ０４市级，县
级

子项 省教育厅
依申请

类

２０
少数民族高层次

骨干人才计划业

务咨询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１０３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教育厅
依申请

类

２１考试招生信息查
询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１０４Ｗ０Ｙ 省级 父项 省教育厅
依申请

类

２２普通高校招生考
试成绩查询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１０４Ｗ０１省级 子项 省教育厅
依申请

类

２３高中学业水平考
试成绩查询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１０４Ｗ０２省级 子项 省教育厅
依申请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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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 项 名 称 基 本 编 码

服务

层级

事项

关系

业务指导

实施部门

服务

类型

２４高考录取状态查
询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１０４Ｗ０３省级 子项 省教育厅
依申请

类

２５湖南省自学考试
成绩查询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１０４Ｗ０４省级 子项 省教育厅
依申请

类

２６普通话水平测试
成绩查询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１０４Ｗ０５省级 子项 省教育厅
依申请

类

２７
中小学学生转

学、休学、复学政

策发布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２０１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教育厅
主动服

务类

２８中等职业学校学
历认证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２０２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教育厅
依申请

类

２９湖南省学籍学历
信息查询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２０４Ｗ０Ｙ 省级 父项 省教育厅
依申请

类

３０湖南省自学考试
证书查询

４３２００５２０４Ｗ０１省级 子项 省教育厅
依申请

类

３１
湖南省普通高中

毕业生信息查询

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２０４Ｗ０２省级 子项 省教育厅
依申请

类

３２湖南省中小学生
学籍查询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２０４Ｗ０３省级 子项 省教育厅
依申请

类

３３
湖南省中等职业

学校学历证书查

询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２０４Ｗ０４省级 子项 省教育厅
依申请

类

３４
开具普通高中

（含中职）学历

证明书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２０５Ｗ００市级 独立项 省教育厅
依申请

类

３５

开具湖南省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毕

业证明书和毕业

生登记表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２０６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教育厅
依申请

类

３６开具初中及以下
毕业证明材料

４３２００５２０７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教育厅
依申请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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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 项 名 称 基 本 编 码

服务

层级

事项

关系

业务指导

实施部门

服务

类型

３７公费师范生政策
发布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３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教育厅
主动服

务类

３８中小学教师招聘
政策发布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３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教育厅
主动服

务类

３９教育援藏援疆政
策咨询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３０３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教育厅
依申请

类

４０汉语教师志愿者
咨询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３０４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教育厅
依申请

类

４１教师资格证书补
证、补表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３０５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教育厅
依申请

类

４２

全国高校毕业生

就业市场湖南分

市场普通高校毕

业生就业政策咨

询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４０１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教育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３

省内普通高等学

校毕业生《就业

报到证》办理服

务

４３２００５４０２Ｗ０Ｙ 省级 父项 省教育厅
依申请

类

４４
省内普通高等学

校毕业生初次办

理《报到证》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４０２Ｗ０１省级 子项 省教育厅
依申请

类

４５
省内普通高等学

校毕业生补办

《报到证》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４０２Ｗ０２省级 子项 省教育厅
依申请

类

４６
省内普通高等学

校毕业生改办

《报到证》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４０２Ｗ０３省级 子项 省教育厅
依申请

类

４７
省外普通高等学

校毕业生来湘就

业报到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４０３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教育厅
依申请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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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 项 名 称 基 本 编 码

服务

层级

事项

关系

业务指导

实施部门

服务

类型

４８
普通高等学校毕

业生档案管理服

务

４３２００５４０４Ｗ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父项 省教育厅
依申请

类

４９
普通高等学校毕

业生托管档案转

出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４０４Ｗ０１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教育厅
依申请

类

５０
普通高等学校毕

业生托管档案证

明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４０４Ｗ０２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教育厅
依申请

类

５１教育收费政策咨
询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５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教育厅
依申请

类

５２公派出国留学咨
询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６０１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教育厅
依申请

类

５３普通话等级证书
遗失补办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６０２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教育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４湖南省学校机构
代码查询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６０３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教育厅
依申请

类

５５生源地助学贷款
政策发布服务

４３２００５６０４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教育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６科技政策咨询 ４３２００６１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科技厅
依申请

类

５７科技查新咨询 ４３２００６１０２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科技厅
依申请

类

５８科技型中小企业
咨询服务

４３２００６１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科技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９科技计划项目科
技报告共享服务

４３２００６２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科技厅
主动服

务类

６０科技文献信息共
享服务

４３２００６３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科技厅
主动服

务类

６１
科技创新创业人

才出国（境）培

训

４３２００６４０１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科技厅
主动服

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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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省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查询

４３２００６５０１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科技厅
主动服

务类

６３省级重点实验室
查询

４３２００６５０２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科技厅
主动服

务类

６４
省大型科学仪器

设备资源信息检

索查询

４３２００６６０１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科技厅
主动服

务类

６５企业清洁生产咨
询服务

４３２００７１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依申请

类

６６两型工业企业认
证咨询

４３２００７１０２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依申请

类

６７

湖南省绿色工

厂、绿色园区、绿

色产品和绿色供

应链管理企业认

定咨询

４３２００７１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依申请

类

６８
散装水泥、新型

墙体材料改革宣

传

４３２００７２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主动服

务类

６９散装水泥推广应
用

４３２００７２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主动服

务类

７０
湖南省预拌砂浆

生产企业产品质

量管理

４３２００７２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主动服

务类

７１新型墙体材料推
广应用

４３２００７２０４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主动服

务类

７２突发事件常态短
缺药品储备

４３２００７４０１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主动服

务类

７３中小企业服务活
动发布及宣传

４３２００７５０１Ｗ００市级 独立项
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主动服

务类

７４
组织企业经营管

理人员、技术创

新人员培训

４３２００７５０２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主动服

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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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
普通高校招生享

受民族优惠政策

考生资格审核

４３２００８００９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民宗委
依申请

类

７６出国境证件申领
网上预约

４３２００９１０３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公安厅
依申请

类

７７公民基本户籍信
息查询服务

４３２００９１０５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公安厅
依申请

类

７８
开具公民身份证

号码重号、错号

证明

４３２００９１０６Ｗ００县级 独立项 省公安厅
依申请

类

７９１２２全国交通安
全日主题宣传

４３２００９２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公安厅
主动服

务类

８０道路交通安全宣
传教育

４３２００９２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公安厅
主动服

务类

８１交通违法信息查
询

４３２００９２０４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公安厅
依申请

类

８２
受理对交通安全

执法行为的投

诉、举报

４３２００９２０５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公安厅
依申请

类

８３机动车号牌互联
网自编自选服务

４３２００９２０６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公安厅
依申请

类

８４机动车档案信息
查阅服务

４３２００９２０７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公安厅
依申请

类

８５被拐儿童身份证
明

４３２００９３０１Ｗ００县级 独立项 省公安厅
依申请

类

８６非正常死亡证明 ４３２００９３０２Ｗ００县级 独立项 省公安厅
依申请

类

８７亲属关系证明 ４３２００９３０３Ｗ００县级 独立项 省公安厅
依申请

类

８８捡 拾 弃 婴 （儿
童）报案证明

４３２００９３０４Ｗ００县级 独立项 省公安厅
依申请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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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无犯罪记录证明 ４３２００９３０５Ｗ００县级 独立项 省公安厅
依申请

类

９０
组织开展 ５１５
防范打击经济犯

罪宣传日活动

４３２００９４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公安厅
主动服

务类

９１组织开展１１０宣
传日活动

４３２００９５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公安厅
主动服

务类

９２高龄津贴发放 ４３２０１１１０１Ｗ００县级 独立项 省民政厅
依申请

类

９３养老服务政策咨
询

４３２０１１１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民政厅
依申请

类

９４基本养老服务补
贴发放

４３２０１１１０４Ｗ００县级 独立项 省民政厅
依申请

类

９５百岁老人长寿保
健补贴发放

４３２０１１１０５Ｗ００县级 独立项 省民政厅
依申请

类

９６养老机构备案 ４３２０１１１０６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民政厅
依申请

类

９７公墓维护服务 ４３２０１１２０１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民政厅
主动服

务类

９８殡葬政策咨询 ４３２０１１２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民政厅
主动服

务类

９９临时遇困流动救
助登记政策咨询

４３２０１１２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民政厅
依申请

类

１００
生活无着的流浪

乞讨人员救助服

务

４３２０１１２０４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民政厅
依申请

类

１０１残疾人两项补贴
发放

４３２０１１２０５Ｗ００县级 独立项 省民政厅
依申请

类

１０２婚姻登记政策咨
询

４３２０１１２０６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民政厅
主动服

务类

１０３社会组织教育培
训

４３２０１１３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民政厅
主动服

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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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社会组织等级评
估

４３２０１１３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民政厅
主动服

务类

１０５慈善捐赠与慈善
救助咨询服务

４３２０１１４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民政厅
依申请

类

１０６区划地名管理政
策咨询

４３２０１１５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民政厅
依申请

类

１０７
六十年代精减退

职老职工生活救

济补助发放

４３２０１１６０２Ｗ００县级 独立项 省民政厅
依申请

类

１０８
救助管理机构中

受助未成年人教

育服务

４３２０１１７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民政厅
主动服

务类

１０９
未成年人社会保

护国家监护干预

服务

４３２０１１７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民政厅
依申请

类

１１０
儿童福利、儿童

收养登记政策相

关政策咨询服务

４３２０１１７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民政厅
依申请

类

１１１孤弃儿童的收留
抚养工作

４３２０１１７０４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民政厅
主动服

务类

１１２
居民家庭经济状

况信息查询、核

对服务

４３２０１１８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民政厅
依申请

类

１１３

为社会残疾人提

供假肢、矫形器、

轮椅等康复辅具

配置及康复服务

４３２０１１８０２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民政厅
主动服

务类

１１４
福利彩票公益金

资助贫困家庭肢

残人员装配假肢

４３２０１１８０３Ｗ００

省级，县

级， 镇

（乡、街

道）级

独立项 省民政厅
依申请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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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

民政行业职业技

能鉴定（假肢师、

矫形器师、孤残

儿童护理员）

４３２０１１８０４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民政厅
依申请

类

１１６福利彩票销售情
况公布

４３２０１１８０６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民政厅
主动服

务类

１１７法治文化设施服
务

４３２０１２１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司法厅
主动服

务类

１１８法治文化作品服
务

４３２０１２１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司法厅
主动服

务类

１１９法治宣传教育活
动

４３２０１２１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司法厅
主动服

务类

１２０法律咨询服务 ４３２０１２１０４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司法厅
依申请

类

１２１法律援助（申请
类）

４３２０１２１０５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司法厅
依申请

类

１２２
法律援助（通知

辩护、通知代理

类）

４３２０１２１０６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司法厅
主动服

务类

１２３值班律师法律帮
助

４３２０１２１０７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司法厅
主动服

务类

１２４军人军属法律援
助

４３２０１２１０８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司法厅
依申请

类

１２５公证、司法鉴定
法律援助

４３２０１２１０９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司法厅
依申请

类

１２６人民调解服务 ４３２０１２１１０Ｗ００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独立项 省司法厅
依申请

类

１２７村（社区）法律
顾问服务

４３２０１２１１１Ｗ００县级 独立项 省司法厅
主动服

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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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社会保险登记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１０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父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２９企业社会保险登
记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１００１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３０机关事业单位社
会保险登记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１００２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３１
工程建设项目办

理工伤保险参保

登记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１００３ 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３２参保单位注销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１００４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３３职工参保登记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１００５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３４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参保登记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１００６ 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３５社会保险参保信
息维护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２０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父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３６单位（项目）基
本信息变更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２００１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３７个人基本信息变
更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２００２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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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８养老保险待遇发
放账户维护申请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２００３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３９工伤保险待遇发
放账户维护申请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２００４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４０失业保险待遇发
放账户维护申请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２００５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４１社会保险缴费申
报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３０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父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４２缴费人员增减申
报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３００１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４３社会保险缴费申
报与变更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３００２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４４社会保险费延缴
申请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３００３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４５社会保险费断缴
补缴申报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３００４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４６社会保险费欠费
补缴申报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３００５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４７社会保险费缴纳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４０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父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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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８社会保险费缴纳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４００１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４９社会保险参保缴
费记录查询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５０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父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５０单位参保证明查
询打印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５００１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５１个人权益记录查
询打印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５００２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５２养老保险服务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６０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父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５３职工正常退休
（职）申请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６００１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５４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待遇申领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６００２ 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５５职工提前退休
（退职）申请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６００３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５６暂停养老保险待
遇申请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６００５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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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７恢复养老保险待
遇申请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６００６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５８个人账户一次性
待遇申领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６００７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５９居民养老保险注
销登记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６００９ 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６０遗属待遇申领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６０１０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６１
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关系转移

接续申请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６０１２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６２
机关事业单位养

老保险关系转移

接续申请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６０１３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６３
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关系转移

接续申请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６０１４ 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６４

机关事业单位基

本养老保险与城

镇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互转申

请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６０１５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６５

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与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衔接申请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６０１６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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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６军地养老保险关
系转移接续申请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６０１７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６７多重养老保险关
系个人账户退费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６０１８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６８工伤保险服务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７０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父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６９工伤事故备案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７００１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７０用人单位办理工
伤登记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７００２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７１变更工伤登记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７００３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７２工伤认定申请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７００４ 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７３劳动能力鉴定申
请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７００５ 市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７４劳动能力再次鉴
定申请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７００６ 省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７５劳动能力复查鉴
定申请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７００７ 市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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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６工伤预防项目申
报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７００８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７７协议医疗机构的
确认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７００９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７８协议康复机构的
确认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７０１０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７９辅助器具配置协
议机构的确认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７０１１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８０异地居住就医申
请确认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７０１２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８１异地工伤就医报
告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７０１３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８２旧伤复发申请确
认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７０１４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８３转诊转院申请确
认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７０１５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８４工伤康复申请确
认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７０１６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８５工伤康复治疗期
延长申请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７０１７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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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辅助器具配置或
更换申请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７０１８ 市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８７辅助器具异地配
置申请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７０１９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８８停工留薪期确认
和延长确认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７０２０ 市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８９工 伤 医 疗 （康
复）费用申报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７０２１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９０住院伙食补助费
申领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７０２２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９１统筹地区以外交
通、食宿费申领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７０２３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９２一次性工伤医疗
补助金申请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７０２４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９３
辅助器具配置

（更换）费用申

报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７０２５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９４

伤残待遇申领

（一次性伤残补

助金、伤残津贴

和生活护理费）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７０２６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９５

一次性工亡补助

金（含生活困难，

预 支 ５０％ 确

认）、丧葬补助金

申领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７０２７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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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供养亲属抚恤金
申领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７０２８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９７工伤保险待遇变
更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７０２９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９８失业保险服务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８０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父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９９失业保险金申领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８００１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００丧葬补助金和抚
恤金申领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８００２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０１职业培训补贴申
领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８００３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０２职业介绍补贴申
领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８００４ 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０３
农民合同制工人

一次性生活补助

申领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８００５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０４代缴基本医疗保
险费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８００６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０５价格临时补贴申
领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８００７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７９·



序

号
事 项 名 称 基 本 编 码

服务

层级

事项

关系

业务指导

实施部门

服务

类型

２０６失业保险关系转
移接续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８００８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０７稳岗返还（稳岗
补贴）申领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８００９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０８技能提升补贴申
领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８０１０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０９企业年金方案备
案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９０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父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１０企业年金方案备
案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９００１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１１企业年金方案重
要条款变更备案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９００２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１２企业年金方案终
止备案

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９００３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１３社会保障卡服务 ００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父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１４社会保障卡申领 ００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０１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８９·



序

号
事 项 名 称 基 本 编 码

服务

层级

事项

关系

业务指导

实施部门

服务

类型

２１５
社会保障卡启用

（含社会保障卡

银行账户激活）

００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０２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１６社会保障卡应用
状态查询

００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０３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１７社会保障卡信息
变更

００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０４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１８社会保障卡密码
修改与重置

００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０６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１９社会保障卡挂失
与解挂

００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０７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２０社会保障卡补
领、换领、换发

００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０８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９９·



序

号
事 项 名 称 基 本 编 码

服务

层级

事项

关系

业务指导

实施部门

服务

类型

２２１社会保障卡注销 ００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０９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２２就业信息服务 ００２０１４１０１０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父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２３就业政策法规咨
询

００２０１４１０１００１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２４
职业介绍、职业

指导和创业开业

指导

００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父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２５职业介绍 ００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０１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２６职业指导 ００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０２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００１·



序

号
事 项 名 称 基 本 编 码

服务

层级

事项

关系

业务指导

实施部门

服务

类型

２２７公共就业服务专
项活动

００２０１４１０３０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父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２８公共就业服务专
项活动

００２０１４１０３００１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２９就业失业登记 ００２０１４１０４００Ｙ

县级，镇

（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父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３０失业登记 ００２０１４１０４００１

县级，镇

（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３１就业登记 ００２０１４１０４００２

县级，镇

（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３２《就业创业证》
申领

００２０１４１０４００３

县级，镇

（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０１·



序

号
事 项 名 称 基 本 编 码

服务

层级

事项

关系

业务指导

实施部门

服务

类型

２３３创业服务 ００２０１４１０５０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父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３４创业补贴申领 ００２０１４１０５００１ 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３５创业担保贷款申
请

００２０１４１０５００２

市级，县

级， 镇

（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３６

对就业困难人员

（含建档立卡贫

困劳动力）实施

就业援助

００２０１４１０６０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父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３７就业困难人员认
定

００２０１４１０６００１

县级，镇

（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３８就业困难人员社
会保险补贴申领

００２０１４１０６００２ 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３９公益性岗位补贴
申领

００２０１４１０６００３ 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０１·



序

号
事 项 名 称 基 本 编 码

服务

层级

事项

关系

业务指导

实施部门

服务

类型

２４０求职创业补贴申
领

００２０１４１０６００４ 市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４１吸纳贫困劳动力
就业奖补申领

００２０１４１０６００５ 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４２高校毕业生等青
年就业服务

００２０１４１０７０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父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４３就业见习补贴申
领

００２０１４１０７００２ 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４４求职创业补贴申
领

００２０１４１０７００３ 市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４５高校毕业生社保
补贴申领

００２０１４１０７００４ 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４６基本公共就业创
业政府购买服务

００２０１４１０８０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父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４７职业培训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１０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父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３０１·



序

号
事 项 名 称 基 本 编 码

服务

层级

事项

关系

业务指导

实施部门

服务

类型

２４８职业培训补贴申
领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１００１ 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４９生活费补贴申领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１００２ 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５０职业技能鉴定补
贴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２００Ｙ

市级，县

级， 镇

（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父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５１职业技能鉴定补
贴申领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２００１

市级，县

级， 镇

（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５２事业单位人事管
理服务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３００Ｙ 省级，市

级
父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５３事业单位岗位设
置方案备案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３００１ 省级，市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５４
事业单位公开招

聘工作方案、招

聘信息审核备案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３００２ 省级，市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５５事业单位拟聘人
员备案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３００３ 省级，市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４０１·



序

号
事 项 名 称 基 本 编 码

服务

层级

事项

关系

业务指导

实施部门

服务

类型

２５６
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申诉、再申诉

办理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３００４ 省级，市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５７流动人员人事档
案管理服务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４０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父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５８档案的接收和转
递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４００１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５９档案材料的收
集、鉴别和归档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４００２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６０档案的整理和保
管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４００３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６１提 供 档 案 查

（借）阅服务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４００４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６２依据档案记载出
具相关证明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４００５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５０１·



序

号
事 项 名 称 基 本 编 码

服务

层级

事项

关系

业务指导

实施部门

服务

类型

２６３提 供 政 审 （考
察）服务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４００６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６４人才集体户口管
理服务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４００８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６５技能人员职业资
格管理服务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５０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父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６６申报职业技能鉴
定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５００１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６７
遗失技能人员职

业资格证书补发

申请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５００２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６８

境外就业和对外

劳务合作人员换

发技能人员职业

资格证书申请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５００３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６９更正职业资格证
书信息申请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５００４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７０专业技术人员管
理服务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７０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父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７１博士后设站申报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７００１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６０１·



序

号
事 项 名 称 基 本 编 码

服务

层级

事项

关系

业务指导

实施部门

服务

类型

２７２博士后进出站办
理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７００２ 省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７３职称申报评审及
证书管理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７００３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７４职称评审委员会
备案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７００４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７５国家和省海外高
层次人才服务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７００５ 省级，市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７６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管理发放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７００６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７７专业技术人员资
格考试报名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８００Ｙ 省级，市

级
父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７８
工 程 咨 询 （投

资）专业技术人

员职业资格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８００１ 省级，市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７９注册建筑师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８００２ 省级，市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８０监理工程师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８００３ 省级，市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８１环境影响评价工
程师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８００４ 省级，市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７０１·



序

号
事 项 名 称 基 本 编 码

服务

层级

事项

关系

业务指导

实施部门

服务

类型

２８２翻译专业资格
（笔译、口译）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８００５ 省级，市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８３
助理社会工作

师、社会工作师、

高级社会工作师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８００６ 省级，市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８４
一级注册计量

师、二级注册计

量师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８００７ 省级，市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８５注册设备监理师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８００９ 省级，市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８６注册测绘师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８０１０ 省级，市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８７建造师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８０１１ 省级，市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８８
出版专业技术人

员职业资格（初

级、中级）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８０１２ 省级，市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８９执业药师（药学、
中药学）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８０１３ 省级，市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９０注册城乡规划师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８０１４ 省级，市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９１勘察设计注册工
程师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８０１５ 省级，市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８０１·



序

号
事 项 名 称 基 本 编 码

服务

层级

事项

关系

业务指导

实施部门

服务

类型

２９２一级造价工程师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８０１６ 省级，市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９３注册安全工程师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８０１７ 省级，市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９４经济专业技术资
格（初级、中级）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８０１８ 省级，市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９５一级注册消防工
程师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８０１９ 省级，市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９６
专业技术人员计

算机应用能力考

试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８０２０ 省级，市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９７专业技术人员资
格证书管理服务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９００Ｙ 省级，市

级
父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９８专业技术人员资
格证书管理服务

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９００１ 省级，市

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２９９劳动关系协调 ００２０１４３０１０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父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３００劳动用工备案 ００２０１４３０１００１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３０１集体合同审查 ００２０１４３０１００２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９０１·



序

号
事 项 名 称 基 本 编 码

服务

层级

事项

关系

业务指导

实施部门

服务

类型

３０２企业经济性裁员
报告

００２０１４３０１００３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３０３录用未成年工登
记备案

００２０１４３０１００４ 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３０４劳动人事争议调
解仲裁

００２０１４３０２００Ｙ

县级，镇

（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父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３０５劳动人事争议调
解申请

００２０１４３０２００１

县级，镇

（乡、街

道）级，

村 （社

区）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３０６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申请

００２０１４３０２００２

县级，镇

（乡、街

道）级，

村 （社

区）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３０７
养老保险待遇申

领与制度衔接申

请

４３２０１４００１Ｗ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父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３０８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申领

４３２０１４００１Ｗ０１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３０９社会保险违法违
规举报、投诉

４３２０１４００Ａ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０１１·



序

号
事 项 名 称 基 本 编 码

服务

层级

事项

关系

业务指导

实施部门

服务

类型

３１０
养老保险待遇领

取资格认证（取

消集中认证）

４３２０１４００ＢＷ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

父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主动服

务类

３１１

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领取资格

认证（取消集中

认证）

４３２０１４００ＢＷ０１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主动服

务类

３１２

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领取待遇

资格认证（取消

集中认证）

４３２０１４００ＢＷ０２
县级，镇

（乡、街

道）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主动服

务类

３１３职工基本养老金
调整与变更

４３２０１４００ＣＷ０Ｙ省级，市
级，县级

父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主动服

务类

３１４职工基本养老金
批量调整

４３２０１４００ＣＷ０１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主动服

务类

３１５职工基本养老金
变更

４３２０１４００ＣＷ０２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３１６代发项目待遇申
领

４３２０１４００Ｄ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３１７校园招聘活动补
助申领

４３２０１４１１０Ｗ００省级，市
级

独立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３１８申报职业技能等
级认定服务

４３２０１４２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１１１·



序

号
事 项 名 称 基 本 编 码

服务

层级

事项

关系

业务指导

实施部门

服务

类型

３１９申报专项职业能
力考核

４３２０１４２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３２０职业年金记实 ４３２０１４００Ｅ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３２１职业年金补记 ４３２０１４００Ｇ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

依申请

类

３２２自然资源政策宣
传

４３２０１５０３４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自然资

源厅

主动服

务类

３２３

开展全国土地

日、全国测绘法

宣传日、世界地

球日、全国防灾

减灾日活动

４３２０１５０３５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自然资

源厅

主动服

务类

３２４
地理信息公共服

务平台使用服务

（天地图）

４３２０１５１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自然资

源厅

主动服

务类

３２５标准地图服务 ４３２０１５１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自然资

源厅

主动服

务类

３２６非涉密测绘成果
提供

４３２０１５１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自然资

源厅

依申请

类

３２７导航定位基准信
息公共服务

４３２０１５２０１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自然资

源厅

依申请

类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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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指导

实施部门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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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８测绘与地理信息
信用公示

４３２０１５２０２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自然资

源厅

主动服

务类

３２９地质灾害预报 ４３２０１５３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自然资

源厅

主动服

务类

３３０地质资料服务 ４３２０１５４０１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自然资

源厅

依申请

类

３３１建设项目压覆矿
产资源查询

４３２０１５４０２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自然资

源厅

依申请

类

３３２环境保护宣传教
育

４３２０１６１０１Ｗ００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独立项
省生态环

境厅

主动服

务类

３３３

环保设施和城市

污水垃圾处理设

施向公众开放服

务

４３２０１６１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

独立项
省生态环

境厅

依申请

类

３３４生态环境教育基
地创建

４３２０１６１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

独立项
省生态环

境厅

依申请

类

３３５主要污染物排污
权交易服务

４３２０１６１０４Ｗ００省级，市
级

独立项
省生态环

境厅

依申请

类

３３６放 射 性 废 源

（物）收贮
４３２０１６１０６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生态环

境厅

依申请

类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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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层级

事项

关系

业务指导

实施部门

服务

类型

３３７环境违法行为举
报和投诉

４３２０１６２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生态环

境厅

主动服

务类

３３８环境质量状况公
报发布

４３２０１６２０２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生态环

境厅

主动服

务类

３３９依法公开政府环
境信息

４３２０１６２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生态环

境厅

主动服

务类

３４０
政府环境信息公

开工作年度报告

发布

４３２０１６２０４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生态环

境厅

主动服

务类

３４１依申请公开政府
环境信息

４３２０１６２０５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生态环

境厅

依申请

类

３４２城建建设档案利
用

４３２０１７１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４３
省外建筑企业入

湘基本信息登记

发布

４３２０１７２０１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主动服

务类

３４４提供公共租赁住
房保障服务

４３２０１７３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４５
指导和协助设立

业主大会和选举

业主委员会

４３２０１７４０１Ｗ００

市级，县

级， 镇

（乡、街

道）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４６

商品房住宅专项

维修资金代管

（含售后公有住

房住宅专项维修

资金管理）

４３２０１７４０３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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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７房屋分层分户平
面图出具

４３２０１７４０４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主动服

务类

３４８房地产开发项目
转让合同备案

４３２０１７４０５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４９白蚁防治监督管
理及灭治、防治

４３２０１７４０６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５０成立业主委员会
备案

４３２０１７４０７Ｗ００
县级，镇

（乡、街

道）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５１商品房买卖合同
备案

４３２０１７４０８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５２权限内房地产开
发资质年检年审

４３２０１７４０９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５３
权限内房地产开

发项目资本金监

管

４３２０１７４１０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５４商品房预售资金
监管

４３２０１７４１１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主动服

务类

３５５房地产开发项目
手册备案

４３２０１７４１２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５６建设工程造价信
息管理发布

４３２０１７５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主动服

务类

３５７建设市场诚信行
为信息发布

４３２０１７５０４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主动服

务类

３５８

建筑施工质量管

理、安全生产标

准化考评信息发

布

４３２０１７５０５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主动服

务类

３５９建设工程造价纠
纷咨询

４３２０１７５０７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６０建设工程计价依
据制定与解释

４３２０１７５０８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主动服

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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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１
城区生活垃圾的

清运及垃圾无害

化处理

４３２０１７６０１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主动服

务类

３６２开展园林式单位
（小区）创建活动

４３２０１７６０４Ｗ００省级，市
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６３燃气经营企业从
业人员专业考核

４３２０１７６０５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６４公共区域卫生保
洁

４３２０１７６０６Ｗ００县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主动服

务类

３６５
管道燃气燃烧器

具气源适配性目

录公布

４３２０１７６０７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６６
建设工程招标代

理机构信用评价

结果发布

４３２０１７７０１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主动服

务类

３６７

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施

工招标投标信用

评价结果发布

４３２０１７７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主动服

务类

３６８

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监

理招标投标信用

评价结果发布

４３２０１７７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主动服

务类

３６９

房屋建筑和市政

工程招标资格预

审文件、招标文

件告知性备案

４３２０１７７０４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７０建设工程招标控
制价备查

４３２０１７７０５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７１
房屋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招投标

活动投诉处理

４３２０１７７０６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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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２

国家住宅产业化

（装配式建筑）

示范城市和产业

基地推荐

４３２０１７８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主动服

务类

３７３
开展建筑节能及

绿色建筑等宣传

活动

４３２０１７８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主动服

务类

３７４科学技术计划项
目的发布

４３２０１７８０４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主动服

务类

３７５

湖南省装配式建

筑示范城市、产

业基地和示范项

目的发布

４３２０１７８０５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主动服

务类

３７６
建筑企业安全管

理人员任职考核

服务

４３２０１７９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主动服

务类

３７７
住房和城乡建设

领域专业人员培

训考核

４３２０１７９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７８土建工程专业初
中级职称考试

４３２０１７９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７９土建工程专业高
级职称评审

４３２０１７９０４Ｗ００省级，市
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８０住房公积金缴存
业务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１Ｗ０Ｙ市级，县
级

父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８１
缴存业务 －新开
户单位缴存登

记、账户设立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１Ｗ０１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８２
缴存业务 －缴存
单位住房公积金

人员变更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１Ｗ０２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７１１·



序

号
事 项 名 称 基 本 编 码

服务

层级

事项

关系

业务指导

实施部门

服务

类型

３８３
缴存业务 －缴存
单位住房公积金

基数调整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１Ｗ０３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８４
缴存业务 －缴存
单位和个人信息

变更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１Ｗ０４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８５缴存业务 －单位
汇缴、补缴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１Ｗ０５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８６
缴存业务 －住房
公积金账户本地

转移及并户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１Ｗ０６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８７

缴存业务 －住房
公积金单位合

并、分立、撤销、

解散、破产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１Ｗ０７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８８

缴存业务 －单位
缓缴住房公积

金、调整住房公

积金缴存比例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１Ｗ０８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８９住房公积金账户
冻结、解冻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１Ｗ０９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９０住房公积金贷款
业务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２Ｗ０Ｙ市级，县
级

父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９１贷款业务 －期房
按揭贷款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２Ｗ０１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９２贷款业务 －二手
房按揭贷款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２Ｗ０２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９３
贷款业务 －商业
银行住房贷款转

住房公积金贷款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２Ｗ０３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９４贷款业务 －建造
自住房贷款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２Ｗ０４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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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５
贷款业务 －翻
建、大修自住房

贷款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２Ｗ０５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９６

贷款业务 －变更
贷款基本信息

（姓名、身份证号

码、手机号码）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２Ｗ０６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９７贷款业务 －变更
代扣卡号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２Ｗ０７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９８贷款业务 －提前
偿还贷款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２Ｗ０８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３９９贷款业务 －增加
共同借款人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２Ｗ０９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４００贷款业务 －删除
共同借款人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２Ｗ１０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４０１住房公积金提取
业务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３Ｗ０Ｙ市级，县
级

父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４０２
提取业务 －购
买、建造、翻建、

大修自住住房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３Ｗ０１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４０３提取业务 －离
休、退休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３Ｗ０２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４０４提取业务 －与单
位终止劳动关系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３Ｗ０３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４０５提取业务 －出境
定居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３Ｗ０４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４０６提取业务 －偿还
购房贷款本息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３Ｗ０５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４０７提取业务－租房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３Ｗ０６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４０８提取业务 －死亡
继承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３Ｗ０７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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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９

提取业务 －既有
多层住宅增设电

梯提取住房公积

金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３Ｗ０８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４１０提取业务 －灵活
就业人员销户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３Ｗ０９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４１１提取业务 －重大
疾病（灾害）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３Ｗ１０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４１２
提取业务 －享受
城镇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３Ｗ１１市级，县
级

子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４１３
住房公积金单位、

个人缴存（贷款）

帐务查询、打印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４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４１４住房公积金异地
转移接续

４３２０１７Ａ０５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依申请

类

４１５
道路运输从业主

体质量信誉考核

信息公布

４３２０１８１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１６
节假日道路旅客

运输组织及信息

服务

４３２０１８１０４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１７机动车驾驶员培
训信息服务

４３２０１８１０５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１８道路客运信息查
询

４３２０１８１０６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１９主要汽车客运站
便民信息服务

４３２０１８１０７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２０

湖南省重点营运

车辆动态信息公

共服务与监管平

台运行信息公开

服务

４３２０１８１０８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主动服

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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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１机动车维修经营
信息服务

４３２０１８１０９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２２
高速公路及重点

干线路网路况信

息发布

４３２０１８１１０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２３全省道路货运信
息服务

４３２０１８１１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２４
湖南省道路运输

服务平台信息公

开服务

４３２０１８１１４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２５

湖南省交通运输

安全生产两客智

能监管平台运行

信息公开服务

４３２０１８１１５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２６道路运输行业安
全生产宣传

４３２０１８１１６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２７
交通建设市场信

用信息发布及查

询服务

４３２０１８３０１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２８航道通告 ４３２０１８４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２９公布航道维护尺
度和内河航道图

４３２０１８４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３０航道突发事件抢
通服务

４３２０１８４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３１航道养护服务 ４３２０１８４０４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３２通航水域水上突
发事件应急救援

４３２０１８５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３３水情通报 ４３２０１８５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主动服

务类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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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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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４水运行业安全生
产宣传

４３２０１８５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３５交通工程材料价
格信息发布

４３２０１８６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３６湖南省公路养护
定额解释

４３２０１８６０２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依申请

类

４３７公路养护服务 ４３２０１８７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３８公路突发事件抢
通服务

４３２０１８７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３９
公路交通阻断信

息及绕行信息发

布

４３２０１８７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４０
普通公路服务设

施、停车休息服

务

４３２０１８７０４Ｗ００县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４１
公路科技成果行

业内推广应用服

务

４３２０１８７０５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４２公路行业安全生
产宣传

４３２０１８７０６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４３开具监理项目评
定书服务

４３２０１８８０１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依申请

类

４４４
交通建设工程质

量安全宣传及培

训

４３２０１８８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４５
公路水运工程监

理工程师资格考

试

４３２０１８９０１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依申请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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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６

公路水运工程试

验检测专业技术

人员职业资格考

试

４３２０１８９０２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依申请

类

４４７交通建设工程从
业人员培训服务

４３２０１８９０３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４８

全省交通运输

（公路、港口、航

道）发展规划及

专项规划发布

４３２０１８Ａ０１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４９重大交通建设项
目审查进度查询

４３２０１８Ｂ０１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依申请

类

４５０１２３２８交通运输
服务监督

４３２０１８Ｃ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

独立项
省交通运

输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５１

权限内水利水电

工程施工企业主

要负责人、项目

负责人和专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

考核管理

４３２０１９１０１Ｗ０Ｙ 省级 父项 省水利厅
依申请

类

４５２

权限内水利水电

工程施工企业主

要负责人、项目

负责人和专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

考核管理（首次

申请）

４３２０１９１０１Ｗ０１省级 子项 省水利厅
依申请

类

４５３

权限内水利水电

工程施工企业主

要负责人、项目

负责人和专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

考核管理（变更

申请）

４３２０１９１０１Ｗ０２省级 子项 省水利厅
依申请

类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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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４

权限内水利水电

工程施工企业主

要负责人、项目

负责人和专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

考核管理（延期

申请）

４３２０１９１０１Ｗ０３省级 子项 省水利厅
依申请

类

４５５河道保洁监督管
理和指导

４３２０１９１０３Ｗ００

市级，县

级， 镇

（乡、街

道）级

独立项 省水利厅
依申请

类

４５６水文资料查询服
务

４３２０１９１０４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水利厅
依申请

类

４５７
水利工程建设项

目招投标活动投

诉处理

４３２０１９１０５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水利厅
依申请

类

４５８绿色小水电创建
省级初验服务

４３２０１９１０６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水利厅
依申请

类

４５９
水利建设市场主

体信用红名单发

布

４３２０１９１０７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水利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６０水利行业安全生
产宣传

４３２０１９１０８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水利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６１
水利工程建设安

全生产措施方案

备案

４３２０１９１０９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水利厅
依申请

类

４６２水利科技项目申
报信息服务

４３２０１９１１０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水利厅
依申请

类

４６３水利统计公报发
布

４３２０１９１１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水利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６４开展水法制宣传
活动

４３２０１９１１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水利厅
主动服

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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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５实时水情信息 ４３２０１９１１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水利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６６
水库移民就业技

能和实用技术培

训

４３２０１９１１４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水利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６７世界水日和中国
水周宣传活动

４３２０１９１１５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水利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６８水利科技推广和
技术服务

４３２０１９１１６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水利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６９水库移民劳务输
出服务

４３２０１９１１７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水利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７０水资源公报发布 ４３２０１９１１８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水利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７１
农村水电站安全

生产标准化达标

评级

４３２０１９１１９Ｗ００省级，市
级

独立项 省水利厅
依申请

类

４７２

湖南省水利水电

工 程 设 计 概

（估）算编制规

定咨询

４３２０１９１２０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水利厅
依申请

类

４７３全省水土流失调
查结果公告

４３２０１９１２１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水利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７４全省水土保持公
报发布

４３２０１９１２２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水利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７５科学施肥技术指
导服务

４３２０２０１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７６农作物病虫害监
测预报

４３２０２０１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７７农作物重大病虫
防控

４３２０２０１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７８种植业技术指导
服务

４３２０２０１０４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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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９病虫害防治监测 ４３２０２０１０５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８０农业、农村经济
信息服务

４３２０２０２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８１农产品营销促销
服务

４３２０２０２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８２农业科技学术交
流服务

４３２０２０３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８３农业科普宣传周
活动

４３２０２０３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８４农业专业技术人
员教育培训服务

４３２０２０３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８５新品种、新技术
试验示范

４３２０２０３０４Ｗ００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８６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测服务

４３２０２０４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８７

无公害农产品、

绿色食品和地理

标志农产品推广

服务

４３２０２０４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８８
两品一标基地建

设试验示范与推

广服务

４３２０２０４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８９农产品质量安全
宣传

４３２０２０４０４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９０全省无公害农产
品基地建设

４３２０２０４０５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９１

农产品生产过程

中的检验、检测、

监测咨询技术服

务

４３２０２０４０６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９２良种试验示范与
推广服务

４３２０２０５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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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３省级农作物新品
种展示示范

４３２０２０５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９４开展种子质量检
验鉴定

４３２０２０５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９５
农作物种子质量

纠纷田间现场鉴

定

４３２０２０５０４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依申请

类

４９６野生动物科普
（水生）

４３２０２０６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９７畜禽屠宰行业技
术服务与培训

４３２０２０６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９８动物疫病预防和
控制服务

４３２０２０６０３Ｗ００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４９９
对动物疫病的发

生、流行等情况

进行监测

４３２０２０６０４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００公共场所病死畜
禽收集处理

４３２０２０６０５Ｗ００
县级，镇

（乡、街

道）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０１组织重大动物疫
情应急工作

４３２０２０６０６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０２动物疫病防治相
关知识宣传

４３２０２０６０７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０３
渔业水域污染事

故的调查处理和

纠纷调解

４３２０２０７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依申请

类

５０４农机安全生产服
务

４３２０２０８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０５农机技术服务与
技术培训

４３２０２０８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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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６组织农机跨区作
业服务

４３２０２０８０６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０７农机政策宣传 ４３２０２０８０７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０８农业重大技术推
广服务

４３２０２０９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０９农业工程技术开
发推广和服务

４３２０２０９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１０农业技术规程推
广服务

４３２０２０９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１１农业人才服务 ４３２０２０Ａ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１２农业产业化基地
开发服务

４３２０２０Ａ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农业农

村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１３外来投资企业咨
询和投诉

４３２０２１１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商务厅
依申请

类

５１４对外经济合作业
务咨询

４３２０２１２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商务厅
依申请

类

５１５出境旅游组团社
签证专办员管理

２０２２００１０００ 省级 独立项
省文化和

旅游厅

依申请

类

５１６导游证跨省转入
转出服务

４３２０２２１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

独立项
省文化和

旅游厅

依申请

类

５１７演艺惠民服务 ４３２０２２２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文化和

旅游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１８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活动

４３２０２２２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文化和

旅游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１９公共图书馆设施
免费开放

４３２０２２２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文化和

旅游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２０公共文化馆设施
免费开放

４３２０２２２０４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文化和

旅游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２１开展群众文化活
动

４３２０２２２０５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文化和

旅游厅

主动服

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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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２公共数字文化服
务

４３２０２２２０６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文化和

旅游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２３开展旅游主题活
动

４３２０２２２０７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文化和

旅游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２４
开展文体广新旅

市场法制宣传活

动

４３２０２２２０８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文化和

旅游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２５公共文化设施建
设

４３２０２２２０９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文化和

旅游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２６组织送戏下乡进
社区活动

４３２０２２２１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文化和

旅游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２７公共文化设施设
备配备

４３２０２２２１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文化和

旅游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２８非物质文化艺术
遗产保护和传承

４３２０２２２１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文化和

旅游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２９５１９中国旅游
日公众宣传活动

４３２０２２２１４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文化和

旅游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３０社会艺术水平考
级服务

４３２０２２３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文化和

旅游厅

依申请

类

５３１旅游从业人员技
能培训

４３２０２２３０２Ｗ００县级 独立项
省文化和

旅游厅

依申请

类

５３２艺术创作，对外
交流辅导、培训

４３２０２２３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文化和

旅游厅

依申请

类

５３３旅游投诉服务 ４３２０２２４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文化和

旅游厅

依申请

类

５３４提供旅游信息咨
询服务

４３２０２２４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文化和

旅游厅

依申请

类

５３５旅游信息发布 ４３２０２２４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文化和

旅游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３６旅游经营服务不
良信息公布

４３２０２２４０４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文化和

旅游厅

主动服

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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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７传染病疫情信息
发布

４３２０２３１０１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卫生健

康委

主动服

务类

５３８麻风病预防和治
疗

４３２０２３１０３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卫生健

康委

主动服

务类

５３９艾滋病检测 ４３２０２３１０４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卫生健

康委

主动服

务类

５４０抗结核病治疗 ４３２０２３１０５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卫生健

康委

主动服

务类

５４１晚血医疗救助 ４３２０２３１０６Ｗ００省级，县
级

独立项
省卫生健

康委

主动服

务类

５４２老年人优待证办
理

４３２０２３１０７Ｗ００县级 独立项
省卫生健

康委

依申请

类

５４３新生儿疾病筛查 ４３２０２３１０８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卫生健

康委

主动服

务类

５４４免费增补叶酸 ４３２０２３１０９Ｗ００县级 独立项
省卫生健

康委

主动服

务类

５４５计划生育药具免
费发放

４３２０２３１１０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卫生健

康委

主动服

务类

５４６出生医学证明首
次签发及换发

４３２０２３１１１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卫生健

康委

主动服

务类

５４７居民健康档案管
理

４３２０２３１１２Ｗ００县级 独立项
省卫生健

康委

主动服

务类

５４８
农村部分计划生

育家庭奖励扶助

对象确认

４３２０２３１１３Ｗ００县级 独立项
省卫生健

康委

依申请

类

５４９
免疫规划用疫苗

（第一类疫苗）

接种服务

４３２０２３１１５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卫生健

康委

主动服

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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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０重点人群免费健
康体检

４３２０２３１１７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卫生健

康委

主动服

务类

５５１计划生育爱心助
孕

４３２０２３１１８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卫生健

康委

依申请

类

５５２免费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服务

４３２０２３１１９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卫生健

康委

主动服

务类

５５３生育服务登记 ４３２０２３２０１Ｗ００镇 （乡、

街道）级
独立项

省卫生健

康委

依申请

类

５５４医疗纠纷行政调
解

４３２０２３２０２Ｗ００县级 独立项
省卫生健

康委

依申请

类

５５５困难退役军人军
属帮扶援助

４３２０２４２０１Ｗ００县级 独立项
省退役军

人厅

依申请

类

５５６退役士兵职业教
育和技能培训

４３２０２４４０１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退役军

人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５７军队离退休干部
服务

４３２０２４５０１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退役军

人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５８

开展 ６１６安全
生产月、５１２全
国防灾减灾日、

１０１３国际减灾
日等应急管理宣

传咨询教育活动

４３２０２５２０１Ｗ００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独立项 省应急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５９生产安全事故统
计公布

４３２０２５３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应急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６０１２３５０安全生产
举报和咨询服务

４３２０２５４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应急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６１
指导生产经营单

位从业人员培训

服务

４３２０２５５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应急厅
依申请

类

５６２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救援服务

４３２０２５６０１Ｗ００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

独立项 省应急厅
主动服

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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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３组织指导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演练

４３２０２５７０１Ｗ００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

独立项 省应急厅
依申请

类

５６４
生产企业安全生

产、经营许可证

查询

４３２０２５８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应急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６５
安全评价检测检

验机构等行政许

可事项查询

４３２０２５９０１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应急厅
主动服

务类

５６６安全生产标准化
考核评级

４３２０２５Ａ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

独立项 省应急厅
依申请

类

５６７档案工作人员培
训服务

４３２０７５２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档案局
主动服

务类

５６８

华侨、归侨侨眷

和侨资企业在国

内的合法权益维

护

４３２０４４１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政府侨

务办

主动服

务类

５６９林地测土配方服
务

４３２０６４００１Ｗ００县级 独立项 省林业局
主动服

务类

５７０森林病虫害预报
发布

４３２０６４０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林业局
主动服

务类

５７１林业产权交易服
务

４３２０６４００４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林业局
依申请

类

５７２提供林木种苗技
术培训服务

４３２０６４００５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林业局
主动服

务类

５７３
提供林木种苗、

花卉新品种试

验、栽培服务

４３２０６４００６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林业局
主动服

务类

５７４开展古树名木调
查

４３２０６４００７Ｗ００县级 独立项 省林业局
主动服

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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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５
森林资源与生态

环境监测及信息

发布

４３２０６４００８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林业局
主动服

务类

５７６造林、育林经济
扶助

４３２０６４００９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林业局
主动服

务类

５７７开展湖南省林业
科技周活动

４３２０６４０１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林业局
主动服

务类

５７８全省林业产业技
术培训

４３２０６４０１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林业局
主动服

务类

５７９林木种苗检验检
测服务

４３２０６４０１４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林业局
主动服

务类

５８０全省林农技术带
头人培训

４３２０６４０１５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林业局
主动服

务类

５８１
林业有害生物防

治技术服务及咨

询

４３２０６４０１６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林业局
主动服

务类

５８２林产品质量检验
服务

４３２０６４０１７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林业局
主动服

务类

５８３景区风景资源保
护宣传

４３２０６４０１８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林业局
主动服

务类

５８４组织封山育林日
常保护和监管

４３２０６４０２０Ｗ００县级 独立项 省林业局
主动服

务类

５８５

组织和指导开展

林业有害生物防

治、森林病虫害

防治和植物检疫

４３２０６４０２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林业局
主动服

务类

５８６林业科技推广服
务

４３２０６４０２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林业局
主动服

务类

５８７开展＂森林防火
宣传月＂活动 ４３２０６４０２４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林业局

主动服

务类

５８８开展植树节活动 ４３２０６４０２５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林业局
主动服

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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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９开展森林防火宣
传活动

４３２０６４０２６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林业局
主动服

务类

５９０发布林业有害生
物预报预警

４３２０６４０２７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林业局
主动服

务类

５９１

森林资源调查规

划设计和森林资

源采伐调查规划

设计服务，组织

实施国家森林资

源连续清查

４３２０６４０２８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林业局
主动服

务类

５９２世界湿地日活动 ４３２０６４０２９Ｗ００县级 独立项 省林业局
主动服

务类

５９３森林植物科学普
及

４３２０６４０３０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林业局
主动服

务类

５９４
林业政策法律法

规咨询及林业技

术服务

４３２０６４０３１Ｗ００县级 独立项 省林业局
主动服

务类

５９５森林火灾信息发
布

４３２０６４０３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林业局
主动服

务类

５９６物品编码技术服
务

４３２０３１１０１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依申请

类

５９７湖南省法人单位
信息共享服务

４３２０３１１０２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主动服

务类

５９８物品编码印刷质
量检测服务

４３２０３１１０３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依申请

类

５９９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服务

４３２０３１１０４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主动服

务类

６００标准信息技术服
务

４３２０３１１０５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依申请

类

６０１ＴＢＴ技术服务 ４３２０３１１０６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依申请

类

６０２标准化研究、标
准制定技术服务

４３２０３１１０８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依申请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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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３缺陷产品管理技
术服务

４３２０３１１１０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依申请

类

６０４质量研究和品牌
评价服务

４３２０３１１１１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依申请

类

６０５检验检测及其他
技术服务

４３２０３１２０１Ｗ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父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依申请

类

６０６产品质量检验检
测服务

４３２０３１２０１Ｗ０１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依申请

类

６０７
纤维及其制品、

皮革制品检验检

测服务

４３２０３１２０１Ｗ０２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依申请

类

６０８食品检验认证认
可服务

４３２０３１２０１Ｗ０４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依申请

类

６０９设备检验检测及
其他技术服务

４３２０３１３０１Ｗ０Ｙ 省级 父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依申请

类

６１０锅炉设计文件鉴
定服务

４３２０３１３０１Ｗ０１省级 子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依申请

类

６１１特种设备检验检
测服务

４３２０３１３０１Ｗ０２省级 子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依申请

类

６１２电梯安全评估服
务

４３２０３１３０１Ｗ０３省级 子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依申请

类

６１３
在用锅炉和锅炉

产品定型的能效

测试服务

４３２０３１３０１Ｗ０４省级 子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依申请

类

６１４特种设备安全知
识宣传

４３２０３１３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主动服

务类

６１５

检验检测及其他

技术服务（烟花

爆竹及原辅材

料、设施设备）

４３２０３１４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主动服

务类

６１６
标准信息、ＴＢＴ
技术服务（烟花

爆竹）

４３２０３１４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主动服

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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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７
标准化研究、标

准制定与技术服

务（烟花爆竹）

４３２０３１４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依申请

类

６１８产品质量监督抽
查（烟花爆竹）

４３２０３１４０４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依申请

类

６１９
产品质量委托检

验服务（烟花爆

竹）

４３２０３１４０５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主动服

务类

６２０消费引导和教育 ４３２０３１５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主动服

务类

６２１消费者权益保护
宣传

４３２０３１５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主动服

务类

６２２受理１２３１５咨询
投诉举报

４３２０３１５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

独立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依申请

类

６２３纤维质量检验的
复验仲裁

４３２０３１６０１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依申请

类

６２４

对棉花、毛、绒、

茧丝、麻类纤维

质量开展公证检

验

４３２０３１６０２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依申请

类

６２５企业登记档案查
询

４３２０３１７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依申请

类

６２６专利信息年度统
计分析报告发布

４３２０３１８０１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主动服

务类

６２７知识产权维权援
助咨询

４３２０３１９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依申请

类

６２８

定量包装商品生

产企业计量保证

能力自我声明生

产企业查询

４３２０３１Ａ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依申请

类

６２９法定计量检定机
构查询

４３２０３１Ａ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主动服

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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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０食品安全教育培
训

４３２０３１Ｂ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主动服

务类

６３１食品安全科普宣
传

４３２０３１Ｂ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主动服

务类

６３２
食品安全事故应

急处置和调查处

理

４３２０３１Ｂ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市场监

管局

主动服

务类

６３３农村广播村村响
工程建设服务

４３２０３２０１８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广电局
主动服

务类

６３４直播卫星户户通
工程建设服务

４３２０３２０１９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广电局
主动服

务类

６３５
中央广播电视节

目无线数字化覆

盖工程

４３２０３２０２０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广电局
主动服

务类

６３６
省级广播电视节

目无线数字化覆

盖工程

４３２０３２０２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广电局
主动服

务类

６３７全省性体育师资
培训

４３２０３３１０１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体育局
主动服

务类

６３８国民体质监测 ４３２０３３１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体育局
主动服

务类

６３９体育人才交流 ４３２０３３１０３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体育局
主动服

务类

６４０全民健身服务 ４３２０３３１０４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体育局
主动服

务类

６４１社会体育指导员
的培训

４３２０３３１０５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体育局
主动服

务类

６４２公共体育场馆设
施免费开放服务

４３２０３３１０６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体育局
主动服

务类

６４３非涉密统计资料
提供与咨询

４３２０３４０１６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统计局
依申请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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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４统计人员培训服
务

４３２０３４１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统计局
主动服

务类

６４５发放防空防灾警
报

４３２０９９２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人防办
主动服

务类

６４６人防宣传教育 ４３２０９９３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人防办
主动服

务类

６４７人防志愿者培训 ４３２０９９４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人防办
主动服

务类

６４８扶贫政策宣传咨
询服务

４３２０９９Ｂ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扶贫办
主动服

务类

６４９扶贫技术推广 ４３２０９９Ｂ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扶贫办
主动服

务类

６５０扶贫济困培训服
务

４３２０９９Ｂ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扶贫办
主动服

务类

６５１粮食市场价格监
测与信息发布

４３２０５９１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粮食和

储备局

主动服

务类

６５２开展世界粮食日
暨爱粮节粮宣传

４３２０５９１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粮食和

储备局

主动服

务类

６５３
基 本 医 疗 （生

育）保险参保信

息变更登记

４３２０３６００１Ｗ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

父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５４

基 本 医 疗 （生

育）保险单位参

保信息变更登记

（单 位 信 息 修

改）

４３２０３６００１Ｗ０１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５５

基 本 医 疗 （生

育）保险职工参

保信息变更登记

（个 人 信 息 修

改）

４３２０３６００１Ｗ０２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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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６
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参保信息

变更登记

４３２０３６００１Ｗ０３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子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５７
基 本 医 疗 （生

育）保险参保信

息变更登记

４３２０３６００２Ｗ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父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５８

基 本 医 疗 （生

育）保险职工增

减信息变更登记

（个人异动）

４３２０３６００２Ｗ０１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５９
出 具 医 疗 （生

育）保险参保登

记证明

４３２０３６００３Ｗ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父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６０

查询打印单位基

本医疗（生育）

保险参保登记信

息

４３２０３６００３Ｗ０１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６１

查询打印职工基

本医疗（生育）

保险参保登记信

息

４３２０３６００３Ｗ０２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６２异地安置地点申
报

４３２０３６００４Ｗ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父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６３参保人员异地安
置地点申报

４３２０３６００４Ｗ０１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６４
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人员异地就医

备案

４３２０３６００５Ｗ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父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６５异地安置退休人
员备案登记

４３２０３６００５Ｗ０１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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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６异地长期居住人
员备案登记

４３２０３６００５Ｗ０２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６７常驻异地工作人
员备案登记

４３２０３６００５Ｗ０３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６８异地转（急）诊
人员备案登记

４３２０３６００５Ｗ０４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６９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登记

４３２０３６００６Ｗ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父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７０基本医疗保险单
位参保登记

４３２０３６００６Ｗ０１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７１基本医疗保险职
工参保登记

４３２０３６００６Ｗ０２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７２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参保登记

４３２０３６００６Ｗ０３

省级，市

级，县级，

镇（乡、街

道）级，村

（社 区）

级

子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７３
申请办理基本医

疗保险关系转移

接续

４３２０３６００７Ｗ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父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７４基本医疗保险关
系转移

４３２０３６００７Ｗ０１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７５基本医疗保险关
系接续

４３２０３６００７Ｗ０２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７６
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人员特门特药

申报

４３２０３６００８Ｗ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父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７７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人员特药申报

４３２０３６００８Ｗ０１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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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８

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参保人员

享受规定（特殊

慢性）病种待遇

申报

４３２０３６００８Ｗ０２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７９

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参保人员

享受规定（特殊

慢性）病种待遇

备案

４３２０３６００８Ｗ０３市级，县
级

子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８０
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参保人员

转外就医备案

４３２０３６００８Ｗ０５市级，县
级

子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８１医药机构申报定
点协议管理

４３２０３６００９Ｗ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父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８２医疗机构申报定
点协议管理

４３２０３６００９Ｗ０１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８３零售药店申报定
点协议管理

４３２０３６００９Ｗ０２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８４
基 本 医 疗 （生

育）保险待遇核

准支付

４３２０３６０１１Ｗ０Ｙ 省级，市
级，县级

父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８５

城镇职工参保人

员医疗（生育）

费 用 手 工 （零

星）报销

４３２０３６０１１Ｗ０１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８６
城乡居民参保人

员医疗费用手工

（零星）报销

４３２０３６０１１Ｗ０２市级，县
级

子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８７城镇职工异地就
医清算

４３２０３６０１１Ｗ０３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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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８城乡居民异地就
医清算

４３２０３６０１１Ｗ０４市级，县
级

子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８９

基 本 医 疗 （生

育）保险定点医

疗机构费用结算

（联网结算）

４３２０３６０１１Ｗ０５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９０生育津贴支付 ４３２０３６０１１Ｗ０６省级，市
级，县级

子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９１生育保险备案 ４３２０３６０３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医保局
依申请

类

６９２备案博物馆信息
公开

４３２０６８１０１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文物局
主动服

务类

６９３
可移动文物修复

资质单位信息查

询

４３２０６８１０２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文物局
主动服

务类

６９４文物保护单位信
息查询

４３２０６８１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文物局
主动服

务类

６９５文物保护单位对
外开放

４３２０６８１０４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文物局
主动服

务类

６９６文物保护工程资
质单位信息查询

４３２０６８１０５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文物局
主动服

务类

６９７文物保护宣传教
育

４３２０６８１０６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文物局
主动服

务类

６９８
药品安全事故应

急处置和调查处

理

４３２０７２０１４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药品监

管局

主动服

务类

６９９药品安全科普宣
传

４３２０７２０１５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药品监

管局

主动服

务类

７００药品安全教育培
训

４３２０７２０１６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药品监

管局

主动服

务类

７０１
药品生产企业出

口欧盟原料药证

明文件

４３２０７２０１７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药品监

管局

依申请

类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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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２档案查阅服务 ４３２０７５１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档案馆
主动服

务类

７０３档案社会教育服
务

４３２０７５１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档案馆
主动服

务类

７０４档案编研成果服
务

４３２０７５１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档案馆
主动服

务类

７０５数字数据归档咨
询服务

４３２０７５３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档案馆
依申请

类

７０６数字方志馆地情
信息服务

４３２０９９Ｅ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地方志
主动服

务类

７０７地方志文献资料
查借阅

４３２０９９Ｆ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地方志
主动服

务类

７０８采矿权出让交易 ４３２０９９８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

独立项

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

心

主动服

务类

７０９补充耕地指标转
让交易

４３２０９９８０２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

心

主动服

务类

７１０探矿权转让交易 ４３２０９９８０３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

心

主动服

务类

７１１采矿权转让交易 ４３２０９９８０４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

心

主动服

务类

７１２探矿权出让交易 ４３２０９９８０５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

心

主动服

务类

７１３招投标交易场地
预约服务

４３２０９９９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

独立项

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

心

主动服

务类

７１４残疾人基本康复
服务

４３２０９９Ｇ０１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残联
依申请

类

·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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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５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

４３２０９９Ｇ０２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残联
依申请

类

７１６

残疾人大学生、

高中生及贫困残

疾人家庭子女大

学生、高中生资

助

４３２０９９Ｈ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残联
依申请

类

７１７残疾人就业咨询
与职业介绍服务

４３２０９９Ｉ０１Ｗ００ 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残联
依申请

类

７１８按比例安排残疾
人就业年审

４３２０９９Ｉ０２Ｗ００ 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残联
依申请

类

７１９残疾人创业小额
贷款贴息

４３２０９９Ｉ０３Ｗ００ 县级 独立项 省残联
依申请

类

７２０残疾人就业培训 ４３２０９９Ｉ０４Ｗ００ 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残联
依申请

类

７２１残疾人托养服务 ４３２０９９Ｊ０１Ｗ００ 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残联
依申请

类

７２２残疾人文化服务 ４３２０９９Ｋ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残联
主动服

务类

７２３残疾人体育服务 ４３２０９９Ｌ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残联
主动服

务类

７２４残疾人法律救助 ４３２０９９Ｍ０１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残联
依申请

类

７２５残疾人机动车轮
椅车燃油补贴

４３２０９９Ｍ０２Ｗ００县级 独立项 省残联
依申请

类

７２６资助贫困残疾人
家庭无障碍改造

４３２０９９Ｎ０１Ｗ００县级 独立项 省残联
依申请

类

７２７信息咨询和投诉
举报受理

４３２０２６１０１Ｗ００省级 独立项

人民银行

长沙中心

支行

依申请

类

７２８税务事项办理服
务

４３２０３００７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税务局
依申请

类

·４４１·



序

号
事 项 名 称 基 本 编 码

服务

层级

事项

关系

业务指导

实施部门

服务

类型

７２９受理１１９群众报
警

４３２０２５Ｂ０１Ｗ００市级，县
级

独立项
省消防救

援总队

主动服

务类

７３０

依照国家规定承

担重大灾害事故

和其他以抢救人

员生命为主的应

急救援

４３２０２５Ｂ０２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消防救

援总队

主动服

务类

７３１受理９６１１９群众
举报投诉

４３２０２５Ｂ０３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消防救

援总队

主动服

务类

７３２组织开展消防安
全宣传教育培训

４３２０２５Ｂ０４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消防救

援总队

主动服

务类

７３３组织开展１１９消
防日活动

４３２０２５Ｂ０５Ｗ００省级，市
级，县级

独立项
省消防救

援总队

主动服

务类

７３４
开放消防救援

站，设立基层消

防宣传教育站点

４３２０２５Ｂ０６Ｗ００县级 独立项
省消防救

援总队

主动服

务类

·５４１·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告

湘人社规 〔２０２０〕１８号

根据 《湖南省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省人民政府第２４２号
令）、《关于印发 〈加强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和公平性审查的

意见〉的通知》（湘人社办发 〔２０１７〕１号）的要求，我厅对现
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现将有关清理结果公告如下：

一、确定 《关于进一步明确援藏援疆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聘

有关政策的通知》等２４５件规范性文件继续有效 （见附件１）。
二、废止 《关于印发 〈湖南省机关事业单位工勤技能岗位

考核实施办法〉的通知》等２件规范性文件 （见附件２）。
上述废止的规范性文件，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不再执行。全

省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并切实做

好有关规范性文件废止后的后续管理工作。上述确认继续有效的

规范性文件，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重新计算有效期。

特此通告。

附件：

１确认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２决定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７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法规处）

·６４１·



附件１

确认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号 文件标题

１
（７８）湘劳字第
０３５号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劳动工资局 《关于集体医疗机

构卫生人员调到全民单位工作后的工龄计算问题

的复函》

２
〔７９〕湘劳福字
第０７３号

湖南省劳动局 《同意石灰厂的人力锤工、运输

工、烧灰装坯工、出灰工、炮工列为特别繁重体

力劳动的复函》

３
〔７９〕湘劳福字
第０７４号

湖南省劳动局 《同意所属炸药、综合金库仓库的

人力搬运装卸、码垛工列为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的

复函》

４
（７９）湘劳福字
第１２４号

湖南省劳动厅 《同意机械工业熔铁工等三十三个

工种列为高温、高空、特别繁重体力劳动和有毒

有害作业工种的复函》

５
（８０）湘劳福字
第０８２号

湖南省劳动局同意煤炭系统部分工种列为高空、

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和有毒有害工种的复函

６
〔８０〕湘劳函字
第０５０号

湖南省劳动局 《关于亦工亦农人员工龄计算问题

的复函》

７
（８１）湘劳福字
０７６号

湖南省劳动局同意煤炭工业高空、高温、有毒有

害工种范围的复函

８
（８１）湘劳福字
第１９９号

湖南省劳动局 《关于同意废金属回收的选材工等

三种工种列为特别繁重体力劳动工种的复函》

９
（８１）湘劳函字
第００５号

湖南省劳动局 《关于同意郴州林机厂手锤锻工列

为繁重体力劳动工种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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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号 文件标题

１０
〔８１〕湘劳函字
第０３２号

湖南省劳动局 《关于同意将地质钻探工、钻探设

备安装工列为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的复函》

１１
（８１）湘劳函福
字第０４１号

湖南省劳动厅 《关于同意陶瓷工业从事圆窑、方

窑、阶梯窑、龙窑作业的烧窑等工种列为高温工

种的复函》

１２
（８３）湘劳福字
第０４０号

湖南省劳动局 《关于临时工在本单位被录用为固

定工后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

１３
（８３）湘劳福字
第０４１号

湖南省劳动局、湖南省人事局 《关于税务助征员

转为国家税务人员后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

１４
（８３）湘劳福字
第０４２号

湖南省劳动局 《关于区、社广播站机线员转为国

家职工后工龄计算的复函》

１５
（８３）湘劳福字
第０５４号

湖南省劳动局 《关于从国营农、林、牧、渔场等

事业单位顶指标抽调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到全

民单位工作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

１６
（８３）湘劳福字
第１４３号

湖南省劳动局印发劳动人事部 《关于 “贯彻国务

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规定中具体问题的处理意

见”的问题解答》的通知

１７
（８３）湘劳福函
字第０１８号

湖南省劳动局 《同意六一矿炼钢等八个工种列

为试行提前退休工种的复函》

１８
湘 劳 人 发

〔１９８３〕０１２号
湖南省劳动人事厅 《同意交通部门疏竣管线工等

十六个工种提前退休的复函》

１９
湘 劳 人 发

〔１９８３〕４８号

湖南省劳动人事厅 《从国营农、林、牧、渔场等

企、事业单位顶指标招收到县以上集体单位工作

的城镇上山下乡知青计算连续工龄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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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号 文件标题

２０
湘 劳 人 发

〔１９８３〕４９号
湖南省劳动人事厅 《关于建材工业烘干窑看火工

等五十一个工种试行提前退休的复函》

２１
湘 劳 人 函

〔１９８４〕５４号
湖南省劳动人事厅 《关于同意将机动锻工等九个

工种列为提前退休工种的复函》

２２
湘 劳 人 险

〔１９８４〕１６５号
湖南省劳动人事厅 《转发劳动人事部 《关于印发

两个 “说明”的通知》

２３
湘 劳 人 险

〔１９８４〕２２５号
湖南省劳动人事厅 《关于 “社来社去”大中专毕

业生录用为国家职工后的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

２４
湘 劳 人 险

〔１９８５〕２３６号

湖南省劳动人事厅 《关于转发劳动人事部 〈关于

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的通知〉

及贯彻执行的几点意见

２５
湘 劳 人 险

〔１９８５〕２５８号
湖南省劳动人事厅 《关于若干工龄计算问题的处

理意见》

２６
湘 劳 人 险

〔１９８５〕２８３号

湖南省劳动人事厅 《关于原私营企业转为公私合

营企业以及解放后私立学校改为公立学校的职工

的工龄津贴计发问题的通知》

２７
湘 劳 人 险

〔１９８５〕３１０号
湖南省劳动人事厅 《关于职工因冤假错案处理回

乡其原受株连随迁子女工龄计算问题的意见》

２８
湘 劳 人 险

〔１９８５〕３１１号
湖南省劳动人事厅 《关于贯彻执行湘劳人险

〔１９８５〕２３６号文件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

２９
湘 劳 人 函

〔１９８５〕１１２号
湖南省劳动人事厅 《关于省棉干班学员工龄计算

问题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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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号 文件标题

３０
（８５）湘卫人字
第１１４号

湖南省卫生厅、省劳动人事厅 《关于乡村医生工

龄计算问题的通知》

３１
湘 劳 人 干

〔１９８６〕２３９号
湖南省委组织部、省劳动人事厅等部门关于印发

《乡镇招收干部实行聘用制的暂行规定》

３２
湘 劳 人 险

〔１９８６〕４６号
湖南省劳动人事厅 《关于湘劳人险 〔１９８５〕２５８
号文件几个问题的说明》

３３
湘 劳 人 险

〔１９８６〕５４号

湖南省劳动人事厅、省教育委员会 《关于民办教

师进入师范以外的院校学习毕业后继续任教的工

龄计算问题的通知》

３４
湘 劳 人 函

〔１９８６〕５７号
湖南省劳动人事厅 《对湘劳人险 〔１９８５〕２５８号
文件中有关问题的复函》

３５
（８６）湘劳人险
便字第３３９号

湖南省劳动人事厅 《同意铁路系统在我省境内从

事铸造工等三个工种退休时作特殊工种对待的

函》

３６
湘 劳 人 调

（１９８７）７２号
湖南省劳动人事厅 《关于全民所有制单位顶指标

从集体所有制单位调入工人的实行办法的通知》

３７
湘 劳 人 函

〔１９８７〕５５号
湖南省劳动人事厅 《关于乡 （镇）聘用制干部录

用、招收为国家职工后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

３８
湘 劳 人 函

〔１９８７〕７０号

湖南省劳动人事厅 《关于国家职工一九七九年以

后进入大中专院校学习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复

函》

３９
湘 劳 人 险

〔１９８７〕２０４号
湖南省劳动人事厅 《转发国家教委 “关于民办教

师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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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号 文件标题

４０
湘 劳 人 险

〔１９８７〕５０１号
湖南省劳动人事厅 《关于民办教师工龄计算问题

的复函》

４１
湘劳险 〔１９８８〕
６号

湖南省劳动厅 《关于国营农、林、牧、渔场长期

临时工被本场转为固定职工的工龄计算问题的复

函》

４２
湘劳险 〔１９８８〕
５５号

湖南省劳动厅 《关于解决原下乡城镇知识青年插

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补充通知》

４３
湘劳险 〔１９８８〕
８２号

湖南省劳动厅、湖南省林业厅 《关于国营林场自

然增长职工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

４４
湘劳险 〔１９８８〕
２９６号

湖南省劳动厅、省人事厅 《关于如何确定建国后

因组织原因间断过工作的国家职工参加工作时间

问题的通知》

４５
湘 劳 人 计

（１９８８）１２８号
湖南省劳动人事厅、省计划委员会 《关于印发清

理解决计划外用工实施办法的通知》

４６
湘 劳 社 险

〔１９８９〕７１号
湖南省劳动厅 《关于劳动合同制工人退休养老基

金收缴、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

４７
湘劳函 〔１９８９〕
８号

湖南省劳动厅 《关于将军龄计入 “本企业连续工

龄”并享受有关保险福利待遇的复函》

４８
湘 劳 社 险

〔１９９０〕６５号

湖南省劳动厅 《〈关于劳动合同制工人退休养老

金收缴、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的补充

意见》

４９
湘人险 〔１９９３〕
３２号

关于调整省直机关福利费提取标准和管理办法的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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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号 文件标题

５０
湘人薪 〔１９９３〕
８５号

湖南省人事厅关于省教科所等单位的专职教师和

实验教师提高１０％工资标准的批复

５１
湘人险 〔１９９４〕
１０４号

湖南省人事厅、省劳动厅 《转发人事部、劳动部

〈关于１９６６至１９６９级大中专学生参加工作时间
及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５２
湘 劳 〔１９９５〕
１９号

湖南省劳动厅 《关于１９９５年调整企业离退休人
员离退休金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

５３
湘 劳 〔１９９６〕
３３６号

《关于省直管企业集体所有制职工补缴养老费问

题的通知》

５４
湘人函 〔１９９７〕
３２号

关于畏罪自杀人员死亡后可否享受一次性抚恤费

及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的复函

５５
湘 劳 〔１９９７〕
１４８号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省劳动厅、中共湖南省委

老干部局、省人事厅、省财政厅 《关于贯彻落实

湘办发 〔１９９７〕２号文件的补充通知》

５６
湘 劳 〔１９９７〕
１９１号

湖南省劳动厅 《关于省直统筹企业贯彻湘办发

〔１９９７〕２号文件实施意见的通知》

５７
湘劳函 〔１９９７〕
１４８号

湖南省劳动厅关于对交通行业特殊工作提前退休

的复函

５８
湘 劳 〔１９９８〕
５５号

《关于统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若干政

策问题的处理意见》

５９
湘劳办 〔１９９８〕
４号

湖南省劳动厅办公室 《关于１９９７年调整企业离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有关审批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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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号 文件标题

６０
湘劳社 〔１９９９〕
８９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严格执行 “劳动

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

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６１
湘劳社 〔１９９９〕
２１７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审批１９９９年调
整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等有关问题的通

知》

６２
湘 劳 社 发

〔２０００〕５５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关于企业

单位离休人员比照湘人发 〔１９９９〕１４３号文件规
定调整基本养老金的通知》

６３
湘 劳 社 发

〔２０００〕２４５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技术能手评选

表彰管理办法》

６４
湘 劳 社 发

〔２０００〕２６５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省属技术开发科

研机构转制后职工养老保险问题的处理意见》

６５
湘 劳 社 函

〔２０００〕１１３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关于企业

离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后如何计发１－２月生
活补贴问题给省邮电管理局的复函》

６６
湘劳社 〔２００１〕
３７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中央在湘转制工

程勘察设计单位和科研单位职工养老保险问题的

处理意见》

６７
湘 劳 社 发

〔２００１〕９７号
《关于省直管单位贯彻湘劳社发 〔２００１〕１７号文
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

６８
湘 劳 社 发

〔２００１〕１０３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省人事厅

《转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三部 〈关于解决两航

起义人员退休待遇问题的通知〉》

６９
湘 劳 社 发

〔２００１〕１２１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中央在湘、省属

转制科研单位和工程勘察设计单位职工养老保险

问题的补充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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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湘 劳 社 发

〔２００１〕１６４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 《湖南省职业

技能鉴定所 （站）管理办法》的通知

７１
湘 劳 社 发

〔２００１〕２４９号
转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提高企业离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的通知

７２
湘 劳 社 发

〔２００１〕３０２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不得对参加了养

老保险社会统筹已经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

人员一次性结算退休费用的通知》

７３
湘 劳 社 函

〔２００１〕１５６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国营二七二退休

职工反映有毒有害工龄待遇问题的复函》

７４
湘 劳 社 发

〔２００２〕３８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转发劳动

保障部、财政部关于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日起增加
企业离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

７５
湘 劳 社 发

〔２００２〕４７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关于２００１
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

７６
湘 劳 社 发

〔２００２〕５６号
《关于统一全省企业和职工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

险费比例有关问题的通知》

７７
湘 劳 社 发

〔２００２〕６６号
关于印发 《湖南省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制度》

的通知

７８
湘 劳 社 发

〔２００２〕６８号
《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关问题

的通知》

７９
湘 劳 社 发

〔２００２〕７５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人事厅、省财政

厅、省科学技术厅、省建设厅转发劳动保障部等

５部门 《关于转制科研机构和工程勘察设计单位

转制前离退休人员的待遇调整问题的通知》

·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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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
湘 劳 社 发

〔２００２〕８５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加强企业职工档

案管理的通知》

８１
湘 劳 社 发

〔２００２〕９１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财政厅、湖南

省人事厅、湖南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转发国

家劳动保障部等四部关于职工在机关事业单位与

企业之间流动时社会保险关系处理意见的通知〉》

８２
湘 劳 社 发

〔２００２〕１２４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企业离休人员病

故后丧葬补助费和一次性抚恤金参照机关标准执

行的通知》

８３
湘 劳 社 发

〔２００２〕１４１号
关于印发 《湖南省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法》的

通知

８４
湘 劳 社 发

〔２００２〕１８８号
关于规范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的实施意见

８５
湘 劳 社 发

〔２００２〕１９２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 《关于 ２００２
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的通知》

８６
湘 劳 社 函

〔２００２〕２５８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对潭劳社字 〔２００２〕
２２号请示的复函》

８７
湘 劳 社 函

〔２００２〕２６０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对衡南县劳动保障局

《关于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待遇有关问

题的请示》的复函

８８
湘人发 〔２００２〕
１１８号

关于印发 《关于深化我省事业单位内部收入分配

制度改革的试行意见》的通知

８９
湘 劳 社 发

〔２００３〕１４５号
关于贯彻落实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通知

·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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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
湘 劳 社 发

〔２００３〕１０３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养老保险省直管

单位职工解除 （终止）劳动关系后养老保险关系

接续有关问题的通知》

９１
湘 劳 社 发

〔２００３〕１６５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贯彻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湘政办发 〔２００３〕２４号文件有关养老保险
问题的实施意见》

９２
湘 劳 社 函

〔２００３〕１６０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纺织档车工提休

问题给娄底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复函》

９３
湘 劳 社 函

〔２００３〕２４５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桃江稀土金属冶

炼厂从事放射性有毒有害作业人员享受提前退休

退养待遇的意见》

９４
湘 劳 社 政 字

〔２００４〕３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关于增加

企业离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

９５
湘 劳 社 政 字

〔２００４〕１９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农业厅

《关于进一步做好国有农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工作的通知》

９６
湘 劳 社 政 字

〔２００４〕２５号
关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项目等有关问题的补充规

定

９７
湘 劳 社 政 字

〔２００４〕４３号
湖南省劳动保障厅、财政厅 《关于从 ２００４年 ７
月１日起增加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

９８
湘 劳 社 函

〔２００４〕１９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对衡阳市劳动和

社会保障局衡劳社 〔２００３〕１１６号请示的复函》

９９
湘人发 〔２００４〕
３５号

关于印发 《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和

《建造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

·６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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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
湘人发 〔２００４〕
９７号

关于印发 《湖南省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施

办法》和 《湖南省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

办法》的通知

１０１
湘人发 〔２００４〕
１１８号

关于印发 《湖南省优秀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评选

办法》的通知

１０２
湘人发 〔２００４〕
１４０号

关于暂停办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因工 （公）感染

血吸虫病评残工作的通知

１０３
湘 劳 社 政 字

〔２００５〕１号
关于从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起增加国有农垦企业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

１０４
湘 劳 社 政 字

〔２００５〕３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企业离退休人员

养老金发放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１０５
湘 劳 社 政 字

〔２００５〕１１号
关于印发 《湖南省劳动保障系统信访处理工作规

定 （试行）及信访文书格式》的通知

１０６
湘 劳 社 政 字

〔２００５〕１３号
关于工伤保险工作若干问题的补充意见

１０７
湘 劳 社 政 字

〔２００５〕１５号
关于印发 《湖南省工伤保险基金部分项目支付管

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１０８
湘 劳 社 政 字

〔２００５〕２０号
关于做好夏季高温劳动保护工作的紧急通知

１０９
湘 劳 社 政 字

〔２００５〕２５号
关于调整企业艰苦岗位津贴参考标准的通知

·７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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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
湘 劳 社 政 字

〔２００５〕２６号
关于调整企业中夜班津贴参考标准的通知

１１１
湘 劳 社 政 字

〔２００５〕２９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农业厅

《关于国有农垦企业中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老工

人退休待遇问题的处理意见》

１１２
湘 劳 社 工 字

〔２００５〕４９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 《湖南省职业

技能竞赛管理办法》的通知

１１３
湘 劳 社 函

〔２００５〕２７４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企业军转干部养

老保险缴费基数问题给长沙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的复函》

１１４
湘人发 〔２００５〕
７６号

关于湘西地区建立特聘专家岗位制度的实施意见

１１５
湘 劳 社 政 字

〔２００６〕１０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湖南省关

于改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的实施意

见》

１１６
湘 劳 社 政 字

〔２００６〕１２号
关于省属国有改革改制企业职工工伤费用预留的

意见

１１７
湘 劳 社 政 字

〔２００６〕１３号
《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若干政策问题

的意见》

１１８
湘 劳 社 政 字

〔２００６〕１６号
《关于城镇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基本养

老保险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１１９
湘 劳 社 政 字

〔２００６〕１８号
关于因工负伤人员待遇审核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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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
湘 劳 社 政 字

〔２００６〕２０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关于２００５
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

１２１
湘 劳 社 政 字

〔２００６〕２１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关于２００６
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

１２２
湘 劳 社 政 字

〔２００６〕２７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 《关于调整企

业离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

１２３
湘 劳 社 政 字

〔２００６〕２８号

《关于机关事业单位编制外聘用人员和民办非企

业单位工作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通

知》

１２４
湘 劳 社 政 字

〔２００６〕２９号
关于事业单位、民间组织工作人员参加工伤保险

有关问题的通知

１２５
湘 劳 社 函

〔２００６〕２６０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对娄底市劳动和

社会保障局娄劳社 〔２００６〕１４６号请示的复函》

１２６
湘 劳 社 函

〔２００６〕３１５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对新宁县劳动保障局

新劳社呈字 〔２００６〕３号请示的复函》

１２７
湘人发 〔２００６〕
１３５号

关于印发 《湖南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

度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

１２８
湘人发 〔２００６〕
１３６号

关于印发 《湖南省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增加

离退休费和计发离退休费等问题的实施意见》的

通知

１２９
湘人发 〔２００６〕
１３７号

关于印发 《湖南省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实

施意见》的通知

·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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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
湘人发 〔２００６〕
１４７号

关于湖南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收入分配

制度改革实施中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

１３１
湘 劳 社 政 字

〔２００７〕８号
关于印发 《湖南省失业保险调剂金管理办法》的

通知

１３２
湘 劳 社 政 字

〔２００７〕９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 《关于 ２００７
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

１３３
湘 劳 社 政 字

〔２００７〕１０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 《关于 ２００７
年调整国有农垦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

知》

１３４
湘 劳 社 政 字

〔２００７〕１３号
关于省属国有改革改制企业职工安置费用预留问

题的补充意见

１３５
湘 劳 社 政 字

〔２００７〕１４号
关于做好老工伤人员有关待遇工作的指导意见

１３６
湘 劳 社 政 字

〔２００７〕１７号
关于工伤保险待遇有关问题的通知

１３７
湘 劳 社 工 字

〔２００７〕１号
关于推行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工作的意

见

１３８
湘 劳 社 工 字

〔２００７〕６０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转发劳动保障部关于建

立劳动用工备案制度的通知

１３９
湘 劳 社 工 字

〔２００７〕１１３号
关于印发 《湖南省企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内部控

制规定 （试行）》的通知

·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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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０
湘 劳 社 函

〔２００７〕２０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对 〈关于益阳石煤发

电综合利用试验厂部分退休职工要求调资提高退

休待遇问题的请示〉的复函》

１４１
湘 劳 社 函

〔２００７〕２２４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对娄底市劳动和

社会保障局娄劳社 〔２００７〕６２号有关问题的复
函》

１４２
湘 劳 社 函

〔２００７〕２９６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公办学校编制外

临时聘用人员和农村幼儿园工作人员参加社会保

险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

１４３
湘人发 〔２００７〕
２５号

关于对县以下基层单位工作的农林科技人员浮动

及固定工资处理意见的补充通知

１４４
湘人发 〔２００７〕
３５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和离退休日常

管理工作的通知

１４５
湘人发 〔２００７〕
６８号

关于印发 《湖南省地质勘探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

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

１４６
湘人发 〔２００７〕
６９号

关于印发 《湖南省测绘系统测绘队工作人员收入

分配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

１４７
湘人发 〔２００７〕
１３０号

关于印发 《湖南省科学研究事业单位贯彻 〈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实施意

见》的通知

１４８
湘人发 〔２００７〕
１３１号

关于印发 《湖南省高等学校、中小学、中等职业

学校贯彻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方案〉三个实施意见》的通知

１４９
湘人发 〔２００７〕
１５５号

关于印发 《湖南省卫生事业单位贯彻 〈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

·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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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
湘人发 〔２００７〕
１６８号

关于湘办发 〔２００６〕１２号和湘办发 〔２００３〕８７
号文件有关退休工资待遇规定执行问题的答复意

见

１５１
湘人发 〔２００７〕
１６９号

关于印发 《湖南省文化事业单位贯彻 〈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

１５２
湘人发 〔２００７〕
１７０号

关于印发 《湖南省水产事业单位船员贯彻 〈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实施意

见》的通知

１５３
湘人发 〔２００７〕
２０５号

关于印发 《湖南省体育运动员贯彻 〈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的

通知

１５４
湘人发 〔２００７〕
２１２号

关于印发 《湖南省交通水上作业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贯彻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

案〉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１５５
湘 劳 社 政 字

〔２００８〕１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关于２００８
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

１５６
湘 劳 社 政 字

〔２００８〕８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民政厅 《关于社会

组织专职工作人员参加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

知》

１５７
湘 劳 社 工 字

〔２００８〕６号
关于印发 《湖南省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内部控制暂

行规定》的通知

１５８
湘 劳 社 工 字

〔２００８〕１６号
《关于印发湖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

数申报核定管理规定 （试行）的通知》

１５９
湘 劳 社 工 字

〔２００８〕１２０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下发 《湖南省技师

学院设立综合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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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０
湘 劳 社 工 字

〔２００８〕４０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总工会、湖南

省企业家协会 《关于进一步建立企业工资集体协

商谈判机制有关意见的通知》

１６１
湘 劳 社 工 字

〔２００８〕４８号
关于我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有关问题的通知

１６２
湘 劳 社 工 字

〔２００８〕５８号
关于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制度的通知

１６３
湘 劳 社 工 字

〔２００８〕６０号
关于印发 《湖南省社会保险基金举报奖励暂行办

法》的通知

１６４
湘 劳 社 工 字

〔２００８〕７６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总工会关于进一

步规范全省用人单位工资集体协商基本程序的指

导意见

１６５
湘 劳 社 工 字

〔２００８〕１０５号

关于中央下放关闭破产和省属改革国有企业工亡

人员抚恤金和退休人员死亡救济费发放有关问题

的通知

１６６
湘 劳 社 函

〔２００８〕１３０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煤炭行业五项政

策性补贴发放问题的复函》

１６７
湘 劳 社 函

〔２００８〕２１６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对退休人员参加工作

时间被重新认定后基本养老金能否补发问题的复

函》

１６８
湘 劳 社 政 字

〔２００９〕１号
湖南省劳动保障厅、省财政厅 《关于２００９年调
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

１６９
湘 劳 社 政 字

〔２００９〕２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 《关于给

企业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退休老工人增发生活补

贴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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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０
湘 劳 社 工 字

〔２００９〕１３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 《关于

个人缴纳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凭证使用

的通知》

１７１
湘 劳 社 工 字

〔２００９〕６７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按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湘政发 〔２００９〕４号文件参保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计发问题的通知》

１７２
湘 劳 社 工 字

〔２００９〕１１１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国有农垦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１７３
湘 劳 社 函

〔２００９〕１０１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建国前参加革命

工作薪金制退休人员待遇问题给巴陵石化的答复

意见》

１７４
湘 劳 社 办 发

｛２００９〕５０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 《湖南省第一

批企业养老保险经办业务工作流程 （试行）的通

知

１７５
湘 劳 社 政 字

〔２０１０〕１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 《关于 ２０１０
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

１７６
湘 人 社 工 字

〔２０１０〕７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全省城镇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问题的处

理意见》

１７７
湘 劳 社 工 字

〔２０１０〕１５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 《湖南省贯彻

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

政部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

行办法〉工作方案》的通知

１７８
湘 人 社 工 字

〔２０１０〕４７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 《关于给

企业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退休老工人增发生活补

贴的通知》

１７９
湘 人 社 工 字

〔２０１０〕９２号
关于实行企业离退休人员自主选择银行领取养老

金制度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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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
湘 人 社 工 字

〔２０１０〕１３１号
关于印发湖南省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

位绩效工资实施意见的通知

１８１
湘 人 社 工 发

〔２０１０〕１３６号
关于启用新的机关事业单位 《退休证》、 《退职

证》有关问题的通知

１８２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１〕７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 《关于

２０１１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

１８３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１〕１１号
关于切实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１８４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１〕７５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转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提高建国前

参加工作的老工人生活补贴标准和扩大发放范围

的通知》

１８５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１〕８６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卫生厅关于

印发 《湖南省卫生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意

见》的通知

１８６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１〕９１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关于

规范完善企业职工因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特殊

工种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

１８７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１〕９７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教育厅关于

印发 《湖南省高等学校 义务教育学校 中等职业

学校等教育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意见》的

通知

１８８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１〕１２１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城镇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两个具体问题的通

知》

１８９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１〕１４４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对用人单位

欠缴养老保险费加收滞纳金有关问题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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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
湘 人 社 工 字

〔２０１１〕４１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 《关于给

企业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退休老工人增发生活补

贴的通知》

１９１
湘 人 社 函

〔２０１１〕４５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 《兼职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员办案补助办法》的通知

１９２
湘 人 社 函

〔２０１１〕７５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 《湖南省

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处理意

见》的通知

１９３
湘 人 社 函

〔２０１１〕９０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认真做好未

参保城镇集体企业职工纳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

题的通知》

１９４
湘 人 社 函

〔２０１１〕５０２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永州市原冷

水滩纺织厂挡车工是否属于特殊工种的复函》

１９５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２〕４０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 《关于

２０１２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

１９６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２〕５５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 《湖南省

事业单位岗位管理动态调整试行办法》的通知

１９７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２〕６６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 《关于给

企业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退休老工人增发生活补

贴的通知》

１９８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２〕１１０号
关于印发 《湖南省劳动用工备案办法》的通知

１９９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２〕１２２号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省委老干部局、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关于调整企事业单

位离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标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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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
湘 人 社 函

〔２０１２〕２３５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乡镇畜牧水

产站临时聘用人员参加城镇企业养老保险的复

函》

２０１
湘人发 〔２０１２〕
８４号

关于印发省属其他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实施办法的

通知

２０２
湘人发 〔２０１２〕
１０４号

关于事业单位 ２００５年 １２月 ２９日前因工 （公）

伤残人员残疾抚恤待遇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

２０３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３〕１５号
关于国有企业老工伤人员等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

理几个具体事项的指导意见

２０４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３〕４０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民政厅、财政厅

《关于调整完善企业职工因病或非因工死亡有关

待遇的通知》

２０５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３〕４２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关于

２０１３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

２０６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３〕８０号
《关于稳妥做好养老保险费费率过渡试点工作的

通知》

２０７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３〕８５号
转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执行 〈工伤保

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

２０８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３〕８６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关于

调整我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后丧葬费标

准和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２０９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３〕９５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参加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死亡个人账户继承有关问题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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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０
湘 人 社 函

〔２０１３〕２６１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对湘劳社函

〔２００８〕２１６号适应范围的复函》

２１１
湘 人 社 函

〔２０１３〕２６４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贯彻落实湘

人社发 〔２０１３〕４０号文件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

２１２
湘 人 社 函

〔２０１３〕２７３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对广铁 （集

团）公司特殊工种退休人员折算工龄有关问题的

复函》

２１３
湘 人 社 函

〔２０１３〕２９３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对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退休人员试行长期居住地领取养老金的

通知》

２１４
湘 人 社 函

〔２０１３〕４１６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参加企业职

工养老保险的女职工退休年龄有关问题的复函》

２１５
湘 人 社 函

〔２０１３〕４５３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国有农垦企

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政策的复函》

２１６
湘 人 社 办 发

〔２０１３〕１７号
转发人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工

作的通知

２１７
湘 人 社 办 发

〔２０１３〕３０号
关于印发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群众来

信办理工作试行办法》的通知

２１８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４〕１１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民

政厅 《关于修改湘人社发 〔２０１３〕４０号文件的
通知》

２１９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４〕２１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关于

２０１４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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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０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４〕３７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

调整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

标准的通知

２２１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４〕４６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实行企业接

受高校毕业生就业养老保险费率过渡试点有关问

题的通知》

２２２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４〕４８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 《湖南省

促进民办职业培训实施办法 （修订）》的通知

２２３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４〕５０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 《关于给

企业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退休老工人增发生活补

贴的通知》

２２４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４〕５５号
关于印发 《湖南省工伤保险费率浮动办法》的通

知

２２５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４〕５８号

关于印发 《湖南省工伤职工配置辅助器具管理办

法》和 《湖南省工伤保险辅助器具配置项目目录

和最高支付限额标准》的通知

２２６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４〕６９号
关于用人单位工伤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后待遇支付

有关问题的通知

２２７
湘 人 社 函

〔２０１４〕７０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对郴州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精减下放人员工龄认定的

请示〉的复函》

２２８
湘 人 社 函

〔２０１４〕１０３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教育厅 省卫生

厅关于做好武陵山片区农村基层教育卫生中高级

专业技术特聘岗位设置工作的通知

２２９
湘 人 社 函

〔２０１４〕３０２号
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省级调剂金管理工作有关问题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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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号 文件标题

２３０
湘 人 社 释 函

〔２０１４〕１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原工残退休

人员范围界定问题给赫山区人民法院的复函》

２３１
湘 人 社 办 发

〔２０１４〕１４号
关于印发 《基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规范》的

通知

２３２
湘 人 社 办 发

〔２０１４〕１６号
关于印发 《湖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弱势群体

“绿色通道”制度 （试行）的通知》

２３３
湘 人 社 办 发

〔２０１４〕３２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门户网站 “厅长信

箱”信件办理规则 （试行）

２３４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５〕４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完善城镇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退休审批工作的通

知》

２３５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５〕１４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

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

调整工作的通知

２３６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５〕２１号
关于进一步明确援藏援疆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聘

有关政策的通知

２３７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５〕３２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财政厅 《关于

进一步加强职业能力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

２３８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５〕３５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关于

２０１５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

２３９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５〕４７号

转发 《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

五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员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

务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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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号 文件标题

２４０
湘人发 〔２０１５〕
５３号

关于印发 《湖南省乡镇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乡

镇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

２４１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５〕７４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关于

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日起调整企业离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的通知》

２４２
湘 人 社 函

〔２０１５〕３０４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我省离退

休人员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工作的通知

２４３
湘 人 社 办 函

〔２０１５〕４号
关于协助做好省属参保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领取

资格认证工作的函

２４４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６〕４８号
《湖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若干标准 （试

行）》

２４５
湘 人 社 函

〔２０１６〕２７０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 “五证合

一、一照一码”社会保险登记实施工作的通知》

·１７１·



附件２

决定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号 文件标题

１
湘 人 社 函

〔２０１６〕４１７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社会保障

卡建设资金结算有关问题的通知

２
湘 人 社 发

〔２０１８〕３６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印发 〈湖南

省机关事业单位工勤技能岗位考核实施办法〉的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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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六十三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１１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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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退役军人保障工作，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
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退役军人，是指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依法退
出现役的军官、军士和义务兵等人员。

第三条　退役军人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是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尊重、关爱退役军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国家关心、优待

退役军人，加强退役军人保障体系建设，保障退役军人依法享有

相应的权益。

第四条　退役军人保障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为
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服务的方针，遵循以人为

本、分类保障、服务优先、依法管理的原则。

第五条　退役军人保障应当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与社会进步
相适应。

退役军人安置工作应当公开、公平、公正。

退役军人的政治、生活等待遇与其服现役期间所做贡献

挂钩。

国家建立参战退役军人特别优待机制。

第六条　退役军人应当继续发扬人民军队优良传统，模范遵
守宪法和法律法规，保守军事秘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七条　国务院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退役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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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域的退役军人保障工作。

中央和国家有关机关、中央军事委员会有关部门、地方各级

有关机关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退役军人保障工作。

军队各级负责退役军人有关工作的部门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密切配合，做好退役军人保障工作。

第八条　国家加强退役军人保障工作信息化建设，为退役军
人建档立卡，实现有关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为提高退役军人保障

能力提供支持。

国务院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应当与中央和国家有关机关、

中央军事委员会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统筹做好信息数据系统的建

设、维护、应用和信息安全管理等工作。

第九条　退役军人保障工作所需经费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
负担。退役安置、教育培训、抚恤优待资金主要由中央财政

负担。

第十条　国家鼓励和引导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社会力量
依法通过捐赠、设立基金、志愿服务等方式为退役军人提供支持

和帮助。

第十一条　对在退役军人保障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
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移交接收

第十二条　国务院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中央军事委员会
政治工作部门、中央和国家有关机关应当制定全国退役军人的年

度移交接收计划。

第十三条　退役军人原所在部队应当将退役军人移交安置地
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

主管部门负责接收退役军人。

退役军人的安置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

第十四条　退役军人应当在规定时间内，持军队出具的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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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到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报到。

第十五条　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在接收退
役军人时，向退役军人发放退役军人优待证。

退役军人优待证全国统一制发、统一编号，管理使用办法由

国务院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十六条　军人所在部队在军人退役时，应当及时将其人事
档案移交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

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人事档

案管理有关规定，接收、保管并向有关单位移交退役军人人事

档案。

第十七条　安置地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及时为退役军人办理户口登记，同级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

应当予以协助。

第十八条　退役军人原所在部队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及时将退役军人及随军未就业配偶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

关系和相应资金，转入安置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应当与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军队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依法做好有关社会保险关系和相

应资金转移接续工作。

第十九条　退役军人移交接收过程中，发生与其服现役有关
的问题，由原所在部队负责处理；发生与其安置有关的问题，由

安置地人民政府负责处理；发生其他移交接收方面问题的，由安

置地人民政府负责处理，原所在部队予以配合。

退役军人原所在部队撤销或者转隶、合并的，由原所在部队

的上级单位或者转隶、合并后的单位按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三章　退役安置

第二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移交接收计划，做好
退役军人安置工作，完成退役军人安置任务。

机关、群团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应当依法接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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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退役军人，退役军人应当接受安置。

第二十一条　对退役的军官，国家采取退休、转业、逐月领
取退役金、复员等方式妥善安置。

以退休方式移交人民政府安置的，由安置地人民政府按照国

家保障与社会化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做好服务管理工作，保障其

待遇。

以转业方式安置的，由安置地人民政府根据其德才条件以及

服现役期间的职务、等级、所做贡献、专长等和工作需要安排工

作岗位，确定相应的职务职级。

服现役满规定年限，以逐月领取退役金方式安置的，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逐月领取退役金。

以复员方式安置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领取复员费。

第二十二条　对退役的军士，国家采取逐月领取退役金、自
主就业、安排工作、退休、供养等方式妥善安置。

服现役满规定年限，以逐月领取退役金方式安置的，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逐月领取退役金。

服现役不满规定年限，以自主就业方式安置的，领取一次性

退役金。

以安排工作方式安置的，由安置地人民政府根据其服现役期

间所做贡献、专长等安排工作岗位。

以退休方式安置的，由安置地人民政府按照国家保障与社会

化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做好服务管理工作，保障其待遇。

以供养方式安置的，由国家供养终身。

第二十三条　对退役的义务兵，国家采取自主就业、安排工
作、供养等方式妥善安置。

以自主就业方式安置的，领取一次性退役金。

以安排工作方式安置的，由安置地人民政府根据其服现役期

间所做贡献、专长等安排工作岗位。

以供养方式安置的，由国家供养终身。

第二十四条　退休、转业、逐月领取退役金、复员、自主就
业、安排工作、供养等安置方式的适用条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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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第二十五条　转业军官、安排工作的军士和义务兵，由机
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接收安置。对下列退役军

人，优先安置：

（一）参战退役军人；

（二）担任作战部队师、旅、团、营级单位主官的转业军官；

（三）属于烈士子女、功臣模范的退役军人；

（四）长期在艰苦边远地区或者特殊岗位服现役的退役

军人。

第二十六条　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接收安置转业军
官、安排工作的军士和义务兵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编

制保障。

国有企业接收安置转业军官、安排工作的军士和义务兵的，

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保障相应待遇。

前两款规定的用人单位依法裁减人员时，应当优先留用接收

安置的转业和安排工作的退役军人。

第二十七条　以逐月领取退役金方式安置的退役军官和军
士，被录用为公务员或者聘用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自被录

用、聘用下月起停发退役金，其待遇按照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二十八条　国家建立伤病残退役军人指令性移交安置、收
治休养制度。军队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将伤病残退役军人移交安置

地人民政府安置。安置地人民政府应当妥善解决伤病残退役军人

的住房、医疗、康复、护理和生活困难。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加强拥军优属工作，为军人和家
属排忧解难。

符合条件的军官和军士退出现役时，其配偶和子女可以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随调随迁。

随调配偶在机关或者事业单位工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安置地人民政府负责安排到相应的工作单位；随调配偶在其

他单位工作或者无工作单位的，安置地人民政府应当提供就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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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协助实现就业。

随迁子女需要转学、入学的，安置地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

应当予以及时办理。对下列退役军人的随迁子女，优先保障：

（一）参战退役军人；

（二）属于烈士子女、功臣模范的退役军人；

（三）长期在艰苦边远地区或者特殊岗位服现役的退役军人；

（四）其他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

第三十条　军人退役安置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
员会制定。

第四章　教育培训

第三十一条　退役军人的教育培训应当以提高就业质量为导
向，紧密围绕社会需求，为退役军人提供有特色、精细化、针对

性强的培训服务。

国家采取措施加强对退役军人的教育培训，帮助退役军人完

善知识结构，提高思想政治水平、职业技能水平和综合职业素

养，提升就业创业能力。

第三十二条　国家建立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并行并举的
退役军人教育培训体系，建立退役军人教育培训协调机制，统筹

规划退役军人教育培训工作。

第三十三条　军人退役前，所在部队在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
前提下，可以根据部队特点和条件提供职业技能储备培训，组织

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和各类高等学校举办的高等学历继续教

育，以及知识拓展、技能培训等非学历继续教育。

部队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应

当为现役军人所在部队开展教育培训提供支持和协助。

第三十四条　退役军人在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享受学费和助学金资助等国家教育资助政策。

高等学校根据国家统筹安排，可以通过单列计划、单独招生

等方式招考退役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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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　现役军人入伍前已被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或者是
正在普通高等学校就学的学生，服现役期间保留入学资格或者学

籍，退役后两年内允许入学或者复学，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转

入本校其他专业学习。达到报考研究生条件的，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享受优惠政策。

第三十六条　国家依托和支持普通高等学校、职业院校 （含

技工院校）、专业培训机构等教育资源，为退役军人提供职业技

能培训。退役军人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需要就业创业的，可以享

受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等相应扶持政策。

军人退出现役，安置地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就业需求组织其免

费参加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经考试考核合格的，发给相应的学

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或者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推荐就业。

第三十七条　省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会同有关
部门加强动态管理，定期对为退役军人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的普通

高等学校、职业院校 （含技工院校）、专业培训机构的培训质量

进行检查和考核，提高职业技能培训质量和水平。

第五章　就业创业

第三十八条　国家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
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第三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
指导和服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宣传、组织、协调等工作，会同有关部门采取

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等形式，开展就业推荐、职业指导，帮助退

役军人就业。

第四十条　服现役期间因战、因公、因病致残被评定残疾等
级和退役后补评或者重新评定残疾等级的残疾退役军人，有劳动

能力和就业意愿的，优先享受国家规定的残疾人就业优惠政策。

第四十一条　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当免费为退役军人提

·１８１·



供职业介绍、创业指导等服务。

国家鼓励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社会组织为退役军人就

业创业提供免费或者优惠服务。

退役军人未能及时就业的，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办理

求职登记后，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第四十二条　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
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

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退役的军士和义务兵服现

役经历视为基层工作经历。

退役的军士和义务兵入伍前是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或

者国有企业人员的，退役后可以选择复职复工。

第四十三条　各地应当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
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

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可以报考面向服务基层

项目人员定向考录的职位，同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共享公务员定向

考录计划。

各地应当注重从优秀退役军人中选聘党的基层组织、社区和

村专职工作人员。

军队文职人员岗位、国防教育机构岗位等，应当优先选用符

合条件的退役军人。

国家鼓励退役军人参加稳边固边等边疆建设工作。

第四十四条　退役军人服现役年限计算为工龄，退役后与所
在单位工作年限累计计算。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投资建设或者与社会共
建的创业孵化基地和创业园区，应当优先为退役军人创业提供服

务。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建立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和创业园区，

为退役军人提供经营场地、投资融资等方面的优惠服务。

第四十六条　退役军人创办小微企业，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并享受贷款贴息等融资优惠政策。

退役军人从事个体经营，依法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第四十七条　用人单位招用退役军人符合国家规定的，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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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税收优惠等政策。

第六章　抚恤优待

第四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
则，在保障退役军人享受普惠性政策和公共服务基础上，结合服

现役期间所做贡献和各地实际情况给予优待。

对参战退役军人，应当提高优待标准。

第四十九条　国家逐步消除退役军人抚恤优待制度城乡差
异、缩小地区差异，建立统筹平衡的抚恤优待量化标准体系。

第五十条　退役军人依法参加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
育等社会保险，并享受相应待遇。

退役军人服现役年限与入伍前、退役后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缴费年限依法合并计算。

第五十一条　退役军人符合安置住房优待条件的，实行市场
购买与军地集中统建相结合，由安置地人民政府统筹规划、科学

实施。

第五十二条　军队医疗机构、公立医疗机构应当为退役军人
就医提供优待服务，并对参战退役军人、残疾退役军人给予

优惠。

第五十三条　退役军人凭退役军人优待证等有效证件享受公
共交通、文化和旅游等优待，具体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

第五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加强优抚医院、光荣院建
设，充分利用现有医疗和养老服务资源，收治或者集中供养孤

老、生活不能自理的退役军人。

各类社会福利机构应当优先接收老年退役军人和残疾退役军人。

第五十五条　国家建立退役军人帮扶援助机制，在养老、医
疗、住房等方面，对生活困难的退役军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

帮扶援助。

第五十六条　残疾退役军人依法享受抚恤。
残疾退役军人按照残疾等级享受残疾抚恤金，标准由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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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综合考虑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消费物价水平、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水平、

国家财力情况等因素确定。残疾抚恤金由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

工作主管部门发放。

第七章　褒扬激励

第五十七条　国家建立退役军人荣誉激励机制，对在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退役军人予以表彰、奖励。退役

军人服现役期间获得表彰、奖励的，退役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

受相应待遇。

第五十八条　退役军人安置地人民政府在接收退役军人时，
应当举行迎接仪式。迎接仪式由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

管部门负责实施。

第五十九条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为退役军人家庭悬挂光荣
牌，定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第六十条　国家、地方和军队举行重大庆典活动时，应当邀
请退役军人代表参加。

被邀请的退役军人参加重大庆典活动时，可以穿着退役时的

制式服装，佩戴服现役期间和退役后荣获的勋章、奖章、纪念章

等徽章。

第六十一条　国家注重发挥退役军人在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
教育活动中的积极作用。机关、群团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

组织可以邀请退役军人协助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可以邀请退役军人参加学校国防教育

培训，学校可以聘请退役军人参与学生军事训练。

第六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应当
加强对退役军人先进事迹的宣传，通过制作公益广告、创作主题

文艺作品等方式，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退役

军人敬业奉献精神。

第六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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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将本行政区域内下列退役军人的名录和事迹，编辑录入地方志：

（一）参战退役军人；

（二）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的退役军人；

（三）获得省部级或者战区级以上表彰的退役军人；

（四）其他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

第六十四条　国家统筹规划烈士纪念设施建设，通过组织开
展英雄烈士祭扫纪念活动等多种形式，弘扬英雄烈士精神。退役

军人工作主管部门负责烈士纪念设施的修缮、保护和管理。

国家推进军人公墓建设。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去世后，可以

安葬在军人公墓。

第八章　服务管理

第六十五条　国家加强退役军人服务机构建设，建立健全退
役军人服务体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乡

镇、街道、农村和城市社区设立退役军人服务站点，提升退役军

人服务保障能力。

第六十六条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服务站点等退役军人服务
机构应当加强与退役军人联系沟通，做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扶

持、优抚帮扶、走访慰问、权益维护等服务保障工作。

第六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应当
加强退役军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及时掌握退役军人的思想情况

和工作生活状况，指导接收安置单位和其他组织做好退役军人的

思想政治工作和有关保障工作。

接收安置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结合退役军人工作和生活状

况，做好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工作和有关保障工作。

第六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接
收安置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加强对退役军人的保密教育和管理。

第六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应当
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多种渠道宣传与退役军人相关的

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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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建
立健全退役军人权益保障机制，畅通诉求表达渠道，为退役军人

维护其合法权益提供支持和帮助。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

害，应当依法解决。公共法律服务有关机构应当依法为退役军人

提供法律援助等必要的帮助。

第七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应当
依法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退役安置、教育培训、就业

创业、抚恤优待、褒扬激励、拥军优属等工作，监督检查退役军

人保障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落实情况，推进解决退役军人保

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第七十二条　国家实行退役军人保障工作责任制和考核评价
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退役军人保障工作完成情况，纳

入对本级人民政府负责退役军人有关工作的部门及其负责人、下

级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的考核评价内容。

对退役军人保障政策落实不到位、工作推进不力的地区和单

位，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约

谈该地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或者该单位主要负责人。

第七十三条　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
责，应当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第七十四条　对退役军人保障工作中违反本法行为的检举、
控告，有关机关和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检

举人、控告人。

第九章　法律责任

第七十五条　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按照规定确定退役军人安置待遇的；

（二）在退役军人安置工作中出具虚假文件的；

（三）为不符合条件的人员发放退役军人优待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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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挪用、截留、私分退役军人保障工作经费的；

（五）违反规定确定抚恤优待对象、标准、数额或者给予退

役军人相关待遇的；

（六）在退役军人保障工作中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或者他人

谋取私利的；

（七）在退役军人保障工作中失职渎职的；

（八）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

第七十六条　其他负责退役军人有关工作的部门及其工作人
员违反本法有关规定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七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拒绝或者无故拖延执行退役军
人安置任务的，由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予以通报批评。对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

直接责任人员，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处分。

第七十八条　退役军人弄虚作假骗取退役相关待遇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取消相关待遇，追缴

非法所得，并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部门依法给予处分。

第七十九条　退役军人违法犯罪的，由省级人民政府退役军
人工作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中止、降低或者取消其退役相

关待遇，报国务院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备案。

退役军人对省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作出的中

止、降低或者取消其退役相关待遇的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

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八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
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章　附　则

第八十一条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依法退出现役的警官、
警士和义务兵等人员，适用本法。

第八十二条　本法有关军官的规定适用于文职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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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院校学员依法退出现役的，参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十三条　参试退役军人参照本法有关参战退役军人的规
定执行。

参战退役军人、参试退役军人的范围和认定标准、认定程

序，由中央军事委员会有关部门会同国务院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

门等部门规定。

第八十四条　军官离职休养和军级以上职务军官退休后，按
照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安置管理。

本法施行前已经按照自主择业方式安置的退役军人的待遇保

障，按照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十五条　本法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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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做好春节后农民工
返城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

国农工办发 〔２０２０〕１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

春节过后农民工返城高峰将至，当前正处在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防控关键阶段，做好农民工返城服务保障工作十分紧

迫。为贯彻落实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

组关于做好春节后错峰返程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关要求，切实

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引导农民工安全有序返

城，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农民工返城服务保障工作。做好农民工安全有

序返城工作，事关农民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事关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农民工返城返岗高峰期与疫情防控关键期叠

加，工作任务艰巨。各地要高度重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上来，强化风险意识，落实属地责

任，扎实做好农民工群体返城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二、积极开展农民工防疫宣传和疫情防控。各级农民工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要配合有关成员单位积极开展疫情防护知识宣传

和防控工作。要充分发挥基层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农民工

综合服务中心等作用，广泛开展应对疫情政策措施宣传讲解，引

导农民工科学防控，降低感染和传播风险。以倡议书、公开信等

方式，引导农民工合理安排返城返岗时间，避免春节后盲目外出。

三、实施农民工分类指导。各地要加强返乡农民工摸排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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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指导，对于春节后继续外出务工的，做好健康出行和疫情信息

提醒；对于不外出的，引导参加线上学习培训，推荐就地就近就

业岗位；要采取措施，避免已感染或尚在观察期的农民工外出。

要对招用农民工较多的用人单位开展疫情监测，做好防护工作。

四、加强输出地与输入地有效对接。农民工输出地要结合本

地实际，及时跟踪主要输入地疫情变化，预判农民工返城高峰时

间和规模，做好主要输入地企业用工、复工、交通、疫情等信息

的集中发布。农民工输入地要加强对招用农民工较多的企业用工

情况监测，动态掌握用工需求，及时发布岗位信息，加强与农民

工主要输出地的有组织对接服务。鼓励用工集中地区和集中企业

通过组织专车等方式为农民工返城复工提供点对点的出行服务。

五、加强农民工返城服务保障部门协同。要切实发挥各级农

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筹协调作用，推动各成员单位落实

责任，加强联防联控，形成工作合力。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与卫生健康、交通运输等部门要加强沟通协作，建立信息共

享、情况通报机制，及时掌握疫情动态及农民工流动情况，切实

做好就业服务、行前健康检查、交通安全等工作。

六、切实维护农民工劳动权益。各地要加强对受疫情影响企

业的劳动用工指导和服务，促进企业保持正常生产经营秩序，依

法依规处理农民工因疫情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劳动关

系问题。对于因隔离、留观、治疗或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导致农民

工暂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不得解除劳动合同或退回劳务派

遣工。要进一步加强法律和政策宣传解读，畅通司法、仲裁、监

察、信访维权渠道，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七、积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要做好农民工春节后出行服务，

简化农民工返城证照办理，推行 “不见面”网上服务。要在车站、

码头等农民工集中地开展全天候服务，及时帮助农民工解决各类

实际问题。要采取多种形式，做好农民工的慰问关爱工作。

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２０２０年２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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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务院扶贫办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做好

就业扶贫工作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１２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扶贫办 （局）：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确保做好防疫工作

的前提下，进一步做好就业扶贫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各地要把思想和行动切实统一到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在确保疫情防

控安全的前提下，抓好涉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

坚的重点任务，切实做好就业扶贫工作，不能有缓一缓、等一等

的思想。努力减轻疫情对贫困劳动力就业增收的影响，助力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

二、鼓励重点企业优先招录。根据本地区防疫物资、生产生

活必需品生产以及上下游配套产业等重点企业用工需求，梳理适

合贫困劳动力的就业岗位，实施远程精准推送。鼓励重点企业优

先招用符合条件的贫困劳动力，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有条

件地区可适当提高补贴标准。

三、安全有序组织外出返岗务工。主动了解贫困劳动力外出

返岗务工需求和意愿，加强与输入地信息对接，对具备返岗条件

的，优先开展 “点对点”集中运送到岗，提供口罩等出行、上

岗物资。鼓励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经纪

人开展贫困劳动力有组织劳务输出，给予就业创业服务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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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促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在确保防疫安全前提下，协调

推动疫情较轻地区的企业、就业扶贫车间等经营主体和乡村农田

水利等项目尽早复工复产，推荐符合条件的贫困劳动力优先上

岗。临时增设的保洁环卫、防疫消杀、卡点值守等岗位吸纳贫困

劳动力的，参照当地乡村公益性岗位补贴标准给予岗位补贴。

五、重点做好深度贫困地区就业帮扶。将 “三区三州”等

深度贫困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所在地区以及挂牌督战的

５２个贫困县作为工作重点，组织定向投放就业岗位，加大有组
织劳务输出力度，适当扩大乡村公益性岗位规模，进一步给予资

金倾斜支持，提高政策补贴标准。

六、推动务农就业增收。结合春季农业生产部署，引导无法

外出贫困劳动力投入春耕备耕，从事农资运输、农产品产销等实

现就业增收。加强与电子商务平台合作，推动爱心助农等活动惠

及贫困劳动力。对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的各类农资企业、农业经

营主体，参照重点企业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七、加强关心关爱。组织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帮扶责任

人等人员力量，定期联络对口帮扶贫困劳动力，关心他们的健

康、生活和务工情况。对贫困劳动力反映的卫生防疫、生活保障

等方面问题，及时转交相关部门帮助解决。对受疫情影响失业的

参保贫困劳动力，按照不高于当地失业保险金标准发放失业补

助金。

八、优化线上服务线上培训。及时向贫困劳动力筛选推送一

批有针对性的岗位信息，帮助贫困劳动力掌握居家线上求职应聘

操作流程，有条件的地区可在确保防疫安全前提下，组织不具备

线上求职条件的贫困劳动力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参加视频面试。

鼓励支持贫困劳动力积极参加线上培训，在培训期间按规定纳入

职业培训补贴范围，并给予一定的生活费补贴。

九、强化组织领导。各地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积极主动

作为，向当地疫情防控领导机构建言献策，加强部门协同，创造

有利于贫困劳动力的良好环境。动态掌握贫困劳动力就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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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就业状态清、就业需求清、技能水平清、就业困难清，及时

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帮扶，切实防止因疫失业返贫。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 务 院 扶 贫 办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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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关于实施企业稳岗扩岗专项

支持计划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３０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财政厅 （局）：

为有效应对国内外疫情形势和经济下行压力对就业的影响，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的稳就业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

政部决定启动实施企业稳岗扩岗专项支持计划。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总体要求

坚决贯彻中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

强化底线思维，注重精准施策，坚持援企、稳岗、扩就业、保民

生并举，用足用好失业保险基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

大力实施稳岗返还、以工代训，支持企业稳定岗位，鼓励企业吸

纳就业，保障劳动者基本生活，努力保持就业局势和社会大局

稳定。

二、政策举措

（一）加大稳岗返还力度。加快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

策，支持参保企业不裁员、少裁员。其中，对中小微企业，２０２０
年１２月３１日前返还标准最高可提至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缴纳失
业保险费的１００％。提高返还标准后，各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要
尽快补发２０２０年度返还资金。对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
复有望、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返还标准可按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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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或按不超
过３个月的企业及其职工应缴纳社会保险费确定。实施企业稳岗
返还的统筹地区上年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应具备１２个月以上
备付能力，实施困难企业稳岗返还的统筹地区备付能力应达到

２４个月以上，对于备付能力不足的统筹地区，要充分发挥省级
调剂金作用，帮助当地实施困难企业稳岗返还政策，尽可能让符

合条件的企业都能享受政策支持。

（二）拓宽以工代训范围

支持企业面向新吸纳劳动者开展以工代训，扩岗位、扩就

业。对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离校两

年内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并开展以工代训的，可根

据吸纳人数给予企业职业培训补贴。

支持困难企业开展以工代训，稳岗位、保生活。对受疫情影响

出现生产经营暂时困难导致停工停业的中小微企业，组织职工开展

以工代训的，可根据组织以工代训人数给予企业职业培训补贴。

各地可结合实际情况，将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外贸、住宿餐

饮、文化旅游、交通运输、批发零售等行业补贴范围扩展到各类

企业。补贴资金主要用于开展以工代训、职工生活补助等支出。

符合条件的企业申请以工代训职业培训补贴，应向当地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提供以工代训人员花名册、当月发放工资银行对账

单 （其中停工停产企业需提供上一季度发放工资银行对账单）。

经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通过后，按规定每月将补贴资

金支付到企业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补贴标准由省级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财政部门确定，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６个月，所需资
金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中列支。以工代训职业培训补贴

政策受理期限截止到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原有以工代训政策执
行期限不变。

三、工作要求

（一）优化经办服务。各地要梳理发布专项支持计划的政策

清单、申办流程、补贴标准、服务机构及联系方式、监督投诉电

话等，结合本地区重点关注企业清单宣介政策、了解困难、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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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要精简申领证明材料，对同一企业同时申请多项政策的推

行 “打包”办理，不得要求重复提交材料。对稳岗返还政策，

稳岗返还金额可依据征缴机构提供的上年度缴费记录按规定确

定，不再要求提供职工花名册、工资表等；“生产经营活动应符

合国家及所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环保政策”的审核可采用企业

承诺方式。要提高审核发放效率，做到随报随审，不得设定集中

申报期和资金拨付期。要加快建立补贴资金网上申领渠道，推广

“不见面”服务，努力实现补贴受理审核发放全程网办。

（二）强化资金保障监管。各地要加大以工代训职业培训补

贴资金保障力度，确保政策落实。要按月监测失业保险基金运行

状况，加强情况预判和适时调控，确保基金收支平衡和安全可持

续。建立健全失业保险基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监管机

制，向社会公示享受政策的单位、额度等情况，加强监督检查和

专项审计，对违规使用、骗取套取资金的要依法依规严惩，涉嫌

犯罪的及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三）加强组织领导。实施稳岗扩岗专项支持计划是当前稳

就业、促就业、防失业的重要抓手，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

政部门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要制定实施方案，结合本地区就

业工作需要，细化实化稳岗返还、以工代训政策，合理确定政策

享受对象，明确操作流程和补贴标准。要依托现有信息系统，将

以工代训政策实施情况纳入技能提升行动统计范围，按月上报政

策落实情况。要强化宣传引导，充分运用各类媒体，及时向社会

宣传专项支持计划政策举措、进展成效。专项支持计划实施情况

将作为本年度稳就业工作相关督查、技能提升行动落实情况考核

的重要内容。

各地实施专项支持计划的有关情况及工作中发现的困难问

题，要及时报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 政 部

２０２０年５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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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国务院扶贫办
关于进一步用好公益性岗位发挥

就业保障作用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３８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财政厅 （局）、自然资源厅 （局）、交通运输厅 （局）、

水利 （水务）厅 （局）、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扶贫办 （局）：

就业事关基本民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为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

业决策部署，进一步用好各类公益性岗位，充分发挥就业保障作

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各地要高度重视公益性岗位有关工

作，将其作为当前今后一段时期稳定和扩大就业的重要举措，摆

在更加突出位置。压实工作责任，加强资金保障，推动政策落

实，强化日常调度与集中督查。统筹各方资源，形成工作合力，

加强部门间协同配合，切实发挥公益性岗位 “兜底线、救急难”

作用。

二、做好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就

业形势变化，动态调整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标准，及时将受疫情影

响失业人员、残疾人员、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等各类就业困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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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纳入援助对象范围。推动就业困难人员认定与失业登记协同办

理，便捷受理申请，同步开展认定，主动提供援助服务，做到应

认尽认、应帮尽帮。

三、多渠道开展就业援助。根据就业援助对象特点和需求，

设计服务路径和援助举措，实施分类帮扶。针对性开展职业技能

培训，积极推荐企业吸纳，帮助灵活就业，扶持自主创业，落实

好税费减免、社会保险补贴、职业培训补贴等政策。对仍然难以

通过市场渠道实现就业的，通过公益性岗位予以安置。

四、聚焦城乡公共服务短板把握开发领域。围绕疫情防控等

重大突发事件，开发防疫消杀、医护辅助、物资配送、道路管

制、卡点值守等应急管理服务岗位。满足城乡基层公共服务需

求，开发保洁、保绿、公共设施维护、便民服务、妇幼保健、托

老托幼助残、乡村快递收发等便民服务类岗位。弥补 “三农”

领域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整治和生态治理不足，开发农村公

路建设与管护、村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管护、水利工程及水利

设施建设与管护、河湖巡查与管护、垃圾污水处理、厕所粪污无

害化处理、河塘清淤整治、造林绿化等岗位。加强与各类公共服

务管理主管部门的沟通联系，掌握相关领域招人用人需求，拓展

岗位开发范围。

五、合理利用临时性城镇公益性岗位。２０２０年新开发的城
镇公益性岗位以短期性、临时性岗位为主，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合理安置人员。临时性公益性岗位在岗时间不超过６个月，探索
实施项目制管理，适当采取非全日制等方式。根据实际工作时间

等因素合理确定岗位补贴，全日制岗位补贴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

资标准，非全日制岗位补贴不超过当地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社会

保险补贴根据参加社会保险情况按规定发放。

六、协同协力用好乡村公益性岗位助力脱贫攻坚。加强乡村

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部门间的协同配合，定期开展信息共享，汇

聚各类岗位合力，助力脱贫攻坚。充分考虑当地收入水平和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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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内容，合理确定岗位待遇水平。指导乡镇、村结合实际开展

岗位招聘，将岗位更多用于安置无法外出、无业可扶、无力脱贫

的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通过现有资金渠道，加大对现有各类乡

村公益性岗位的支持力度，并结合实际实行动态调整。

七、公开公平公正开展岗位招聘。公开发布岗位招聘信息，

在网络或街道 （乡镇）、社区 （村）公告栏发布张贴招聘公告，

注明岗位职责、招聘要求、薪酬待遇、劳动时长、在岗时间等信

息。规范开展人员招用，组织好上岗资格认定、人岗匹配和拟招

用人员公示等工作，接受社会各方监督。优化服务方式，搭建信

息发布平台，开设招聘服务专区，为公益性岗位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求职招聘服务。

八、强化岗位规范化管理。严格开展安置人员身份核实认

定，确保依法依规安置符合条件人员，强化相关补贴资金监管。

加强在岗人员履职情况监管，定期开展考核评价，重点考核工作

成效、遵守规章制度和工作纪律情况。及时纠正查处安置不符合

条件人员、优亲厚友、轮流坐庄、资金补贴一发了之、变相发钱

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避免一村多岗、一人多岗等岗位设置过多

过滥等现象。强化实名制动态管理，建立省级公益性岗位数据

库，做好各类公益性岗位统计分析，按季度报送有关情况。

九、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围绕稳定和扩大就业工作目标，

立足职责、密切合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扶贫部门加强

各类公益性岗位统计分析，摸清就业困难人员、建档立卡贫困劳

动力等困难群体就业状况和就业需求，会同财政部门做好就业相

关资金补助公益性岗位相关政策制定。扶贫部门加大光伏收益、

扶贫专项资金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力度，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自然资源部门、交通运输部门、水利部门、林业草原部门

做好各类乡村公益性岗位的统筹利用。交通运输部门做好护路员

岗位的开发管理，协同做好岗位招聘与安置人员统计分析。水利

部门做好水利工程建设与管护岗位管理，协同做好岗位招聘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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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人员统计分析。各地财政部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自

然资源部门、交通运输部门、水利部门、林业草原部门、扶贫部

门做好各类公益性岗位资金支出使用情况的监管检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 政 部

自 然 资 源 部

交 通 运 输 部

水 利 部

国 家 林 业 草 原 局

国 务 院 扶 贫 办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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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进一步做好

就业扶贫工作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４８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财政厅 （局）、扶贫办 （局）：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增加就业是最有效最直接的脱贫方

式。去年全国有２７２９万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在外务工，这些家
庭三分之二左右的收入来自外出务工。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

胜、全面收官之年，做好就业扶贫工作尤为重要。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当前仍有一些贫困劳动力尚未外出，一些贫困劳动力在

外务工不稳定，就业增收压力加大。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应对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决策部

署，进一步做好就业扶贫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目标任务。围绕贫困劳动力出得去、稳得住、留得

下，多措并举、精准施策，帮助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贫困劳

动力外出务工，帮助已外出贫困劳动力稳定务工，力争今年外出

务工规模不降低、有提高，最大限度防止和减少外出务工贫困劳

动力返乡回流，努力稳定贫困群众就业增收渠道。

二、压实工作责任。强化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

的工作机制，层层压实输出地和输入地主体责任。输出地负责摸

清本地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做好组织发动、劳务输出。输

入地负责畅通贫困劳动力流入渠道，帮助贫困劳动力稳在企业、

稳在当地。东部地区要扩大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覆盖面，将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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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务工的贫困劳动力全部作为工作对象、纳入服务范围。

三、全面摸排底数。要依托全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名制数

据库，摸查贫困劳动力务工情况。输入地要将在当地务工的贫困

劳动力实名制数据，与本地就业失业、用工备案、社保缴纳等数

据比对，列出贫困劳动力就业人员清单、失业人员清单，包括务

工单位、参保信息等情况。输出地要对照去年外出务工贫困劳动

力名单，摸排今年已就业和未外出、有意愿外出人员情况，列出

本地贫困劳动力就业人员清单、有意愿外出务工人员清单，做到

人员底数清、劳动能力清、就业状态清、外出意愿清。输出地人

社部门要配合扶贫部门从源头抓好贫困劳动力数据摸排采集工

作，统一口径、共同确认，确保数据准确。

四、优先组织外出。要抓住全国复工复产进度加快的有利时

机，加强贫困劳动力就业岗位信息的归集发布，加强输出地和输

入地劳务对接。输出地要充分发挥行政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

作用，广泛动员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劳务经

纪人，加快组织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外出务工规模低于去年的

省份，要建立工作调度机制，及时解决劳务输出中遇到的问题，

扩大输出规模。输入地要在做好东西部劳务协作、对口支援的同

时，主动与输出省份加强劳务对接，常态化提供就业岗位，协助

开展有组织劳务输出。对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的企业，符合条件

的按规定给予以工代训职业培训补贴，有条件的地区可给予一次

性吸纳就业补贴。疫情防控期间，对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规模大

的企业，可通过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给予一次性奖励。对开展有组

织劳务输出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经纪

人，按规定给予就业创业服务补助。对通过有组织劳务输出到户

籍所在县以外就业的贫困劳动力，按规定给予一次性求职创业补

贴，对疫情防控期间外出务工的贫困劳动力按规定给予交通费

补助。

五、全力稳在企业。对贫困劳动力所在企业，建立定期联系

专人帮扶机制，加强用工指导、政策宣介，及时排忧解难，落实

各项援企稳岗、减税降费优惠政策。对生产经营遇到困难、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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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裁员的企业，提前介入指导，同等条件下优先留用贫困劳动

力；对不裁贫困劳动力的，优先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困难企

业培训补贴政策，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六、尽力稳在当地。对不得不裁减贫困劳动力的企业，指导

企业妥善处理与贫困劳动力的劳动关系，依法支付工资报酬和经

济补偿，做好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对贫困劳动力与用人单位

发生劳动争议的，启动劳动争议仲裁绿色通道，做到快立、快

审、快结。对参加失业保险的贫困劳动力，及时按规定落实失业

保险待遇。对未参加失业保险的符合条件对象，协调当地民政部

门按规定及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保障失业期间基本

生活。加强就业帮扶，将就业转失业的贫困劳动力纳入当地就业

困难人员范围，及时提供职业介绍、岗位推荐等服务，落实企业

吸纳、灵活就业、自主创业、公益性岗位安置等扶持政策，优先

帮助尽快转岗就业。

七、拓宽就地就近就业渠道。要充分尊重贫困劳动力意愿，

将返乡留乡贫困劳动力作为重点帮扶对象，通过发展农业生产、

组织参加工程项目建设、推动扶贫龙头企业和扶贫车间复工达

产、培树发展劳务品牌、培育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等方式，多

渠道安排返乡留乡贫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结合实际加大乡村

公益性岗位开发力度，加强规范管理，防止变相发钱、福利化倾

向。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收益８０％用于设置扶贫公益性岗位。
八、始终聚焦重点。要把５２个未摘帽贫困县、“三区三州”

等深度贫困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大型安置区以及湖北省的贫困劳

动力作为重点对象，优先组织输出、优先稳岗转岗、优先托底安

置、优先实施救助。充分发挥东西部劳务协作、对口支援、省内

协作机制，加大劳务协作、项目建设等各类资源的倾斜支持，实

施一对一帮扶，定向投放岗位，开展点对点劳务输出。２０２０年
各地对口支援资金、就业补助资金分配要向以上重点地区倾斜。

２０２０年对 “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５２个未摘帽贫困县参
加失业保险且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将稳岗返还标准由企业及其

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６０％最高提至１００％，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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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将吸纳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就业并签订劳动合同的事业单位

纳入稳岗返还和技能提升补贴政策范围。

九、强化考核评估。贫困劳动力就业情况将作为年度脱贫攻

坚成效考核的重要内容，考核参照指标为去年贫困劳动力外出务

工数据，东部地区今年吸纳中西部地区贫困劳动力务工总数不少

于去年，中西部地区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总数不少于去年。

十、加强组织领导。要把就业扶贫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

要内容、稳就业的重要举措，高度重视，倾力作为，确保完成目

标任务。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统筹使

用就业补助资金、符合条件的相关扶贫资金和地方财政安排的援

助资金保障落实，促进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要持续抓好作风建

设，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防止数字脱贫弄虚作假。

附件：（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 政 部

国 务 院 扶 贫 办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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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民政部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
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５３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组织部、文明

办，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民政厅 （局）、教育厅

（教委、教育局）、财政厅 （局）、卫生健康委：

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支持城乡社区

积极为高校毕业生提供职业平台，既是扩大高校毕业生就业空

间、助力成长成才的重要渠道，也是助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建设的有效举措。为推动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提升

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水平互促共进，现就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

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通知如下。

一、鼓励高校毕业生围绕社区服务需求就业创业。各地要精

准对接居民需求，通过落实税费减免、场地支持、政府购买服务

等政策，支持城乡社区服务机构 （含社区服务类企业、社会组织

等）发展，创造更多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对社区服务类企

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或组织见习的，按规定落实吸纳就业补

贴、就业见习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政策。对社区服务类社会组

织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或组织见习的，按规定享受吸纳就业扶持

政策。支持高校毕业生积极投身城乡社区服务领域创业，按规定

落实税费减免、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政策。鼓励城乡社区

综合服务设施为高校毕业生创业提供免费场地支持。对高校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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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到城乡社区服务领域灵活就业的，按规定落实社会保险补贴等

政策。

二、加快城乡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各

地要大力推进城乡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建设，把社区 （村）党

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成员以及其他社区 （村）专职工作

人员纳入城乡社区工作者队伍统筹管理，建立健全培养、评价、

选拔、使用、激励机制，引导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人才向城乡社区

治理和服务领域流动。城乡社区工作者队伍出现空缺岗位要优先

招用高校毕业生，或拿出一定数量岗位专门招用高校毕业生 （含

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

三、加强社区治理和服务能力建设开发更多就业岗位。各地

要聚焦全面提升社区治理和服务精准化、精细化水平，着力补齐

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中暴露出的社区工作力量短板。对人员缺

口，可通过招用高校毕业生加以补充。要加强对新招用高校毕业

生的培养使用，将其优先安排在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专长的社区工

作岗位，更好组织社区居民开展自治活动，更好协助做好与社区

居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卫生健康、教育事

业、社会服务、住房保障、文化体育、公共安全、公共法律服

务、调解仲裁等服务提供工作。

四、加强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联动机制建设创造更多

就业机会。各地要完善政府购买社区服务政策措施，推进由 “养

人”到 “办事”的转变，重点围绕纠纷调解、健康养老、儿童

福利、教育培训、公益慈善、防灾减灾、文体娱乐、邻里互助、

居民融入及农村生产技术服务等领域，培育发展各类城乡社区社

会组织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通过服务供给增加带动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进一步支持各地探索整合利用现有资源推进乡镇社会

工作站建设，积极打造一批基层社会服务平台，鼓励社会工作服

务机构和乡镇社会工作站优先招用使用高校毕业生，面向城乡社

区提供专业社会工作服务。

五、强化高校毕业生社区就业服务和职业培训。各级公共就

业人才服务机构要与城乡社区组织、社区服务机构建立联系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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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及时收集社区服务领域招聘信息，依托官网官微、报刊电

视、市场服务机构网站等渠道广泛发布，并通过高校校园网、手

机短信息等方式向高校毕业生精准推送。针对城乡社区用人单位

需求和高校毕业生专业特点，搭建人力资源供需对接平台，组织

社区用人单位积极参加小型化、特色化专场招聘，多方式提供就

业创业服务。各地可结合实际需要，对高校毕业生从事城乡社区

服务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重点围绕 “互联网 ＋”健
康、养老、托育、家政等领域组织专项培训，有针对性地提升技

术技能水平。

六、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观念引导。各地教育部门和高

校要加强对在校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高校毕

业生将职业选择融入国家发展和社会建设，树立科学的就业观和

成才观。积极组织在校大学生到城乡社区开展实习实践、志愿服

务、社会公益等活动，激发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的热

情。引导在校大学生学习社区工作知识，增强服务群众的工作方

法和本领，做好勇于投身城乡社区一线锻炼锤炼、成长成才的职

业准备。各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要加强就业创业政策宣传，

打包政策服务清单进学校、进社区，帮助高校毕业生和城乡社区

用人单位充分了解和享受政策。

七、关心城乡社区就业创业高校毕业生成长发展。各地要将

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的高校毕业生纳入当地人才政策扶持范围，

对符合条件的提供住房、医疗、落户等支持。对到城乡社区就业

创业的党员高校毕业生，各级党委和基层党组织应加强教育管理

和激励关怀，对非党员的优秀人才要加强政治引领和政治吸引。

进一步强化基层和实践导向，加大从优秀城乡社区工作者中招录

（聘）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特别是街道 （乡镇）干部力

度。加强舆论宣传引导，发掘一批扎根城乡社区、建功立业的优

秀高校毕业生典型，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八、健全组织领导和工作推进机制。各地要坚持把高校毕业

生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将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

创业纳入当地就业、人才和城乡社区治理工作总体安排，建立由

·７０２·



组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民政、文明、教育、财政、卫生健康

等部门各司其职、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压实责任，抓好实施。

结合实际细化实化政策措施，明确工作任务和要求，发挥各方职

能优势，充分调动市场力量，多措并举支持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

区就业创业。将高校毕业生在城乡社区就业创业情况纳入文明城

市 （区）、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测评体系。

各地要将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工作进

展和岗位落实情况，于年底前分别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

政部。

中 共 中 央 组 织 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民 政 部

中 央 文 明 办

教 育 部

财 政 部

国 家 卫 生 健 康 委

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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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开展
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促就业

行动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５８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

人力资源服务业是促进劳动者就业和职业发展、服务用人单

位管理开发人力资源的专门行业。服务稳就业促就业、优化人力

资源流动配置，是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职责所在。为深入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就业保就业工作决策部署，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决定开展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促就业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化社会

化就业和促就业举措要应出尽出的有关要求，聚焦疫情防控常态

化条件下促就业工作的现实需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

职能优势和专业优势，创新方式，精准施策，为促进稳就业保就

业、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有力的人力资源服务支撑。

二、行动内容

（一）开展联合招聘服务。充分发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作

用，通过线上线下结合、跨区域协同、各类机构联动等方式，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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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动，联合招聘，激发促就业的倍增效应。鼓励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拓展各类线上求职招聘服务模式，打造更优、更便捷的线上

招聘服务平台，满足各类求职者就业择业需求。各地要严格按照

属地党委、政府统一部署，在充分做好防疫措施的情况下，指导

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逐步开展日常招聘服务和小型化、灵活

性现场招聘活动，安全有序开展线下招聘活动。

（二）开展重点行业企业就业服务。组织推动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聚焦承担重大工程项目、重要医用物资生产、公共事业运

行、群众生活必需等涉及国计民生和产业发展的重点行业企业，

提供用工招聘、人才寻访、劳务派遣、员工培训、人力资源服务

外包等急需必需服务。引导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受疫情影响严

重、存在较大经营困难的行业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提供劳

动用工管理、薪酬管理、社保代理、发展规划等实用型服务。鼓

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广泛参与政府部门、社

会组织开展的各类援企稳岗活动。

（三）开展重点群体就业服务。支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通

过组织进校园开展专场招聘、进乡村摸清实际需求、进企业实施

精准对接等方式，有效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

业。引导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广泛面向困难企业职工、城乡未继续

升学初高中毕业生、城镇登记失业人员、退役军人、农村转移就

业劳动者、贫困劳动力及就业困难人员等，开发创新服务产品和

服务模式，有针对性地开展精准招聘、创业扶持、技能培训等多

样化人力资源服务。指导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不得将被用工单位退

回的被派遣劳动者简单推向社会，通过积极对接其他企业劳务派

遣用工需求，尽快实现重新派遣。要鼓励有条件的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尤其是国有、骨干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主动参与实施困难

人员就业援助等有关工作，积极提供免费服务。

（四）开展促进灵活就业服务。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进一

步拓展和优化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等业务，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

务水平。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各类企业，特别是餐饮、快

递、家政、制造业等用工密集型企业，提供招聘、培训、人事代

·０１２·



理等精细化服务。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建立用工余缺调剂平

台，为阶段性缺工企业提供供需对接服务。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搭建线上线下信息服务平台，广泛发布短工、零工、兼职及自

由职业等各类需求信息，支持劳动者灵活就业。

（五）开展就业创业指导服务。支持各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

园和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紧密结合市场需求，优化就业创业

培训项目、产品，提供各类实用型就业创业指导服务。引导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对有创业意愿的劳动者，提供职业规划、创业指

导、招聘用工、经营管理、投融资对接等一体化服务，通过服务

创业有效带动促进就业。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及产业园区，结

合当地产业布局和发展实际，组织开展相关行业的创业创新大

赛、成果展示交流等活动，邀请投融资机构、天使投资人、创业

导师考察对接，为创业创新项目成果的转化孵化，提供广阔

平台。

（六）开展优质培训服务。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大力开展

线上培训，针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就业创业、技能提升等培训

需求，积极开发和升级在线学习、直播课堂等服务项目，提供各

类实用性强的线上线下培训服务。支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联合技

工院校、职业培训机构和企业，积极开发优化技能培训项目，按

规定参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稳岗扩岗、以训稳岗、重点群体专

项培训等工作。

（七）开展劳务协作服务。依托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机

制，建立完善人力资源市场供需信息连通联动机制，搭建供需对

接交流平台，及时互通信息，畅通跨地区劳务协作渠道。充分发

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市场化力量的专业化、灵活性优势，积极

组织开展跨地区劳务对接活动，努力扩大劳务输出规模，提高劳

务组织化水平，积极促进劳动力转移就业、人力资源有序流动。

（八）开展就业扶贫服务。聚焦贫困地区特别是 “三区三

州”、５２个未摘帽贫困县人力资源市场建设，深入开展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助力脱贫攻坚行动，加强贫困地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与

发达地区的对口交流合作，支持鼓励东部省份引导人力资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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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到贫困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形成常态化就业扶贫合作机制。

加大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市场建设力度，不断提升东西部交流协

作、市场援助项目对促进就业扶贫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注重发挥

示范引导作用，有效调动各方积极性、内动力，形成推动人力资

源市场建设、带动助力就业扶贫的整体合力。

（九）开展供求信息监测服务。指导鼓励人力资源市场和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依托招聘信息和数据库，采取设点监测、线上调

研、数据对比等方式，开展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监测。指导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通过发布监测信息、开展预测分析、编制需求目录等

方法，及时掌握不同地区、重点行业的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

为研判就业形势、完善就业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十）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区促就业综合服务。人力资

源服务产业园要把为促就业提供综合性服务作为重大任务，深入

开展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促就业服务行动，精心打造和持

续优化线上线下协同的统一活动平台。各国家级产业园要聚焦疫

情防控常态化要求，在开展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专场招聘

活动基础上，进一步统筹开展综合性就业服务活动，为劳动者和

用人单位提供求职招聘、管理咨询、人力资源服务外包、人才测

评、专业培训、事务代理等一揽子、一站式服务。各地人力资源

服务产业园要积极发挥园区产业集聚、服务齐全、功能完备的独

特优势，组织园区内外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协同开展促就业综合服

务活动，精准对接供需，提供优质服务。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发挥市场促就业作用的重要

指示精神，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精细的作风，进一步推动人

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工作。要结合当地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实

际，统筹推进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稳就业相关行动，增强促进就业

尤其是重点群体、重点行业就业的针对性、实效性。要强化责任

落实，专题研究部署，定期推动落实，加强督促指导。

（二）加大支持力度。要注重激发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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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感和积极性主动性，切实加大支持力度，对发挥促就业作用

突出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要制定落实减免场地租金、给予奖励

补贴、确定诚信服务机构、入选行业骨干企业等政策措施。对提

供求职招聘、保障用工、劳务对接等相关服务的机构，要根据有

关规定落实就业创业服务补助政策；对符合职业技能培训相关条

件的，应按规定纳入补贴类培训范围；大力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

购买人力资源服务，研究明确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录，健全完善

有关政策制度。指导支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尤其是中小微企

业，充分享受减税降费、贷款补贴等相关扶持政策。

（三）形成工作合力。要结合当地实际，尽快制定完善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促就业行动实施方案，进一步强化工作措施，加大

工作调度，加强分工合作，坚持同向发力。要指导行业协会充分

发挥在推动行业促就业中的引领示范、协调自律作用，与人力资

源服务产业园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统一行动，形成合力。要健

全工作机制，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确保各项行动措施落细

落实。

（四）注重宣传引导。要建立正面激励机制，及时总结人力

资源服务业促就业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注重发现活动中涌现出

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及从业人员先进典型事例，通过多种形式、

各类渠道进行宣传推广，并予以奖励激励，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各地在推动工作中的典型做法和成效，请及时报送我部。

联系单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４２０８２４７／０１０－８４２０８２４４（传）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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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中国残联
关于开展２０２１年就业援助月

专项活动的通知
人社部函 〔２０２０〕１３０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残联：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定于２０２１年元旦、春节期间在全
国组织开展就业援助月专项活动，集中帮助困难群众就业创业，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现就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活动主题

就业帮扶 真情相助

二、活动时间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１月３１日
三、服务对象

（一）符合认定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

（二）残疾登记失业人员；

（三）重大改革产生的脱贫人口、长江禁捕退捕渔民等重点

就业帮扶对象。

四、活动目标

帮助服务对象了解就业援助政策措施，使服务对象都能掌握

申领政策服务的具体流程和操作方法，有就业需求的都能得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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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援助服务，符合条件的都能享受就业援助政策，促进未就业的

服务对象就业，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让服务对象感受到党

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

五、活动内容

（一）建立帮扶清单。各地要对照各类服务对象实名制数据

库和帮扶台账，通过数据比对、联系核实等方式，将其中尚未就

业，以及灵活就业但收入较低、就业不稳定的人员作为本次活动

重点服务对象，建立帮扶清单。详细了解掌握其基本信息和就业

信息，做到基本情况清、就业需求清、技能水平清、就业意向

清，为精准帮扶提供支撑。

（二）广泛收集岗位。各地要深入辖区内各类用人单位，广

泛收集符合困难群众需求特点的岗位，建立岗位信息库，为实施

就业援助做好准备。依托社区开发收集一批便民商业、物业管理

等社区服务岗位，方便困难群众就近就业。动员辖区内经营业绩

好、社会责任感强的企业拿出一批有保障、无年龄限制、无技能

要求、无学历门槛的岗位，拓展困难群众就业渠道。准备一批保

洁保绿、基层协管等公益性岗位，对难以通过市场渠道实现就业

的困难群众予以托底安置。

（三）实施精准服务。各地要针对困难群众特点，围绕困难

群众不同需求，精准施策。对就业意愿不足的，开展１次政策宣
讲、１次职业指导，帮助提振信心，合理规划求职方向。对技能
不足的，提供至少１个培训项目。对有就业意愿的，对照帮扶清
单和岗位信息库，提供至少３个适合的岗位。对符合条件的困难
群众及用人单位，落实就业援助各项补贴政策，鼓励困难群众灵

活就业、自主创业，鼓励用人单位更多吸纳困难群众就业。

（四）举办专场招聘。各地要在活动期间组织开展面向困难

群众的系列专场招聘活动，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加强与经营性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合作，提前制定公布全省招聘活动计划安

排。举办覆盖城乡、深入社区的现场招聘会，分类设置招聘专

区，要求入场用人单位发布适合困难群众的招聘信息。举办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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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的线上招聘会，开展远程招聘，靶向推送岗位信息，促进人

岗精准匹配。

（五）开展走访慰问。各地要对照帮扶清单，面向服务对象

普遍开展走访慰问。发出一封慰问信，送上节日问候，详细介绍

本次活动的主要内容、活动安排、参与方式。开展一轮入户走

访，了解困难群众生活情况和就业情况，对有就业需求的，现场

开展送岗位、送政策、送服务，帮助解决就业中遇到的困难

问题。

（六）聚焦重点群体。各地要聚焦特定群体，实施特色帮

扶，落实特殊要求。对零就业家庭开展 “清零”行动，确保活

动期间每个家庭中至少１人实现就业。对残疾登记失业人员开展
“一对一”就业帮扶，帮助一批残疾人就业创业。对脱贫人口严

格落实 “四个不摘”要求，稳定就业帮扶政策措施，稳定现有

就业规模。对长江禁捕退捕渔民切实提高帮扶措施的针对性、精

准性，确保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退捕渔民就业帮扶到位，及

时更新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实名制动态帮扶系统。

六、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各地要高度重视２０２１年就业援助月专项活
动，把活动作为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重要举

措，作为 “两节”期间为困难群众送温暖的重要工作，带着对

困难群众的深厚感情开展工作，将党和政府对困难群众的关心落

到实处。

（二）精心组织。各地要成立领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明

确职责分工，确定专人负责，确保活动顺利开展。活动期间，要

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合理安排线上线下招聘活动、服务活动，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安全生产等要求，消除隐患，防范

风险。

（三）广泛宣传。各地要在２０２１年１月上旬组织适当形式的
活动启动仪式，组织媒体跟进报道，提高活动知晓度，扩大活动

影响力。要及时汇总活动有关情况，即时报送现场图片、影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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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新闻线索，便于有关部门及时宣传。请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日
前报送活动启动和活动安排情况，２月５日前报送活动总结和统
计表。

附件：（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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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　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有关

就业工作的通知
人社部明电 〔２０２０〕２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教育厅 （教委）、财政厅 （局）、交通运输厅 （局）、卫

生健康委：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和

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

关键期，即将迎来农民工等人员返岗复工和高校毕业生求职高

峰，做好疫情防控和就业工作责任重大。为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

署，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有力确保重点企业用工。对保障疫情防控、公共事业运

行、群众生活必需及其他涉及重要国计民生企业、重大工程，指

定专人对接，优先发布用工信息，通过本地挖潜、余缺调剂、组

织见习、协调实习生等，满足企业阶段性用工需求。对当地难以

满足的，在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协助企业定向跨区域招

聘。对具有一定规模的，通过联防联控机制协调交通运输部门制

定运送方案，有条件的可组织集中运送直达目的地。对春节期间

（截至２０２０年２月９日）开工生产、配送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的企
业，符合条件的可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对提供职业介绍的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按规定给予就业创业服务补助。

·８１２·



二、做好返岗复工企业和劳动者的疫情防控。根据春节假期

调整和防控疫情安排，抓紧摸清辖区内企业、工程项目开复工时

间，在人社部门官网、官微开设专区发布。督促用人单位通过电

话、短信、微信等方式，向员工通报开复工时间。加强输入地、

输出地信息对接，依托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劳务站等向辖区

内劳动者推送开复工时间。针对农民工等人员流动特点，编制发

布预防手册，指导劳动者做好居家隔离和返岗务工的相关防护。

针对企业行业不同特点特别是劳动密集程度，指导其做好卫生防

疫、检测仪器及药品配置等工作，改善劳动者生产生活条件。

三、关心关爱重点地区劳动者。对滞留在疫情严重地区的劳

动者，通过发送慰问短信、公告、慰问信等形式，关心其健康和

生活情况，妥善做好安抚和疏导。对已离开湖北返乡的劳动者，

指导其主动居家隔离。对暂时难以外出且有就业意愿的农民工，

开发一批就地就近就业岗位，有创业意愿的同等享受当地创业扶

持政策，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确有困难的可按规定通过公益性

岗位托底安置。疫情防控期间，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受疫情影响

失业的参保人员，可通过失业保险基金，按照不高于当地失业保

险金标准发放失业补助金，具体办法报请省级人民政府确定。失

业保险金和失业补助金不得同时发放。生活确实困难的，可按规

定申请临时救助。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和用人单位不得发布拒绝招录疫情严重地区劳动者的招聘信息。

各类用人单位不得以来自疫情严重地区为由拒绝招用相关人员。

对因疫情导致劳动者暂不能返岗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不得解除

劳动合同或退回劳务派遣用工。

四、支持中小微企业稳定就业。加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力

度，将中小微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裁员率标准由不高于上

年度统筹地区城镇登记失业率，放宽到不高于上年度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控制目标，对参保职工３０人 （含）以下的企业，裁员

率放宽至不超过企业职工总数２０％。同时，湖北等重点地区可
结合实际情况将所有受疫情影响企业的稳岗返还政策裁员率标准

放宽至上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具体实施办法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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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省级人民政府确定。支持企业开展在岗培训，受疫情影响的企

业在确保防疫安全情况下，在停工期、恢复期组织职工参加线下

或线上职业培训的，可按规定纳入补贴类培训范围。统筹使用工

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用于支持符合条件的受疫情影响

企业稳定岗位、保障基本生活等支出。发挥创业担保贷款作用，

对已发放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的，可向贷款银行申请展期还款，展期期限原则上不超过１年，
财政部门继续给予贴息支持。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

个人和小微企业，申请贷款时予以优先支持。加大创业载体奖补

力度，支持创业孵化园区、示范基地降低或减免创业者场地租金

等费用。

五、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举措。暂停各类高校毕业生就业现

场招聘活动，充分利用国家、地方、高校毕业生就业网开展就业

服务，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共享发布机制。鼓励高校和用人

单位利用互联网进行供需对接，实行网上面试、网上签约、网上

报到，引导用人单位适当延长招聘时间、推迟体检时间、推迟签

约录取。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要延长报到接收时间，可通过信

函、传真、网络等方式为高校毕业生办理就业协议签订、就业报

到手续。视情调整２０２０年度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招聘、基层服
务项目招募笔试面试时间，笔试已经结束的推迟面试时间，调整

后的时间要及时告知考生并向社会公告。加强求职心理疏导，组

织有经验的职业指导师、心理咨询师和高校心理学教师，推出一

批在线咨询指导课，开通心理热线。

六、推广优化线上招聘服务。暂停举办现场招聘和跨地区劳

务协作。组织各级各类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加大线上招聘力度，推行视频招聘、远程面试，动态发布岗位

信息，加快向中国公共招聘网 （
!""#$%% &'()*'!+,,)-'.)/0

）归集共

享，实施 “就业服务不打烊、网上招聘不停歇”的线上春风行

动。根据当地疫情状况和党委政府部署，确定并公告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和窗口开放时间，引导就业政策、就业服务尽可能网上

办、自助办，切实加快审核进度，有序疏导现场流量，及时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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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保持通风，配备体温检测设施，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上述有关补贴类政策执行期限为疫情防控期间。各地要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应对疫情的重大决策部署，压实责任、主动作为、加强协调，积

极回应群众关切，科学研判当前市场供求，引导用人单位和重点

群体有序招聘求职，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 育 部

财 政 部

交 通 运 输 部

国 家 卫 生 健 康 委

２０２０年２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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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铁路集团关于做好农民工
返岗复工“点对点”服务
保障工作的通知
人社部明电 〔２０２０〕４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公安厅 （局）、交通运输厅 （局、委）、卫生健康委，各

铁路局集团公司：

为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切实加强

疫情科学防控、有序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决策部署，对于已

有工作岗位和新确定工作岗位拟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组织开展对

用工集中地区和集中企业 “点对点”的农民工专车 （专列）运

输服务，保障成规模、成批次外出的农民工安全有序返岗复工，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摸清出行需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交通运输部门通过

电视广播、官方网站、微信、就业信息平台、交通运输出行平台

等渠道，广泛宣传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服务保障的信息，

开通线上线下报名渠道。县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全面摸排

有意愿外出农民工的信息，鼓励已确定工作岗位的农民工积极报

名，汇集农民工出行人数、时间、地点、用人单位等信息，动员

时间段相近、务工目的地相近的农民工集中时间出行，就省内就

业、跨省出行、集中地区、集中企业等进行分类，并逐级上报至

·２２２·



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形成外出农民工基础数据备核。

二、开展行前服务。县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有出行需

求的农民工人员名单、集中返岗出行时间、地点等相关信息提供

给交通运输部门和卫生健康部门。交通运输部门根据农民工集中

返岗需求，制定专门包车运输方案，为目的地集中、具有一定规

模的农民工提供 “点对点”直达服务。对省际客运需求及时报

省级交通运输部门统筹做好省际间协调和沟通。卫生健康部门要

指导做好农民工的防疫健康教育和行前体温检测工作，发现异常

情况及时报告处置。充分利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同行密接自查服

务、中国政府网新冠肺炎患者同乘接触者查询系统，加强排查识

别，阻断风险人员外出。对于跨省外出农民工，省级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要指导输出地县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行前主动

与输入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接出行人数、到达时间和地

点、用人单位等信息，输入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与用人单

位确认相关信息，对接当地有关部门，做好人员接收准备。

三、组织返岗运输。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制定运输方案时要优

先保障成规模、成批次、目的地集中的农民工出行，提前集中登

记信息，按照 “一车一方案”的原则，开展 “点对点”直达运

输。督促指导农民工返岗包车运营单位按照 《交通运输部关于全

力做好农民工返岗运输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 （交运明电

〔２０２０〕５６号）要求，全面做好运输组织、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
施和乘客信息登记、转交工作，确保运输过程安全、顺畅、有

序。积极争取农民工输入、输出地方政府加大农民工返岗包车的

支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者补贴部分包车费用的形式，降低农

民工出行成本。鼓励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引导有条件的用工企业

主动承担农民工返岗包车费用。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与铁

路运输部门根据农民工返岗需求，开行火车专列或安排外出农民

工包车厢运输，交通运输部门组织做好道路客运班线和城市公交

等与铁路班次运力的衔接，打通农民工返岗 “最先和最后一公

里”。各地公安部门要加大在火车站、汽车站等重点部位的巡逻

防控，做好 “点对点”包车的道路通行保障和交通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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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突发事件及时进行处置。

四、做好抵达地交接。接收地各相关部门要在当地人民政府

的统一领导下，做好专车抵达后的交接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要及时对接有关企业组织接收农民工入厂。企业要为返岗复

工农民工建立个人健康档案，随访健康状况，做到全覆盖，确保

达到防疫要求、体温测量正常后方可上岗。对于行前１４天内和
在途没有相关症状的，要尽快复工。对于出现发热、乏力、咳嗽

等不适症状的，应立即进行隔离观察，及时送诊排查。

五、加强上岗防护保障。在地方人民政府及疫情防控领导小

组领导下，各有关部门要指导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

任，完善相应设施设备，提供卫生和隔离观察场所，开展环境卫

生整治和重点场所消毒，开展员工健康状况监测，为职工配发口

罩等防护用品，确保疫情防控措施落实落地，坚决防止因复工造

成聚集感染。

六、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的决策部署，把引导农民工安全有序返岗作为做好复工复产

的重点工作任务，实现防疫防控与稳定农民工就业两不误。各地

要在疫情防控领导小组领导下，建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牵

头，公安、交通运输、卫生健康等部门和铁路集团公司参加的农

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服务协作机制，明确工作责任，加强

沟通衔接，加大信息共享力度，形成工作合力，确保输出有组

织、健康有检测、承运有防护、到达有交接、全程可追溯。要加

大对农民工返岗复工有序出行专项行动典型经验和做法的宣传推

广力度，广泛动员和鼓励社会力量为农民工返岗复工做好疫情防

控提供帮助，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公 安 部

交 通 运 输 部

国 家 卫 生 健 康 委

国 家 铁 路 集 团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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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做好失业登记工作
强化失业人员就业服务的通知

人社厅发 〔２０２０〕３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

失业登记是政府掌握劳动者就业失业状况的重要手段，是为

失业人员提供就业服务，落实就业创业政策的基础工作。为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就业的决策部署，落实 《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意见》（国发 〔２０１９〕２８号）要求，切实做
好失业登记工作，强化失业人员就业服务，现就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明确失业登记对象

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有就业要求、处于无业状态的城

乡劳动者，可在户籍地或常住地办理失业登记。本通知所指劳动

年龄为年满１６周岁 （含）至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在内

地 （大陆）就业后失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居

民中的中国公民和台湾地区居民 （以下简称港澳台居民）可参

照执行。

二、拓宽失业登记办理渠道

各地要采用线下渠道与线上渠道相结合的方式受理劳动者失

业登记申请。线下渠道包括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综合性服务场

所和街道 （乡镇）、社区 （村）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 （以下统

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以及受县级以上人社部门委托承担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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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失业登记工作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线上渠道包括各地

对外办理失业登记服务的网站、手机客户端、微信等应用平台，

以及我部依托全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 （以下简称人

社政务服务平台）开设的失业登记全国统一服务入口。尚未开通

失业登记线上受理渠道的地区，要于２０２０年６月底前开通。
三、规范失业登记受理审核

劳动者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填写 《失业人员登记表》（表

样见附件１），提供个人基本信息和失业原因，并由本人对填写
信息真实性作出书面承诺。其中，内地 （大陆）居民的有效身

份证件指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港澳台居民的有效

身份证件指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或社会保障卡、港澳居民来往内地

通行证。

各地可采取劳动者书面承诺的方式，在７个工作日内办结失
业登记，以适当方式主动反馈办理结果。必要时可对劳动者个人

身份信息、失业状态等进行审核。其中，个人身份信息可通过与

社会保障卡持卡人员基础信息库比对核实；失业状况可通过与社

会保险参保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系统比对核实。有条件的地

区，可进一步通过公安、民政、工商等部门数据进行比对核实。

无法通过上述途径核查的，可采取工作人员调查方式予以核实。

四、强化登记失业人员服务

各地要打通服务链条，优化服务流程，为登记失业人员提供

一站式服务。要主动联系登记失业人员，在 《失业人员登记表》

记录信息基础上，为其提供分级分类服务，并全程记录提供服

务、落实政策情况。具体服务包括 （但不限于）下列事项：

（一）摸清登记失业人员基本信息，详细了解失业原因、技

能水平、就业意愿，介绍后续就业服务、失业登记注销条件等

信息。

（二）介绍政策法规咨询、职业介绍、职业指导等基本公共

就业服务事项，提供政策清单、服务清单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清

单。政策清单应包括政策名称、享受对象、政策内容、申请条

件、受理机构等。服务清单应包括服务项目、服务对象、服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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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清单应包括机构名称、办公地址、联系

电话、经办项目等。

（三）对有培训就业意愿的登记失业人员，推介就业创业政

策和职业培训项目，开展求职技巧指导，精准匹配岗位信息并回

访求职结果。

（四）对有创业意愿的登记失业人员，提供创业培训 （实

训）、开业指导、融资服务、政策落实等服务；对符合创业担保

贷款条件的，协助办理贷款申请。

（五）对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登记失业人员，实施优先

扶持和重点帮助，指定专人负责，制定个性化就业援助计划，明

确服务项目和步骤，开展心理疏导，组织参加职业培训，跟踪解

决就业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对其中通过市场渠道难以实现就业

创业且符合相关条件的，可通过公益性岗位予以优先安置。

（六）对符合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条件的，在主动介绍相关政

策内容的基础上，同步受理政策申请。

（七）对符合失业保险金申领条件的，一并办理失业登记和

失业保险金发放。对直接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失业保险金申

领业务的失业人员，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一并办理失业登记和失

业保险金申领业务。

五、加强定期联系和动态管理

各地要做好登记失业人员日常服务，实时录入服务情况及结

果，帮助其尽快就业创业或参加到就业准备活动中。同时，鼓励

登记失业人员主动报告求职经历和就业状态，及时更新相关信

息。要建立定期联系制度，通过信息比对或工作人员实地走访、

电话调查等方式，每月至少进行１次跟踪调查，了解劳动者就业
失业情况。对提供虚假信息骗取失业保险待遇、就业创业扶持政

策的，纳入人社信用体系。

各地要加强失业登记动态管理，对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

者，注销其失业登记，并以适当方式予以告知 （移居境外、被判

刑收监执行、死亡及无法取得联系的除外）：

（一）超出登记年龄：已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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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处于就业状态：被各类用人单位录用或招聘的；从事

个体经营、创办企业或民办非企业的；已从事有稳定收入的劳

动，并且月收入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三）终止就业要求：入学、应征服兵役、移居境外的；完

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被判刑收监执行的；死亡的；无正当理由连

续３次拒绝接受公共就业服务的；连续６个月无法取得联系的。
（四）各地确定的其他情形。

六、强化失业登记信息统计监测

各地要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系统建设，健全失业登记服务

管理功能，推进社会保障卡在就业领域的应用，为失业登记服务

全程信息化提供支撑。要按照就业统计制度规定，将常住地为城

镇的登记失业人员 （包括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其他非本地户籍人

员）纳入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统计范围，并加强信息系统数据与统

计报表数据的一致性校验，逐步实现登记失业人员数据从信息系

统中直接生成。要按照全国就业信息监测制度要求，按期报送全

部失业登记信息，并对辖区内各地市数据上报情况和数据质量进

行通报，加强和改进相关工作。

七、做好与失业登记全国统一服务入口的对接

各地要按照 《全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失业登记

服务对接方案》（附件３），做好本地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系统与失
业登记全国统一服务入口的对接，于２０２０年６月底前完成联调
测试工作。自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起，失业登记全国统一服务入口
将受理劳动者失业登记申请，并按照登记失业地将劳动者申请转

交各地办理。各地要及时办理转办事项，并将审核结果信息 （包

括依托本地服务平台受理的失业登记）实时同步至人社政务服务

平台，方便劳动者在线查询相关信息。各地要全面梳理本地区公

共就业服务机构清单 （附件４），在人社政务服务平台发布并进
行动态管理，供劳动者查询失业登记办理情况，咨询相关政策

服务。

八、加强组织保障

失业登记是做好稳就业工作的重要措施，关系到广大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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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切身利益。各地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实施，明确责任单位和

负责人，落实各项工作要求，不得以人户分离、户籍不在本地等

为由不予受理。要着力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人社部门内部业务

协同机制，逐步打通与工商、公安、民政等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

渠道，实现共享数据信息、互认证明材料。要加大对劳动者的政

策服务宣传力度，公开线下服务机构和线上服务途径以及失业登

记流程等信息，做好与１２３３３等咨询服务渠道的衔接，让符合条
件的劳动者及时得到政府政策服务帮扶。我部将适时通报各地与

人社政务服务平台对接滞后、服务响应逾期、反馈数据不准及更

新不及时等情况，并将失业登记服务情况纳入就业工作考核，与

资金分配挂钩，并作为评优评先的依据。

请各省 （区、市）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０日前将责任单位和联系
方式及本地公共就业信息系统部署层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信息

清单报我部就业促进司。已开通线上失业登记服务的地方，将服

务网址、系统名称、办理流程等信息一并报送。各地的好做法、

好经验，要及时总结推广，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报

告部就业促进司。

附件：

１失业人员登记表
２失业登记工作流程图
３全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失业登记服务对接

方案

４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清单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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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失业人员登记表
个人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学历 健康状况 失业时间 年　月
证件类型 证件号

户籍地址 省 （区／市） 市 （州） 县 （区） （详细地址）

常住地址 省 （区／市） 市 （州） 县 （区） （详细地址）

职业 （工种）资格及

等级或专业技术职务

名称及级别

１
２
３

联系方式
手机 固定电话

电子邮件 其他

登记失业地 □户籍地址　□常住地址

失
业
原
因

□年满１６周岁，从各类学校毕
业、肄业

□被企业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
□企业破产倒闭终止劳动关系
□从机关事业单位被辞退解聘
□从各类单位辞职
□私营企业、民办非企业业主
停业、破产

□终止从事个体工商户

□承包土地被征用等情况
□从事一定收入的劳动，但月
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

□退出公益性岗位
□军人退出现役且未纳入国家
统一安置

□刑满释放、假释、监外执行
□其他： （请填写）

是否申领失业保险金 □是　□否
求职意向 １ ２ ３
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本人承诺填报的以上内容均真实、准确、有效，如与实际情况不一
致，本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同时纳入人社信用记录。

申请人 （签字）：

年　　月　　日

　　相关说明：
１标记 “”的为必填项。
２如健康状况为残疾，需注明伤残等级。
３劳动者通过失业登记服务全国统一入口申请办理失业登记，将填写

此表。上述信息将下发至各地，由登记失业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劳动者

办理失业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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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失业登记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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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全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

失业登记服务对接方案

　　为进一步做好失业登记工作，依托全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政
务服务平台 （以下简称人社政务服务平台），实现全国失业登记

线上协作办理、顺畅衔接和 “一网通办”，切实增强劳动者就业

失业服务体验，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２０２０年６月底前，各地完成本地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系统改
造，实现与人社政务服务平台对接。自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起，依
托人社政务服务平台开通失业登记全国统一服务入口，面向劳动

者提供失业登记线上受理、失业登记审核情况查询、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信息查询等服务。

二、系统对接任务

（一）本地系统改造

各地按照失业登记线上办理服务流程和失业登记线上办理数

据指标要求 （分别参见本方案的第三、四部分相关内容），调整

本地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系统相关功能，完成线上申请下载、审

核、结果上传等功能开发。人社政务服务平台转办的失业登记申

请，以失业登记申请编号为唯一标识；本地办理的失业登记申

请，以行政区划代码、本地系统流水号为唯一标识。

（二）部端接口对接

人社政务服务平台 （网页端地址为 ｗｗｗ１２３３３ｇｏｖｃｎ，移
动端为 “掌上１２３３３”ＡＰＰ）提供 “失业登记申请信息下载”和

“失业登记审核结果上传”两个接口，将发布至部级业务协同平

台 （访问地址为业务专网 ｘｔｐｔｍｏｈｒｓｓ）。各地按照 《关于全面启

动业务协同平台和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对接实施工作的通知》（人

社网信函 〔２０１９〕２５号）有关要求，以及线上办理流程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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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要求，做好本地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系统改造，实现与人社政

务服务平台的衔接。

（三）联调测试接入

各地完成本地系统改造后，在６月底前与人社政务服务平台
开展联调测试工作，通过测试的地区，填写 《失业登记线上办理

接入申请表》 （请与部信息中心联系获取），由部端实现正式接

入，开通失业登记线上服务相关功能。

三、线上办理流程

（一）失业登记线上办理

依托人社政务服务平台，实现劳动者失业登记请求的统一受

理、分级审核和统一反馈。具体实现流程如下：

网上失业登记申请流程图

１登记申请信息
系　统：人社政务服务平台
办理方：劳动者

流　程：劳动者登录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网上办事大厅或 “掌

上１２３３３”ＡＰＰ，选择 “失业登记线上办理”功能，登记个人基

本信息和失业原因等相关信息，提交失业登记申请。

２下载申请信息
系　统：人社政务服务平台
办理方：地方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系统

流　程：地方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系统在部级业务协同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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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后，通过部级业务协同平台提供的 “失业登记申请信息下

载”接口，定期下载失业登记申请信息，同步到本地公共就业服

务信息系统。下载周期为１小时。
３审核申请信息
系　统：地方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系统
办理方：地方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经办人员

流　程：经办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对申请失业登记人员的个
人身份信息和失业状态进行核实，并在本地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系

统中录入审核结果。审核结果分为 “审核通过”、“审核不通过”

两种状态。当 “审核不通过”时，应记录不通过原因。

４审核结果上传
系　统：人社政务服务平台
办理方：地方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系统

流　程：地方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系统通过部级业务协同平台
提供的 “失业登记审核结果上传”接口，实时将审核结果 （含

未通过的原因）上传到人社政务服务平台。上传的审核结果数据

应为全口径数据，包括人社政务服务平台转办申请的审核结果，

以及在本地申请的审核结果。

（二）失业登记审核情况查询

系　统：人社政务服务平台
办理方：劳动者

流　程：劳动者通过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网上办事大厅或 “掌

上１２３３３”ＡＰＰ，选择 “失业登记审核情况查询”功能，查询审

核状态及结果。当申请提交后，其审核状态为 “待审核”；当申

请被地方下载后，其审核状态变更为 “审核中”；当地方上传审

核结果后，其审核状态变更为 “已审核”，并展示审核结果。

（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信息查询

系　统：人社政务服务平台
办理方：劳动者

流　程：通过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网上办事大厅和 “掌上

１２３３３”ＡＰＰ，向劳动者提供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信息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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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指标要求

（一）失业登记申请信息

失业登记申请信息由劳动者在人社政务服务平台提出失业登

记申请后生成，供地方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系统查询下载。

全国业务唯一标识号：失业登记申请编号。

序

号
指标名称

是否

必填

指标

编码

指标

类型

指标

长度

代码

标识
校验规则

１
失业登记申请

编号
是 ＡＤＣ２０１ Ｃ ３６

【业务】在人社政务服

务平台中开展失业登记

线上办理的唯一编号

２
登记失业地行

政区划代码
是 ＡＡＢ３０１ Ｃ ６ Ｙ

【业务】线上办理业务

已经入网地区

３申请日期 是 ＡＡＥ１２７ Ｎ ８

【数据】格式为ＹＹＹＹＭ
ＭＤＤ的有效日期
【业务】早于或等于系

统当前日期

４姓名 是 ＡＡＣ００３ Ｃ ５０
【数据】不能含有半角

或全角空格

５性别 是 ＡＡＣ００４ Ｃ １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中

６民族 是 ＡＡＣ００５ Ｃ ２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中

７政治面貌 否 ＡＡＣ０２４ Ｃ ２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中

８学历 是 ＡＡＣ０１１ Ｃ ２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中

９健康状况 是 ＡＡＣ０３３ Ｃ １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中

１０伤残等级 否 ＡＬＡ０４０ Ｃ ２ Ｙ
【业务】健康状况为残

疾的，需注明伤残等级。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中

·５３２·



序

号
指标名称

是否

必填

指标

编码

指标

类型

指标

长度

代码

标识
校验规则

１１失业时间 是 ＡＪＣ０９０ Ｎ ８

【数据】格式为ＹＹＹＹＭ
ＭＤＤ的有效日期
【业务】早于或等于系

统当前日期

１２社会保障号码 否 ＡＡＣ００２ Ｃ １８

【数据】首位不是字母

的，长度为１５或１８位
【数据】１５位公民身份
号码不能含有非数字字

符

【数据】１８位公民身份
号码前１７位不能含有非
数字字符

【数据】１８位公民身份
号码第１８位必须符合校
验规则

【数据】公民身份号码

与性别相符

１３证件类型 是 ＡＡＣ０５８ Ｃ ２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１４证件号码 是 ＡＡＣ０４４ Ｃ ２２

１５
户籍地行政区

划代码
是 ＡＡＢ２９９ Ｃ ６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１６
户籍地详细地

址
是 ＡＡＣ０１０ １５０

【数 据】填 写 省 市 县

（区）以外的详细地址

１７
常住地行政区

划代码
是 ＡＡＦ０１６ Ｃ ６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１８
常住地详细地

址
是 ＡＡＣ０４６ Ｃ １５０

【数 据】填 写 省 市 县

（区）以外的详细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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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指标名称

是否

必填

指标

编码

指标

类型

指标

长度

代码

标识
校验规则

１９
职业 （工种）

资格名称１
否 ＡＣＡ１１１ Ｃ ７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２０
职业资格等级

（技能人员等

级）１
否 ＡＡＣ０１５ Ｃ １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２１
职业 （工种）

资格名称２
否 ＡＣＡ２００ Ｃ ７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２２
职业资格等级

（技能人员等

级）２
否 ＡＣＡ２０２ Ｃ １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２３
职业 （工种）

资格名称３
否 ＡＣＡ２０１ Ｃ ７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２４
职业资格等级

（技能人员等

级）３
否 ＡＣＡ２０３ Ｃ １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２５
专业技术职务

１
否 ＡＡＣ２００ Ｃ ３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２６
专业技术职务

级别１
否 ＡＡＣ０１４ Ｃ ３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２７
专业技术职务

２
否 ＡＣＡ２０４ Ｃ ３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２８
专业技术职务

级别２
否 ＡＣＡ２０６ Ｃ ３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２９
专业技术职务

３
否 ＡＣＡ２０５ Ｃ ３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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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指标名称

是否

必填

指标

编码

指标

类型

指标

长度

代码

标识
校验规则

３０
专业技术职务

级别３
否 ＡＣＡ２０７ Ｃ ３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３１手机号码 是 ＡＡＣ０６７ Ｃ １１ 【数据】１１位数字字符

３２固定电话 否 ＡＡＥ００５ Ｃ ２０

【数据】固定电话必须

填写区号。区号、电话、

分机间通过半角字符

“－”分隔 （如 ０１０－
８８８８８８８８）。多个号码以
半角字符 “，”分隔

３３电子邮箱 否 ＡＡＥ１５９ Ｃ ５０

３４其他联系方式 否 ＡＡＥ４６１ Ｃ ５０

３５
登记失业地类

型
是 ＡＤＣ２２１ Ｃ １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３６失业登记原因 是 ＡＪＣ０９３ Ｃ ２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３７其他失业原因 否 ＡＤＣ２２０ Ｃ ２００
【业务】当失业原因为

其他时，可填写

３８求职意向 否 ＡＣＡ１１２ Ｃ ２００
【业务】可写三个意向，

中间用 “｜”隔开。

３９
其他需说明的

事项
否 ＡＡＥ８１５ Ｃ ２００

【数据】可填写其他需

要说明的事项

４０
是否申领失业

保险金
是 ＡＤＣ２２２ Ｃ １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二）失业登记申请审核结果信息

失业申请审核结果信息由各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审核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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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申请时生成，保存对个人失业申请信息的审核结果，实时上

传至人社政务服务平台，供劳动者查询。

各地业务唯一标识号：行政区划代码＋系统流水号。对于人
社政务服务平台转办的申请，失业登记申请编号必填。

序

号
指标名称

是否

必填

指标

编码

指标

类型

指标

长度

代码

标识
校验规则

１系统流水号 是 ＡＡＺ３４１ Ｃ １８

【业务】失业登记信息

在本地公共就业服务信

息系统中的申请编号

（或ＩＤ），不可重复

２
失业登记地行

政区划代码
是 ＡＡＢ３０１ Ｃ ６ Ｙ

【业务】线上办理业务

已经入网地区

３
失业登记申请

编号
否 ＡＤＣ２０１ Ｃ ３６

【业务】人社政务服务

平台下载的申请信息，

返回审核结果时，需要

将失业登记申请编号同

步返回

４申请日期 是 ＡＡＥ１２７ Ｎ ８

【数据】格式为ＹＹＹＹＭ
ＭＤＤ的有效日期
【业务】早于或等于系

统当前日期

５姓名 是 ＡＡＣ００３ Ｃ ５０
【数据】不能含有半角

或全角空格

６性别 是 ＡＡＣ００４ Ｃ １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７民族 是 ＡＡＣ００５ Ｃ ２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８政治面貌 否 ＡＡＣ０２４ Ｃ ２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９学历 是 ＡＡＣ０１１ Ｃ ２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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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指标名称

是否

必填

指标

编码

指标

类型

指标

长度

代码

标识
校验规则

１０健康状况 是 ＡＡＣ０３３ Ｃ １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１１伤残等级 否 ＡＬＡ０４０ Ｃ ２ Ｙ

【业务】健康状况为残

疾的，需注明伤残等级。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１２失业时间 是 ＡＪＣ０９０ Ｎ ８

【数 据 】 格 式 为

ＹＹＹＹＭＭ的有效日期
【业务】早于或等于系

统当前日期

１３社会保障号码 否 ＡＡＣ００２ Ｃ １８

【数据】首位不是字母

的，长度为１５或１８位
【数据】１５位公民身份
号码不能含有非数字字

符

【数据】１８位公民身份
号码前１７位不能含有非
数字字符

【数据】１８位公民身份
号码第１８位必须符合校
验规则

【数据】公民身份号码

与性别相符

１４证件类型 是 ＡＡＣ０５８ Ｃ ２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１５证件号码 是 ＡＡＣ０４４ Ｃ ２２

１６
户籍地行政区

划代码
是 ＡＡＢ２９９ Ｃ ６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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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指标名称

是否

必填

指标

编码

指标

类型

指标

长度

代码

标识
校验规则

１７
户籍地详细地

址
是 ＡＡＣ０１０ １００

【数 据】填 写 省 市 县

（区）以外的详细地址

１８
常住地行政区

划代码
是 ＡＡＦ０１６ Ｃ ６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１９
常住地详细地

址
是 ＡＡＣ０４６ Ｃ １００

【数 据】填 写 省 市 县

（区）以外的详细地址

２０
职业 （工种）

资格名称１
否 ＡＣＡ１１１ Ｃ ７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２１
职业资格等级

（技能人员等

级）１
否 ＡＡＣ０１５ Ｃ １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２２
职业 （工种）

资格名称２
否 ＡＣＡ２００ Ｃ ７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２３
职业资格等级

（技能人员等

级）２
否 ＡＣＡ２０２ Ｃ １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２４
职业 （工种）

资格名称３
否 ＡＣＡ２０１ Ｃ ７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２５
职业资格等级

（技能人员等

级）３
否 ＡＣＡ２０３ Ｃ １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２６
专业技术职务

１
否 ＡＡＣ２００ Ｃ ３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２７
专业技术职务

级别１
否 ＡＡＣ０１４ Ｃ ３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２８
专业技术职务

２
否 ＡＣＡ２０４ Ｃ ３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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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指标名称

是否

必填

指标

编码

指标

类型

指标

长度

代码

标识
校验规则

２９
专业技术职务

级别２
否 ＡＣＡ２０６ Ｃ ３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３０
专 业 技 术 职

务３
否 ＡＣＡ２０５ Ｃ ３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３１
专业技术职务

级别３
否 ＡＣＡ２０７ Ｃ ３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３２手机号码 是 ＡＡＣ０６７ Ｃ １１ 【数据】１１位数字字符

３３固定电话 否 ＡＡＥ００５ Ｃ ４０

【数据】固定电话必须

填写区号。区号、电话、

分机间通过半角字符

“－”分隔 （如 ０１０－
８８８８８８８８）。多个号码以
半角字符 “，”分隔

３４电子邮箱 否 ＡＡＥ１５９ Ｃ ５０

３５其他联系方式 否 ＡＡＥ４６１ Ｃ ５０

３６
登记失业地类

型
是 ＡＤＣ２２１ Ｃ １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３７失业登记原因 是 ＡＪＣ０９３ Ｃ ２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３８其他失业原因 否 ＡＤＣ２２０ Ｃ ２００
【业务】当失业原因为

其他时，可填写

３９求职意向 否 ＡＣＡ１１２ Ｃ ２００ 【业务】可写三个意向

４０
其他需说明的

事项
否 ＡＡＥ８１５ Ｃ ２００

【数据】可填写其他需

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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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指标名称

是否

必填

指标

编码

指标

类型

指标

长度

代码

标识
校验规则

４１
是否申领失业

保险金
是 ＡＤＣ２２２ Ｃ １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４２审核结果 是 ＡＡＥ５４０ Ｃ １ Ｙ
【数据】必须在代码表

中

４３
审核不通过原

因
否 ＡＡＥ３６０ Ｃ １００

【业务】当审核结果为

“审核不通过”时必填

４４经办人 是 ＡＡＥ０１１ Ｃ ２０
【数据】不能含有半角

或全角空格

４５经办日期 是 ＡＡＥ０３６ Ｄ

【数据】格式为ＹＹＹＹＭ
ＭＤＤ的有效日期
【业务】早于或等于系

统当前日期

４６备注 否 ＡＡＥ０１３ Ｃ １００

（三）代码定义

１行政区划代码 ＡＡＢ３０１、ＡＡＢ２９９、ＡＡＦ０１６
参照ＧＢ／Ｔ２２６０—２００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并按照 《关于做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信息系统行政区划代码变更

管理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函 〔２０１１〕５８１号）文件要求统一扩
充，具体代码参见ｗｗｗｍｏｒｈｓｓｇｏｖｃｎ的金保工程下载专区。
２性别 ＡＡＣ００４
采用ＧＢ／Ｔ２２６１１－２００３《个人基本信息分类》第１部分：

人的性别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１ 男性 ９ 未说明的性别

２ 女性

３民族 ＡＡＣ００５
采用ＧＢ／Ｔ３３０４－１９９１《中国各民族名称的罗马字母拼写法

和代码》，并增加其他人员分类 （代码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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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政治面貌 ＡＡＣ０２４
采用ＧＢ／Ｔ４７６２－１９８４政治面貌代码。
５学历 ＡＡＣ０１１
参照ＧＢ／Ｔ４６５８－２００６《学历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１０ 研究生及以上 ４４ 职业高中

１１ 博士研究生 ４７ 技工学校

１４ 硕士研究生 ６０ 普通高中

２０ 大学本科 ７０ 初中及以下

３０ 大学专科 ７１ 初级中学

４０ 中专技校 ８１ 小学

４１ 中等专科 ９０ 其他

６健康状况 ＡＡＣ０３３
参照ＧＢ／Ｔ２２６１３－２００３《健康状况》
７残疾等级 ＡＬＡ０４０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０１ 伤残一级 ０７ 伤残七级

０２ 伤残二级 ０８ 伤残八级

０３ 伤残三级 ０９ 伤残九级

０４ 伤残四级 １０ 伤残十级

０５ 伤残五级 １１ 未达等级

０６ 伤残六级

８证件类型 ＡＡＣ０５８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０１ 居民身份证 （户口簿） ０４ 社会保障卡

０２ 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 ０５ 其他身份证件

０３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９职业 （工种）资格名称 ＡＣＡ１１１、ＡＣＡ２００、ＡＣＡ２０１
参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２０１５版）修订。
１０职业资格等级 （技能人员等级）ＡＡＣ０１５、ＡＣＡ２０２、

ＡＣＡ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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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ＧＢ／Ｔ１４９４６－２００２《全国干部、人事管理信息系统指
标体系分类与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１ 职业资格一级 （高级技师） ４ 职业资格四级 （中级）

２ 职业资格二级 （技师） ５ 职业资格五级 （初级）

３ 职业资格三级 （高级）

１１专业技术职务 ＡＡＣ０１４、ＡＣＡ２０４、ＡＣＡ２０５
采用ＧＢ／Ｔ８５６１－２００１《专业技术职务代码》。
１２专业技术职务级别ＡＡＣ２００、ＡＣＡ２０６、ＡＣＡ２０７
采用ＧＢ／Ｔ１２４０７－２００８职务级别代码中的专业技术职务级

别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４１０ 高级 ４３０ 初级

４１１ 正高级 ４３４ 助理级

４１２ 副高级 ４３５ 员级

４２０ 中级 ４９９ 未定职级

１３登记失业地类型 ＡＤＣ２２１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１ 户籍地址 ２ 常驻地址

１４失业登记原因 ＡＪＣ０９３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１０
年满 １６周岁，从各类学校
毕业、肄业

３２
私营企业业主停业、破产

停止经营

２０
从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等

各类用人单位失业

３３ 退出灵活就业

２１ 被企业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 ４０ 退出公益性岗位

２２ 企业破产倒闭终止劳动关系 ５０ 符合当地规定条件，承包

土地被征用等情况 （含转

产渔民和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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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２３ 从机关事业单位被辞退解聘 ６０ 军人退出现役且未纳入国

家统一安置

２４ 从各类单位辞职
７０

刑满释放、假释、监外执

行

３１ 退出个体经营 ９０ 其他

１５是否申领失业保险金 ＡＤＣ２２２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１ 是 ２ 否

１６审核结果ＡＡＥ５４０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１ 审核通过 ２ 审核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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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清单

序号 行政区划 机构名称 办公地址 联系电话 经办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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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就业岗位信息归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

人社厅发 〔２０２０〕４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就业的决策部署，落实 《国务

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意见》（国发 〔２０１９〕２８号）要
求，进一步畅通用人单位招聘用工和劳动者求职就业的信息对接

渠道，促进人力资源市场供需匹配，现就做好就业岗位信息归集

和服务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大就业岗位信息归集力度

各地要加强对辖区内企业的招聘用工服务，通过窗口经办、

上门服务、电话沟通、网络登记等多种渠道，定期了解企业用工

情况和招聘计划，及时采集招聘岗位信息。要建立政府投资开发

岗位信息对接机制，归集同级政府投资项目产生的岗位信息、各

方面开发的公益性岗位信息，系统梳理政府购买基层公共管理和

社会服务开发就业岗位、国有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央和地方

各类基层项目等信息，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网站公开发布。

要加强与工会、工商联、企业联合会等社会团体和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的合作，拓展岗位信息获取路径和渠道。

二、加强就业岗位信息动态管理

各地要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用工指导，帮助用人单位根据市场

供求状况科学制定和调整招聘计划，合理确定招聘条件，做好岗

位需求特征描述等基础工作，提高招聘针对性。要规范岗位信息

采集要求，加强信息审核，确保用人单位信息、招聘岗位基本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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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薪酬待遇等关键信息的真实、完整，防止虚假信息和设置性

别、民族等歧视性内容。要健全就业岗位信息动态更新机制，跟

踪用人单位招聘进度和劳动者求职应聘情况，及时剔除过期或失

效信息，补充新归集的就业岗位信息。

三、拓宽就业岗位信息发布渠道

各地采集和归集的就业岗位信息要实现线下、线上同步发

布。要在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场所和街道 （乡

镇）、社区 （村）基层服务平台实时发布。要根据不同群体的特

点，依托服务大厅显示屏、电视、广播、社区宣传栏、海报等传

统媒体发布岗位信息，并拓展手机ＡＰＰ、微信、微博等新兴媒体
发布渠道，为劳动者获取信息提供便利。要通过定期或不定期专

场招聘会、专项公共就业服务等活动载体发布。要建立健全就业

岗位信息公开发布平台，市级以上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人才交流

服务机构要在２０２０年３月底前实现就业岗位信息在线发布，并
向省级集中；要加快省级就业岗位信息发布平台 （以下简称省级

平台）的建设和应用，２０２０年６月底前实现省内信息归集、发
布，并向国家级集中。

我部将依托中国公共招聘网健全就业岗位信息的部级发布平

台 （以下简称部级平台），以省为单位加强联网实施和信息上报

工作，实现全国就业岗位信息归集、发布。已建成省级平台并实

现与中国公共招聘网联网的省份，按照原有渠道上报数据。未建

成省级平台或尚未与中国公共招聘网联网的省份，部级平台将提

供互联网接口或专网接口方式，实现就业岗位信息汇聚，具体要

求详见 《中国公共招聘网数据归集方案》（附件１）。各地可根据
本地就业岗位信息汇集存储的情况，确定上传方式，于２０２０年６
月前完成省级平台与部级平台的对接以及数据上报。

四、加强就业岗位信息服务应用

各地要为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提供精准岗

位信息推送服务。要根据岗位特点，组织开展行业性、专业性、

针对性招聘活动。对受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重大政策调整和

自然灾害影响，存在高失业风险的地区、行业和劳动者群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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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专项帮扶，集中投放就业岗位信息。有条件的地区可根据本地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人力资源结构特点，组织辖区内岗位余缺调

剂和省际间人力资源合作，推动形成区域性和省际间劳务协作工

作机制。各地要密切关注就业岗位数量和结构变化，结合市场供求

状况分析和失业动态监测情况，多维度开展重点区域、重点行业、

重点企业岗位需求信息监测，为分析研判就业形势提供数据支持。

五、强化工作基础保障

各地要统筹加大对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和街道 （乡镇）、社区

（村）基层服务平台服务场所、服务设施设备等投入力度，合理

配备服务人员，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提升工作人员信息归集和

服务能力。要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和应用，健全就业岗位信息发

布机制，推进数据向上集中。要积极协调发展改革、财政等部

门，多渠道争取资金，提升服务保障能力。要运用好就业补助资

金，支持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络系统建设及维护、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开展招聘活动，加大对基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承担免费公共

就业服务的补助，及向社会购买基本就业创业服务成果。

六、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要高度重视就业岗位信息归集和发布工作，将其作为稳定

和扩大就业的重要措施，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统筹做好本地区工作。要树立底线思维，稳妥防范和应对部分行业、

企业可能出现的突发性失业风险和集中性规模裁员，实现对就业岗

位信息的实时掌握和统筹应用。我部将定期对各地进行工作调度和

情况通报，并将通报结果纳入就业工作表扬激励的评价因素。工

作开展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及时沟通报告。

附件：

１中国公共招聘网数据归集方案 （略）

２责任单位和联系人信息表 （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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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民政部办公厅
关于加大湖北地区和湖北籍
劳动者就业支持力度的通知

人社厅发 〔２０２０〕４６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财政厅 （局）、民政厅 （局）：

当前，各地在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有序推进

复工复产。与此同时，湖北地区及湖北籍劳动者就业方面还存在

一些困难障碍。为切实加大对湖北地区和湖北籍劳动者就业支持

力度，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努力保持就业大局稳定，现就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开展劳务协作专项对接。东部地区要及时掌握本地区企

业用工需求和湖北员工返岗情况，主动与湖北地区做好信息对

接。湖北地区要结合各地提供的人员信息和本地摸排情况，与输

入地做好对接方案，对有外出意愿且外出时间、地点相对集中的

劳动者，提供 “点对点、一站式”直送服务，优先运送有外出就

业意愿的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对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经营性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用人单位及劳务经纪人组织湖北地区和湖北籍

劳动者开展跨区域有组织劳务输出的，给予就业创业服务补助。

二、鼓励企业吸纳湖北籍劳动者。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在全

国 “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中设立湖北专场，归集发布

湖北地区企业招聘信息。广东、浙江、江苏等用工大省要开展专

场招聘活动，动员本地企业更多招用湖北籍劳动者，特别是湖北

籍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对企业新招用湖北籍劳动者，签订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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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有条件的地方可给予一次性

吸纳就业补贴。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整合企业招聘和用工信

息，筛选一批就业岗位，开辟湖北地区和湖北籍劳动者线上招聘

绿色通道。

三、鼓励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加大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支

持力度，进一步扩大政策覆盖群体，适当降低政策门槛，允许合

理展期，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办理效率，降低和取消反担保要求。

对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且所创办企业或个体工商

户自工商登记之日起正常运营６个月以上的湖北籍创业人员，有条
件的地方可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政府主办或投资的创业孵化基

地等创业载体，可拿出一定场地，为湖北籍创业者提供一定期限

的免费支持。鼓励湖北籍创业人员创办城乡社区服务类机构或企

业，有条件的城乡社区可为其提供场地等方面支持。鼓励平台企

业，通过优先录入平台、初期现金激励、开展技能培训等帮扶措

施，支持湖北地区和湖北籍劳动者依托平台就业。对平台就业人员

购置生产经营必需工具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的，提供绿色通道办理。

四、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支持。对湖北高校及生源地为湖北

的２０２０届高校毕业生，由高校所在地发放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
加快审核发放进度。２０２０年 “三支一扶”计划中央财政补助名

额向湖北倾斜。今明两年湖北省各类事业单位空缺岗位主要用于

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可以面向本省高校毕业生或本省户籍高校

毕业生开展专项招聘。各地组织社区服务人员招聘时，可将相关

名额向湖北高校和湖北籍高校毕业生倾斜。

五、及时提供就业援助。湖北地区和湖北籍失业人员，可在

常住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失业登记，享受当地就业创业服务

和政策扶持。对其中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要及时纳入就业

援助范围。对通过市场渠道确实难以就业的，按规定通过公益性

岗位托底安置。各地民政部门要对求助的符合条件湖北籍困难群

众提供救助帮扶，对其中有就业意愿和能力且符合当地疫情联防

联控机制复工条件的，转介引导到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及时向其提供岗位信息等免费公共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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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各地要加强心理疏导和社会工作服务，引导社会消除对治

愈出院患者的排斥，及时为有求职意愿的治愈出院患者提供就业

服务。落实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对湖北地区和湖北籍

残疾人就业的帮扶力度。

六、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对符合条件的湖北地区和湖北

籍失业人员，及时发放失业保险金。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

就业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１年的人员，可继续发放失业保险
金直至法定退休年龄。对湖北地区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

的失业人员、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按照

不高于当地失业保险金８０％的标准，发放６个月失业补助金。对
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家庭，及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对

符合临时救助条件的，给予临时救助。对符合残疾人生活补贴和

护理补贴条件的，及时足额发放补贴。

七、规范招聘行为。各类用人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拟

定招聘计划、发布招聘信息、招用人员过程中，不得限制、禁止

湖北籍务工人员应聘或提高录用标准。要快速受理、及时处置针

对湖北籍劳动者就业歧视的举报投诉。对企业、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发布招聘信息中含有不招用、限制招用湖北籍劳动者等歧视性

内容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违法情节严重

的依法处理。

八、加强组织实施。各地要结合实际情况，主动出谋划策，

加强信息对接，帮助解决湖北地区和湖北籍劳动者就业面临的实

际困难和具体问题。中央财政２０２０年加大对湖北省就业补助资金
转移支付力度，各地财政部门要切实加强就业创业政策经费保障。

上述面向湖北地区和湖北籍劳动者的专项补贴政策，受理期

限截止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有关工作情况请及时报告。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财 政 部 办 公 厅

民 政 部 办 公 厅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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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２０２０年
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

实施工作的通知
人社厅发 〔２０２０〕５７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财政厅 （局）：

为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引

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意见》和 《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国办发

〔２０２０〕６号，以下简称国办发６号文件），更好发挥高校毕业生
基层服务项目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和鼓励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

工作，按照 《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关

于实施第三轮高校毕业生 “三支一扶”计划的通知》（人社部发

〔２０１６〕４１号）安排，２０２０年全国拟选拔招募３２万名高校毕业
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 （水利）、支医、扶贫等相关领域服

务。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紧贴基层需求，科学编制招募计划

聚焦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重大决策部

署，中央财政补助名额进一步向贫困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

和边疆地区倾斜，对 “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实行招募计

划单列，５２个未脱贫县招募需求全部纳入中央财政补助名额，
加大对湖北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省份支持力度，扩大支医服务岗

位招募规模。各地要在 《２０２０年 “三支一扶”计划名额分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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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基础上，结合基层实际情况，按照国办发６号文件关于扩大
“三支一扶”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招募规模的要求，科学编制年

度招募计划，对深度贫困县等脱贫攻坚任务重的地区要增加招募

计划，提高扶贫服务人员招募比例；对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基础相

对薄弱地区，加大支医服务人员选派力度；对招人难、留人难的

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提高本地户籍高校毕业生招募比例；优先

招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零就业家庭的高校毕业生。

二、根据疫情防控情况，稳妥安排招募工作

各地要根据本地疫情防控情况，稳慎安排今年 “三支一扶”

人员招募工作。及时向社会公布招募工作安排，利用多种渠道开

展招募宣传，广泛发动应届高校毕业生报名。严格规范招募流

程，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采取统一发布公告、统一报名、

统一命题、统一公示等方式，保障考试公平。参照当地公务员考

录、事业单位招聘等有关做法，安全稳妥组织好集中笔试工作。

要积极完成中央下达的招募计划，未完成招募的将按照中央财政

补助名额调剂制度向其他省份进行调剂，招募计划完成情况将作

为来年计划分配重要参考。

三、强化培养使用，充分发挥应有作用

各地要完善 “三支一扶”人员管理制度，积极推行 “一帮

一”“传帮带”制度，指导基层服务单位为每一名 “三支一扶”

人员明确指导老师，积极推选 “三支一扶”人员兼任基层服务

单位团委副书记、基层供销社主任助理等，加强培养锻炼。加强

对 “三支一扶”人员工作考核，注重日常表现考核和工作实绩

考核，强化约束监督。要认真组织实施 “三支一扶”人员能力

提升专项计划，多层次开展岗前、在岗和离岗培训，进一步健全

贯穿全服务周期的教育培训制度，提升 “三支一扶”人员综合

素质和专业水平。中央财政支持的专项培训项目另行下达。要会

同教育、水利、农业农村、卫生健康、扶贫等行业主管部门将

“三支一扶”人员纳入行业人才培训对象范围，加强专业技术和

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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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落实待遇保障，加强关心爱护
各地要切实加强对疫情防控一线 “三支一扶”人员的关心

关爱，符合一线医务人员条件的可按现行政策规定享受临时性工

作补助。要按规定按月足额发放 “三支一扶”人员工作生活补

贴，全面落实社会保险、一次性安家费等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

方为 “三支一扶”人员办理补充医疗保险、重大疾病、人身意

外伤害等商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建立年度考核奖励机制。指

导和协调基层服务单位结合实际安排好 “三支一扶”人员食宿、

交通、休假等基本工作生活条件，解决后顾之忧。尤其要关心在

艰苦边远地区扶贫一线服务的 “三支一扶”人员，加强人文关

怀和健康安全保障措施。要多渠道、多形式搭建 “三支一扶”

人员交流平台，组织开展节日慰问座谈，激发他们投身基层干事

创业热情。

五、强化期满服务，推动期满人员扎根基层成长成才

各地要以鼓励 “三支一扶”人员留在基层为重点，完善

“三支一扶”人员期满流动政策，畅通流动渠道，加强流动服

务。积极落实从服务期满考核合格 “三支一扶”人员中定向招

录公务员、专项招聘事业单位人员相关政策。参加 “三支一扶”

计划前无工作经历的人员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的，在２年内参加
机关事业单位考录 （招聘）、各类企业吸纳就业、自主创业、落

户、升学等方面可同等享受应届高校毕业生的相关政策。要通过

举办专场招聘活动等方式向各类用人单位积极推荐服务期满人

员，扶持有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的服务期满人员在基层创新创

业，落实考研加分等政策，促进服务期满 “三支一扶”人员有

序流动、多渠道发展。及时将留在基层继续工作的 “三支一扶”

人员纳入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重点跟踪培养，构建短期与

长期相结合、服务与工作相配套的引导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

作体系。

六、加强宣传引导，弘扬担当奉献的正能量

各地要按规定对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担当作为、做出贡献的

“三支一扶”人员给予表彰奖励。落实 《中共中央宣传部 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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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开展 “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学习宣传活动

的通知》（人社部发 〔２０１９〕１３９号）精神，通过开展 “三个１”
活动，即现场或在线聆听１场先进事迹报告会、学习１本先进事
迹读本、撰写分享１篇学习心得，组织 “三支一扶”人员深入学

习 “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先进事迹和宝贵精神，增强他们扎

根基层、服务基层、奉献基层的信心和决心。要大力选树宣传

“三支一扶”人员优秀典型，及时发现思想进步、敬业奉献、业

绩突出、善于创新的基层 “三支一扶”人员，加强对他们先进

事迹的宣传报道。持续开展主题突出、形式多样的宣传报道活

动，广泛宣传 “三支一扶”计划的重要意义、实施成效，提升

“三支一扶”计划社会影响力和美誉度。

七、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

各地要高度重视 “三支一扶”工作，将其作为引导高校毕

业生到基层工作、推进基层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抓手，健全完善

工作机制，强化部门沟通协调，指定专人负责，务求工作取得实

效。除特殊省份外，原则上各地要在８月底前完成人员招募工
作，９月底前新招募人员上岗到位。要依托全国高校毕业生 “三

支一扶”工作管理信息系统，认真及时做好信息采集、数据报

送、进度管理、统计分析等工作，切实提高数据质量。省级财政

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按规定严格管理使用中央财政补

助资金，在９月１５日前按照中央下达的招募计划完成情况向财
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提出预算申请。要积极做好第三轮

“三支一扶”计划总结评估工作，全面总结计划实施成效，深入

分析面临的形势和问题，研究提出今后一个时期 “三支一扶”

工作思路，为推动 “三支一扶”工作创新发展奠定基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财 政 部 办 公 厅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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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人力资源市场

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人社厅明电 〔２０２０〕８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重要指示精

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有效减少人员聚集，保障劳

动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人力资源市场

管理工作，促进就业和人力资源有序流动配置，现就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暂停现场招聘会等活动。暂停各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近

期举办的现场招聘会、跨地区劳务协作、人力资源培训、供需对

接会等聚集性活动。推迟或取消举办现场招聘会等活动的，要提

前发布或公告相关信息。相关活动的恢复时间，由各地根据疫情

缓解情况相应安排。

二、强化网络招聘等线上服务。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要创新服

务方式，充分运用 “互联网 ＋”、云平台等，针对高校毕业生、
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加大对疫情防控物资生产等企业招用工支持

力度，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网络发布岗位供求信息，采取电

子邮件、传真、视频等形式开展远程笔试面试和人力资源培训等

非现场服务。要畅通沟通渠道，设置服务热线，开通企业微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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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服务，保障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

三、合理安排现场服务。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要科学安排业务

流程，优化服务程序，精简办理材料，减少非必须的现场服务。

要加强服务场所卫生安全，把服务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场所作为

重点区域，严格落实消毒、清洁等疫情防控要求，保持服务场所

良好通风，做好疫情预防和控制工作。

四、做好人力资源服务许可备案等工作。各地要按照 《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的通知》（人社部明电 〔２０２０〕１号）关于窗口服务单位
疫情防控工作有关要求，做好人力资源服务许可备案工作。根据

疫情防控情况，可适当延长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年度报告公示和年

度人力资源市场统计时限。

五、做好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服务工作。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

理服务机构要大力推行不见面服务，引导存档人员通过网上办、

邮寄办、咨询办等方式，减少出行办事。对确需现场办理的业务

实行预约办理，分时段分流办事群众，尽可能减少群众办理等候

时间。

六、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监测。各地要依托公共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和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密切结合疫情影响和防控情

况，做好辖区内人力资源市场供求信息的统计分析，及时掌握、

积极监测市场供求变动状况，为受疫情防控影响的劳动者提供市

场信息，确保就业大局稳定和人才有序流动配置。

七、加大人力资源市场监管力度。各地要加大市场监管力

度，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对为疫情防控一线企业、单位提供

优质服务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可优先考虑纳入诚信示范典型，

加大表彰、宣传和扶持力度。要依法严厉打击哄抬服务价格、就

业歧视、发布虚假就业信息等违法违规行为，将失信机构纳入

“黑名单”，发挥 “黑名单”约束惩戒作用。

各地要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作为当前人力资

源市场管理的重要工作，认真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做到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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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服务两不误。工作中的重要情况和典型做法，请及时报告

我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

联系人：宋克难，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４２０７２４５、０１０８４２０８２４４
（传真）。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２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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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农民工返岗复工“点对点”出行线上

服务工作的通知
人社厅明电 〔２０２０〕１４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

为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和复产复工决

策部署，落实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卫

生健康委 国家铁路集团关于做好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服

务保障工作的通知》（人社部明电 〔２０２０〕４号）要求，提高农
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服务保障工作效率，保障成规模、成

批次外出的农民工安全有序返岗复工，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启用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服务系统。我部于

２０２０年３月５日开通全国统一的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服

务系统。该系统支持农民工通过电子社保卡、小程序等方式，在

线填报出行需求信息；支持农民工出行健康信息核验；支持各级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分类提取农民工出行需求信息。各地在开

展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服务保障工作时，要积极通过该

系统采集农民工返岗复工出行需求信息，开展各项服务。对于已

经开通线上信息采集系统的地区，已有信息采集指标或调整后信

息采集指标能够满足部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服务系统采

集需求的，可继续使用原本地系统。对于未开通线上信息采集系

统的，原则上要求使用全国统一的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

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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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出行需求信息运用。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

指定专人负责，通过我部网址 （
!""#$%%1-21)*'!+,,)-'.)/0

），查询

下载农民工填报的出行需求信息。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接

收下载的人员信息已经系统比对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风险数

据，其中健康状况均为 “未见异常”。各地要按照出行时间相

近、务工目的地相近、是否已有工作岗位等条件做好数据分类应

用，及时联系农民工本人和企业，做好组织出行。对于系统中的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服务保障工

作中要重点帮扶。对于有意愿外出务工但无工作岗位的农民工要

加大就业服务力度。

三、做好出行服务衔接。各级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

服务协作机制联络员，负责每日汇总本地农民工 “点对点”出

行信息。输出地和输入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工作对

接，及时共享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出行需求信息，并做

好与交通运输、卫生健康、铁路集团公司等部门和单位的信息交

换与衔接。省级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服务协作机制要加

强调度和指导。

四、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运用

官方网站、官方公众号、就业信息平台等渠道，通过制发、张贴

小程序二维码等方式，广泛宣传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服

务系统，动员广大农民工通过该系统填报出行需求信息，提高

“点对点”工作服务效率。各级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服务

协作机制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推动有关成员单位加大对农

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服务系统的宣传力度。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３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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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
做好农民工返岗复工“点对点”
出行健康服务工作的通知

人社厅明电 〔２０２０〕１５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卫生健康委：

为贯彻落实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部署会议精神，按照国务院有关工作部署和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 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铁路集团关于做好农

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 （人社部明电

〔２０２０〕４号）要求，进一步做好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出

行健康服务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真开展农民工出行健康核验。各地要按照分区分级差

异化防控要求，开展农民工 “点对点”出行健康服务检查，通

过国家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和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调用全国

疫情防控风险数据服务接口，查询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疑似病

例、同乘同户同住密切接触者、过去１４天到访地区风险等级等
信息。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积极通过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服务系统、电子社保卡等渠道，引导农民工开展健康

信息核验。卫生健康部门要指导做好农民工的防疫健康教育和行

前体温检测工作，加大对地方健康码工作的指导，不断优化完善

各项管理服务措施。

二、扎实推进农民工健康信息互认。已经使用本地健康码或

·３６２·



健康证明的地区，要主动对接国家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和全国一体

化政务服务平台，积极推进省内、省际互认。已经签订省际健康

互认合作备忘录的地区要加快推进落实，并逐步扩大互认范围，

为人员跨省有序流动提供便利条件。除疫情防控重点地区、高风

险地区外，各地在组织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出行时，要

减少设置其他条件。

三、加强农民工个人信息保护。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卫生健康部门要按照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关

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通知要求，采

取科学有效的技术防护措施，加强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

出行服务中信息填报、查询、核验等环节的管理，确保农民工个

人信息安全。

四、压紧压实农民工出行健康服务工作责任。做好农民工出

行健康服务工作，是加强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服务保障、

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各级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健康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履职尽

责，加强沟通衔接，密切配合协作，切实把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

对点”出行健康服务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３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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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关于进一步
做好贫困劳动力返岗复工
“点对点”服务的通知
人社厅明电 〔２０２０〕１７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扶贫办 （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有针对性地做好贫困劳动力返岗复工 “点对点”

服务，确保贫困劳动力优先返岗复工，稳定贫困家庭收入，促进

脱贫攻坚战决战决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施有序返岗。人社部门要认真履行返岗复工 “点对

点”服务保障职能，输出地扶贫部门要向人社部门提供贫困劳动

力信息摸查成果，实现信息共享；输入地人社部门要详细了解企

业复产复工的用工需求，提供岗位；输出地、输入地要做好劳务

对接工作。采取多种途径推广使用农民工返岗复工点对点出行服

务小程序和农民工返岗复工点对点用工对接服务平台 （
!""#$%%1-21)

*'!+,,)-'.)/0

），支持企业和农民工自行填报需求，有针对性地开

展劳务输出。

二、打通 “最先一公里”。要想方设法解决贫困劳动力 “出

村难”问题，统一安排，组织专门交通工具，从各村镇等劳动力

分散的居住点接送外出务工人员到县城或火车站、机场集中，实

现从家门到贫困劳动力返岗复工 “点对点”专车、专列、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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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厂大门的无缝衔接，确保安全运送。

三、互认健康信息。要积极配合卫生健康部门做好贫困劳动

力的健康检查和新冠肺炎防疫宣传，推广使用全国一体化政务服

务平台防疫健康信息码，加强输出地与输入地健康信息的互认，

简化健康证明材料，做到既应隔尽隔、平安返岗，又不重复隔

离、增加企业和个人负担，尽可能缩短返岗复工时间。

四、保障防护物品。积极帮助复产复工企业制定和完善贫困

劳动力上岗防护措施，对企业购置防护物品确有困难的，要主动

协调做好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的保障工作，严格做好员工

吃、住、行和车间管理等环节防疫工作，增强企业防护保障能

力，确保员工安全健康的生产生活环境。

五、突出工作重点。各地要将 “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

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以及挂牌督战的５２个贫困县作为重点，
优先为贫困劳动力提供 “点对点”返岗复工服务。对贫困劳动

力通过有组织输出到户籍所在县以外就业的，给予一次性求职创

业补贴，可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适当安排财政扶贫专项资金

用于组织稳定贫困人口就业岗位。对无法外出的贫困劳动力，通

过鼓励扶贫车间等带贫主体吸纳等渠道促进其就地就近就业增

收。充分发挥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的作用，加大培训力度，提

高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能力。

六、推进部门联动。各地要清醒认识当前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形势的复杂性，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贫困劳动力返岗复工

“点对点”服务保障，积极会同公安、交通运输、卫生健康等部

门，密切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努力减轻疫情对贫困劳动力

就业增收的影响，为实现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奠定基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国 务 院 扶 贫 办 综 合 司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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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进一步做好
稳就业工作十六条措施》的通知

湘政办发 〔２０２０〕２０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十六条措

施》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８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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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进一步做好

稳就业工作十六条措施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稳就业工作的决策部署，根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

工作的意见》（国发 〔２０１９〕２８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２０〕６号）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以下政策措施。
一、全力推动安全有序复工返岗

（一）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坚持分区分级精准防控，坚决纠

正限制企业复工复产、劳动者返岗的不合理规定，取消不合理审

批。加快推动制造业、建筑业、物流业、公共服务业和农业生产

等重点行业就业，循序渐进带动其他行业就业，协调、指导、督

促其落实工作场所、食堂宿舍等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责任单

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卫生

健康委，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

（二）推进安全有序返岗。推进我省 “健康码”与其他省

（区市）互认，做好返岗复工人员健康检测、防控防护，组织

“点对点、一站式”直达输送，提升成规模集中返岗劳动者的输

送保障能力。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经纪人开展跨区域 （户

籍所在市州以外）有组织劳务输出，每成功介绍１名劳动力稳定
就业６个月以上的，给予３００元／人的就业创业服务补助，受理
截止期限为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 ３１日。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组织暂时无法外出的农民工投入种植养殖、精深加工、生态旅游

等行业。（责任单位：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农业农村厅，各市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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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人民政府）

二、支持企业稳定岗位

（三）降低企业用工成本。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工伤

保险费率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２０２１年４月３０日。加快实施阶
段性减免、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减免期间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

员的社会保险补贴期限可顺延。２０２０年６月底前，允许工程建
设项目暂缓缴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支付记录良好的企业可免

缴。落实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的定额税收减免、担保贷款及贴

息、就业补贴等政策。对企业吸纳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或中小

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就业，且签订１年以上劳动合同
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的，可给予１０００元／人的一次性吸纳就业
补贴，受理截止期限为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责任单位：省财政
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

厅、省水利厅、省税务局、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各市州、县

市区人民政府）

（四）加大稳岗返还力度。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中小微企

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标准最高可提至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缴纳

失业保险费的１００％，受理截止期限为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困难
企业稳岗返还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各地可
在不高于上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的前提下，自行确

定企业裁员率上限。企业裁员率可按上年度参保职工减少人数或

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与上年度参保职工人数比较确定，两种方式

计算出的企业裁员率只要一个低于当地确定的上限，即可申请困

难企业稳岗返还。困难企业认定部门为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财政、发展改革、税务四个部门。取消县市区、市州人民政府认

定及省级备案程序。认定困难企业时，主要审核企业净利润情

况，净利润指标需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之一：上年度１０月至本年
度６月，企业连续６个月亏损；企业上年度净利润同比下降超过
２０％，各地可根据失业保险基金结余情况适当提高该比例。困难
企业稳岗返还标准可按不超过６个月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标准
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各地用于落实当年困难企业稳岗返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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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支出原则上不超过当地上年度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与本年

度调剂金总和的３０％。（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税务局，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

（五）规范企业裁员行为。支持企业与职工集体协商，采取

协商薪酬、调整工时、轮岗轮休、在岗培训等措施，保留劳动关

系。对拟进行经济性裁员的企业，指导其依法依规制定和实施职

工安置方案，提前３０日向工会或全体职工说明相关情况，依法
依规支付经济补偿，偿还拖欠的职工工资，补缴欠缴的社会保险

费。 （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各市州、

县市区人民政府）

三、开发更多就业岗位

（六）提升高质量发展带动就业能力。通过挖掘内需、加大

投资、稳定外贸、培育壮大新动能、应用先进科技成果等，加大

财税、金融支持力度，扩大就业规模。实施重大产业就业影响评

估，优先投资就业带动能力强、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

和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产业。对部分带动就业能力强、环境影响总

体可控的民生相关行业的项目，制定实施环评审批正面清单，依

法审慎采取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等措施。加强重大项目、重大工

程、专项治理对就业影响跟踪应对，对涉及企业关停并转的，主

管部门要及时将企业信息提供给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

可能造成规模性失业的，要同步制定应对措施。（责任单位：省

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生态环境厅、省

商务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各市州、

县市区人民政府）

（七）优化自主创业环境。深化 “证照分离”改革，推进

“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简化住所 （经营场所）登记手续，申

请人提交场所合法使用证明即可登记。对带动就业能力强的创业

投资企业予以引导基金扶持、政府项目对接等政策支持。探索建

立信用乡村、信用园区、创业孵化基地推荐免担保机制，免除优

质创业项目反担保要求。结合新增建设用地计划及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优先保障返乡创业合理用地需求。政府投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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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创业载体应安排一定比例场地免费向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

重点群体提供。（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市场监管局、人民银行长沙

中心支行，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

（八）支持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抓紧清理取消限制灵活

就业的不合理规定。合理设定无固定经营场所摊贩管理模式，预

留自由市场、摊点群等经营网点。支持劳动者依托平台就业，符

合创业担保贷款条件的平台就业人员，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及贴

息。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省内城乡户

籍限制，对就业困难人员、离校２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灵活就
业后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规定给予一定的社会保险补贴。对就

业困难人员享受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政策期满仍未实现稳定就

业的，政策享受期限可延长１年，实施期限为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
至１２月３１日。（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人民银行长沙中

心支行，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

四、促进劳动者多渠道就业创业

（九）优先支持贫困劳动力就业。在县城和中心镇建设一批

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农

村人居环境改善工程，推进三个 “百千万”工程和 “六大强农”

行动，开展以工代赈工程建设，优先吸纳农村贫困劳动力和低收

入群体就业。公益性岗位优先托底安置贫困劳动力。对吸纳贫困

劳动力就业规模大的，各地可通过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给予一次性

奖励，受理截止期限为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责任单位：省发展
改革委、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农业农村厅、省

扶贫办，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

（十）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２０２０至２０２１年，各级事
业单位空缺岗位要提高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的比例；国有企业要

扩大高校毕业生招聘规模，不得将本单位实习期限作为招聘入职

的前提条件。畅通民营企业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渠道。开发城乡社

区等基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岗位。推动高校、科研院所设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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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助理或辅助人员岗位，支持短期就业。按国家要求扩大２０２０
年硕士研究生和普通高校专升本招生规模。扩大大学生应征入伍

规模，健全参军入伍激励政策，提高应届毕业生征集比例。对因

疫情影响见习暂时中断的，相应延长见习单位补贴期限。对见习

期未满与高校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的，给予见习单位剩余期限见

习补贴，受理截止期限为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对延迟离校的应
届毕业生，相应延长报到接收、档案转递、落户办理时限。离校

未就业毕业生可根据本人意愿，将户口、档案在学校保留２年或
转入生源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以应届毕业生身份参加用人

单位考试、录用，落实工作单位后参照应届毕业生办理相关手

续。根据教育部门提供的２０２０届高校毕业生入学前户籍情况，
对在本省就读的湖北籍２０２０届高校毕业生给予一次性求职创业
补贴。（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财政

厅、省民政厅、省科技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国资委、省政府征

兵办，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

（十一）加强困难人员兜底保障。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

未就业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１年的人员，可继续发放失业保
险金直至法定退休年龄。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的失业

人员、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发放６个月
的失业补助金，标准不高于当地失业保险金的８０％，所需资金
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受理截止期限为 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 ３１日。
对从事公益性岗位政策期满仍未实现稳定就业的，政策享受期限

可延长１年，实施期限为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对符合
条件的生活困难的失业人员及家庭，按规定及时纳入最低生活保

障、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范围。（责任单位：省民政厅、省财政

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

五、完善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

（十二）大规模开展职业培训。大力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

动，重点面向企业职工、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乡未继续升学

初高中毕业生、城镇登记失业人员、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

（含残疾人）、贫困劳动力、贫困家庭子女等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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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给予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符合条件的人员给予生活费补

贴。大力发展技工教育，支持按照高校设置程序进入高等学校序

列的技师学院纳入高职 （专科）统一招生平台。设立省预算内

稳就业公共实训基地建设专项，从省预算内基建中安排资金。

（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

发展改革委，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

（十三）优化就业服务。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有就业

要求、处于失业状态的城乡劳动者可在户籍地或常住地进行失业

登记，申请享受基本公共就业服务。推进就业服务和补贴申领在

线办理，加大就业岗位信息在线归集发布力度，开放线上失业登

记入口，大力推广 “湘就业”微信公众号，推进 “３１１”就业服
务，组织实施 “百日千万网络招聘”、“点亮万家灯火”主题帮

扶专项行动。实施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能力提升计划。维护就

业公平，坚决纠正针对疫情严重地区劳动者的就业歧视。（责任

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各市州、县市区人民

政府）

六、压实就业工作责任

（十四）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履行稳就业主

体责任，健全完善由政府负责人牵头的就业工作领导机制，压实

工作责任，细化实化扶持政策。各有关部门要同向发力，落实完

善政策措施，形成工作合力。多维度开展就业监测，加强移动通

信、铁路运输、社保缴纳、招聘求职等大数据比对分析，完善分

市州劳动力调查统计制度，健全多方参与的就业形势研判机制。

做好化解失业风险的政策储备和应对预案，第一时间处置因规模

性失业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处置

过程中，当地政府可结合实际，依法依规制定临时性应对措施。

做好稳就业舆情监测研判，牢牢把握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主动

权。（责任单位：省直有关部门，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

（十五）加强资金保障。加大就业补助资金和稳岗补贴投入

力度，统筹用好失业保险基金、职业技能提升专账资金、工业企

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等。有条件的地方可设立就业风险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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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用于应对突发性、规模性失业风险。（责任单位：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

（十六）加强督促激励。将就业工作列入省人民政府２０２０年
真抓实干督查激励措施内容。对不履行促进就业职责，产生严重

后果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完善激励办

法，对稳就业工作成效明显的市州和县市区，给予通报表扬和资

金倾斜支持。（责任单位：省直有关部门，各市州、县市区人民

政府）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抓紧抓好上述政策措施的实施，发挥最大

效应，全力确保全省就业局势稳定。工作中遇到的重要情况和重

大问题及时报告省人民政府。此前于疫情期间发布的有关政策措

施，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照本通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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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稳企稳岗

稳就业十条措施》的通知
湘人社规 〔２０２０〕２号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

《稳企稳岗稳就业十条措施》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本通知自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１日起施行，有效期５年。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 南 省 财 政 厅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１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省就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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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企稳岗稳就业十条措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的决策部署，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基础上，全

力做好稳企稳岗稳就业工作，现制定如下政策措施：

一、加大援企稳岗力度。用人单位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

严重困难的，经批准后可以暂缓缴纳一定期限的养老、失业和工

伤保险费，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暂缓缴费期间免收滞纳金。将

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裁员率标准由不高于上年度统筹地区

城镇登记失业率，放宽到不高于上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

目标，对参保职工３０人 （含）以下的企业，裁员率放宽至不超

过企业职工总数２０％，以上关于裁员率的规定执行时间截止到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将兼并重组、化解产能过剩、淘汰落后产能
企业稳岗返还标准提高到该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

险费的７０％。各地要迅速落实，在２０２０年３月底前将本地第一
批稳岗返还资金发放到位。

二、提高职工失业保险保障水平。从 ２０２０年 ３月 １日起，
统一将全省失业保险待遇提高到最低工资标准的９０％。推动落
实农民工同等享受失业保险相关待遇。新参保农民工，按照城镇

职工同等标准参保缴费，享受同等待遇，各经办机构可直接在业

务系统内办理。

三、鼓励企业吸纳就业。疫情防控期间，对企业吸纳登记失

业人员就业且签订１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的
（经批准可缓缴的企业在申请此项补贴时可视同为按规定缴纳了

社会保险费），可给予１０００元／人的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所需
资金从就业资金中列支。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与一次性岗位补贴

不重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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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高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期

间，提高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对 《湖南省职业技

能培训补贴标准目录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湘人社发 〔２０１９〕１７
号）规定的各类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普遍提高５０％。原有规
定上浮的地区和人员，按原有比例享受职业培训补贴，不叠加享

受。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确定为紧缺职业 （工种）的，普

调后其培训补贴标准上浮１０％的规定仍继续执行。
五、加大以工代训补贴力度。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期间，

对参保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就业并开展以工

代训的，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后，给予企业每人每月

５００元的培训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６个月。
六、完善远程技能培训体系。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分阶段实

施各级各类职业技能培训活动，鼓励企业和培训机构通过自有培

训平台或第三方平台等途径，搭建线上培训课堂。开展政府补贴

性职业技能培训的，经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同意，可将全

部理论课程由线下集中授课转为线上学习，课时要求不变，实训

和结业考核部分根据各地疫情情况，在条件成熟时通过线下完

成，相关培训补贴按现有政策标准执行，要确保线上培训有签到

注册、学习记录、答疑测试、学习过程可查询可追溯，各市州结

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操作办法。对于功能齐备、运行成熟的互联

网培训服务平台，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遴选后向全省推广。

七、落实创业扶持政策。各地要主动应对疫情影响，加大对

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示范基地、创业孵化基地、农民工返乡创业园

等创业载体的补助力度。省级新增１０００万元奖补资金支持创业
载体建设，各级安排的创业载体奖补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基地、园

区减免在孵企业的房租、水电费等支出。发挥创业担保贷款作

用，对已发放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患新冠肺炎的，可向贷

款银行申请展期还款，展期期限原则上不超过１年，财政部门继
续给予贴息支持。

八、强化岗位归集发布。各地要精准摸清辖区内企业开工复

工情况，迅速建立企业岗位统一归集发布制度。对已复工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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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定期了解企业用工情况和招聘计划，及时采集招聘岗位信息

并向省级集中。对暂未复工的企业，建立对接机制，动态掌握企

业复工复产时间。各地采集和归集的岗位信息要在湖南省公共就

业服务信息系统、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场所和街

道 （乡镇）、社区 （村）基层服务平台实时发布，并要针对不同

群体特点拓展手机ＡＰＰ、微信、微博等发布渠道，为劳动者获取
信息提供便利。

九、优化用工服务机制。疫情防控期间，各地要建立２４小
时重点企业用工调度保障机制。收集汇总重点企业名录，将保障

疫情防控、公共事业运行、群众生活必需的企业及关系重要国计

民生企业和重大工程项目纳入重点保障范围。实施台帐管理，设

立人社服务专员，明确责任，加强调度，全面掌握重点企业用

工、缺工情况和招工需求，及时提供相应政策指导和服务。扩大

线上办理事项范围，通过湖南省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系统、湖南人

才网、湖南省劳务协作脱贫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等多个渠道，大力

开展线上求职招聘服务。鼓励支持各类人力资源机构，包括农村

劳务经纪人开展人员招聘，对为防疫物资生产重点企业提供职业

介绍服务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及农村劳务经纪人，在疫情

防控期间每成功介绍１名劳动者稳定就业３个月以上的，给予
３００元／人的就业创业服务补助。

十、做好员工返岗安全防护。各地要加强与卫生健康、交通

运输等部门的沟通协调，提升务工人员返岗的组织化管理和服

务。输入地和输出地要加强协调配合，搭建农民工返岗直通车，

实行错峰运输或专车接送，促进人员安全有序返岗。要多渠道发

布疫情信息，积极宣传返岗防护措施，引导返岗人员主动配合沿

途疫情防控部门做好检查、测温、登记等工作。指导企业落实防

疫措施，加强生产和办公场所消毒，为员工配备必要的防护用

品。切实加强防护培训，编制发放通俗易懂的防控手册，引导员

工减少人员聚集和接触，注意个人和公共场所卫生，保持健康饮

食习惯，提高返岗人员自我防护意识，确保安全复工复产。

应对疫情做好稳企稳岗稳就业工作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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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要切实提高站位，迅速抓好落实。各地要健全资金保障机制，

统筹用好就业补助资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工业企业

结构调整专项奖补稳就业资金和失业保险基金等各类资金，调整

优化支出结构，强化资金绩效管理，凡与当前稳就业工作关联不

紧密、绩效不高的活动、奖补项目一律压减，资金重点用于稳定

就业岗位、鼓励就业创业、保障基本生活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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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十条措施》的通知
湘人社规 〔２０２０〕４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直有关单位：

经报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将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高校毕

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十条措施》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

落实。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湖 南 省 财 政 厅

湖 南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２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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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工作十条措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

政府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各项决策部署，制定以下

政策措施。

一、打造人才集聚新高地。大力实施芙蓉人才行动计划，切

实提高高校毕业生培养质量和就业能力。鼓励引导高校毕业生留

湘发展，支持省外高校毕业生来湘干事创业，搭建横向流动桥

梁、纵向发展阶梯，为我省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持续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人才生态，加强服务保障，激发全社会创

新创业创造活力，营造人尽其才的良好氛围和就业环境。

二、鼓励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在湘、省属国有企

业应努力挖掘用人潜力，扩大高校毕业生录用规模，省属国有企

业要从新增岗位中拿出不低于５０％的岗位专门招聘应届高校毕业
生，招聘信息应同步提交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网上公开

发布。充分发挥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作用，疫情防控期

间，中小微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稳定就业１年以上并按规定缴纳社
会保险的可按１０００元／人的标准给予其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三、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加强基层教育、医疗卫

生、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领域人才队伍建设，创造更多适合高

校毕业生就业的岗位。２０２０年招收定单定向全科医生计划１５００
名、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２００名、 “三支一扶”计划

４００名。出台鼓励大学生应征入伍政策，提高本科生参军入伍比
例。基层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应拿出一定比例的计划面向应

届高校毕业生定向招聘。继续实行对到县以下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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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校毕业生适当高定基本工资政策，落实相关津贴补贴。

四、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依托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公

益性教育教学资源服务平台，免费向高校毕业生开放使用就业创

业课程资源。对已发放创业担保贷款的高校毕业生，因患新冠肺

炎可向贷款银行申请展期还款，展期期限原则上不超过１年，财
政部门继续给予贴息支持，并相应调整信用记录。鼓励高校毕业

生以多种方式实现灵活就业，对离校２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灵
活就业的，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补贴标准为其个人实际缴

费的４０％，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２年。
五、扩大应届高校毕业生升学深造规模。鼓励高校、科研院

所等博士后流动站扩大博士后招收培养规模。支持企业博士后工

作站、协作研发中心、创新创业实践基地招收博士后。积极向教

育部争取支持，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２０２０年全省增加５％研究
生招生计划，将专升本录取比例扩大１倍以上。适当提高应届大
学毕业生士兵退伍后专升本录取比例。

六、合理确定用人单位招录时间。根据疫情防控情况，适时

确定２０２０年全省公务员四级联考、选调应届高校毕业生面试工
作时间。疫情防控期间，事业单位一般不集中组织大规模公开招

聘工作，此前已发布招聘公告的，可暂缓实施，允许事业单位当

年之内多次开展公开招聘。确因工作需要招聘急需紧缺人才的，

可在确保防控疫情前提下，实行网上报名、网上面试、推迟体检

考察、先上岗后补办聘用备案手续等办法。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

理部门和机构编制部门应按照 “随到随办”原则，及时为事业

单位办理用编核准、公开招聘备案和人员编制登记手续。引导企

业适当延长招聘时间，结合实际做好体检、签约和录取工作。

七、大力推行网上招聘服务。鼓励高校和用人单位利用互联

网进行供需对接，实行网上面试、网上签约、网上报到。积极引

导高校毕业生参加教育部门每周二定期举办的云就业线上视频双

选会。各级公共就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加密招聘高校毕业生频

次，加强高校毕业生职业指导和企业用工咨询，组织企事业单位

大力开展系列线上招聘活动。鼓励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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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协会积极参与高校毕业生招聘活动，对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给予

就业创业服务补助。

八、灵活办理就业手续。通过湖南省政务服务网受理高校毕

业生档案托管、就业报到证申办业务。统一非全日制研究生与全

日制研究生就业手续办理标准。取消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手续

办理中要求提供介绍信的规定。离校未落实工作单位高校毕业生

可按规定将户口、档案在学校保留两年，或申请由省大中专学校

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托管档案。推进高校毕业生人事档

案跨区域流转网上办理。

九、加大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力度。扩大毕业年度高校毕业

生职业技能培训规模，按规定落实职业培训补贴。对毕业学年有

就业创业意愿并积极求职创业的低保家庭、贫困残疾人家庭、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和特困人员中的高校毕业生，残疾、孤儿及获得

国家助学贷款的高校毕业生，按１５００元／人的标准给予一次性求
职创业补贴。对见习期满留用见习人员达到５０％的单位，见习
补贴标准提高至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１２０％。加大对就业困难高
校毕业生援助帮扶力度，对符合条件人员按规定落实公益性岗位

补贴。

十、落实工作责任。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切实履行就业工作属地责任，把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

创业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健全就业工作目标责任制，层层抓

好落实，确保２０２０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水平不降低。各级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教育、财政、卫生健康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

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各高校要认真落实毕业生就业工作 “一把

手”工程，保障 “机构、场地、人员、经费”四到位，加强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心理疏导，积极促进高校毕业生与用人单

位供需对接。各园区、企业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争取吸纳更多

高校毕业生就业，有关行业协会要发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桥

梁和中介作用。各地要加大宣传引导，主动回应关切，稳定就业

预期，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良好氛围。

本措施自公布之日起实行，执行到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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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促进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

的八条措施》的通知
湘人社规 〔２０２０〕５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直有关单位：

经报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将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农

民工就地就近就业的八条措施》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

落实。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 南 省 财 政 厅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１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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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农民工

就地就近就业的八条措施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的总体部署，根据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５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 “扩

大农民工就业，加大稳岗和就业补助，促进就地就近就业”精

神，现就促进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制定以下政策措施。

一、促进劳动力供需精准对接。充分发挥 “互联网＋就业服
务”作用，在全省全面推广应用 “湘就业”微信公众号、湖南

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系统等各级各类公共就业网络信息平台，拓宽

就业信息发布渠道，积极组织开展网上人力资源服务，鼓励引导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更多通过线上招聘求职，充分利用大数据手

段，切实提高劳动力供需对接的精准性和实效性。尤其要针对农

民工就地就近就业需求，提供针对性、个性化网络求职服务。

二、鼓励企业吸纳农民工就业。降低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

申请条件，当年新招用符合条件人员占现有职工比例下调为

２０％，职工超过１００人的比例下调为１０％，并与其签订一年以上
劳动合同。对吸纳１６—２４岁失业青年参加就业见习的单位，按
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对就业见习完成后继续留在见习单位工

作并签订１年以上劳动合同且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的人员，给予
一次性就业补贴，所需资金由当地财政统筹安排。企业、农村专

业合作社和扶贫车间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

以及参保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就业按规定缴

纳社会保险并开展以工代训的，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

后，给予企业每人每月５００元的培训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
６个月，所需资金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中列支。

三、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大力推广线上职业技能理论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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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合理安排线下操作技能培训，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各

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部门可通过项目制方式，向具备资质

的培训机构整建制购买就业技能培训项目，为农民工提供免费就

业技能培训，按照现行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给予培训补贴，可

先行预拨不少于３０％的职业技能培训补贴资金，具体比例和实
施办法由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所需资金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中列支。对参加项目制培

训后继续留在当地企业工作并签订１年以上劳动合同且按规定缴
纳社会保险的员工，给予一次性就业补贴，所需资金由当地财政

统筹安排。

四、实施生活费补贴和交通费补贴。疫情防控期间，对企业

新招用且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的员工，给予一次性生活费补贴；

对企业组织员工包车返岗或者员工自行乘坐铁路列车、客运汽车

返岗的，给予企业或员工一次性交通费补贴。生活费补贴和交通

费补贴具体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确定，其中对建档立卡贫困劳动

力生活费补贴标准可适当提高，所需资金由企业所在地财政统筹

安排。

五、加大农民工创业扶持力度。落实财政补助、贷款贴息等

政策，积极扶持农民工就地就近发展种养殖业、农产品加工、家

庭农场、乡村旅游、传统手工业等产业项目。积极对有创业愿望

和培训需求的农民工免费开展创业培训。农民工等返乡下乡创业

人员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

起，正常运营６个月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具体补贴标
准由各市州确定。对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农民工，按规

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并给予贴息。对已发放创业担保贷款的农民

工，因患新冠肺炎可向贷款银行申请展期还款，展期期限原则上

不超过１年，财政部门继续给予贴息支持。支持创新创业带动就
业示范基地、创业孵化基地、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建设，对入驻

（孵）企业按规定落实房租减免、水电费补贴等政策。

六、加强临时岗位开发管理。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村水

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积极组织农民工参与工程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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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支持县级及以下人民政府统筹各类资金开发乡村公益性岗

位，优先安置 “无法离乡、无业可扶、无力脱贫”且能胜任岗

位要求的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疫情防控期间，结合疫情需要新

增一批保洁环卫、防疫消杀、巡查值守等临时岗位，优先就近安

置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临时岗位工资补助标准由各级人民

政府自行确定，所需资金可从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中安排。

七、强化农民工就业创业服务。疫情防控期间，充分发挥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服务专员作用，强化２４小时重点企业用工
保障，加强与农民工输出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接，满足重

点企业阶段性用工需求。持续推进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

动，依法查处虚假招聘、违规收费、“黑中介”、“工头”违法操

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完善农民工工资专

项治理机制，健全工资支付诚信体系，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衔接，依法严厉打击恶意欠薪行为，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将促

进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纳入２０２０年度全省促进就业真抓实干督
查激励措施范畴。

八、保障农民工社会保险权益。各级人民政府要大力推动就

地就近就业农民工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

保险，保障其社会保险权益。全力做好社会保险关系自主便捷无

障碍转移接续工作，方便已经参保的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

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履行稳就业主体责任，制定具体操作办

法，统筹用好各类资金，确保政策落实落地。

以上政策措施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１年，其中国家、
省有明确时限规定的，从其规定；国家出台相关支持政策的，遵

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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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
的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

湘人社规 〔２０２０〕６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

为进一步推动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根据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

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 〔２０１９〕１１７号）、《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互联网 ＋职
业技能培训计划”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１０号）和 《财

政部 农业农村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做好退捕渔民转产转

业和生活保障相关工作的通知》（财社 〔２０２０〕８号）等文件规
定，结合我省实际，经研究，现就进一步做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专账资金使用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扩大培训补贴对象范围

（一）将有就业能力和培训需求、未按月领取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金的人员 （年龄不设上限），纳入职业培训补贴对象范围。

（二）将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的对象范围扩大到所有企业在

职职工 （含劳务派遣人员），企业可结合生产实际自主确定培养

对象。

（三）将退捕渔民纳入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免费职业技能培训

补贴范围，按规定享受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同时，对其中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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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两后生”中的农村

学员和城市低保家庭学员在培训期间按照培训天数给予每人每天

２０元生活费补贴，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
（四）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和离校２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含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

毕业生）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按现行规定给予职业培

训补贴。

（五）湖南省境内即将刑满释放人员、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参

加职业技能培训并取得相关职业资格证书 （或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职业培训合格证书）的，按现行规定给予职业技能培训

补贴。

（六）市县人社、财政部门可通过项目制方式，向具备资质

的培训机构整建制购买就业技能培训项目，为建档立卡贫困劳动

力、去产能失业人员、退役军人、农民工免费提供就业技能培

训。对承担项目制培训任务的培训机构，按照现行的职业技能培

训补贴标准给予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各地可先行拨付不少于

３０％的职业技能培训补贴资金，具体比例和实施办法由各市县人
社、财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七）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扶贫车间等各类生产经营主

体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并开展以工代训，以及参保企业吸纳就业

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就业并开展以工代训的，给予最长不

超过６个月的一次性职业培训补贴，具体期限由各市县结合当地
专账资金承受能力确定。以工代训与岗位技能提升培训、企业新

型学徒制培训等职业培训补贴在同一职业同一等级一年内不可重

复享受，并按规定纳入湖南省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管理平台。

（八）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在户籍地、常住地、培训地、求职

就业地参加培训后按规定取得相应证书的，给予职业培训补贴，

原则上每人每年可享受不超过３次 （同一职业同一等级一年内不

可重复享受）。

（九）各地要结合实际，大力支持受经济影响困难企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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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行业企业、平台企业 （电商企业）以及新业态企业开展就业

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转岗转业培训，按规定给予职业

培训补贴。

二、进一步提高培训补贴标准

对 《湖南省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目录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
（湘人社发 〔２０１９〕１７号）规定的各类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普
遍提高５０％。原有规定上浮的地区和人员 （就业技能培训包括：

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５１个贫困县、武陵山区域和罗霄山区域
五类人员，补贴标准为按照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上浮 ７０％；
企业职工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包括：５１个贫困县园区内企业的贫
困劳动力，补贴标准为按照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上浮 ７０％；
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企业的在职职工，补贴标准为按照职业技

能培训补贴标准上浮 ５０％），按原有比例享受职业技能培训补
贴，不叠加享受。从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

政厅关于印发 〈稳企稳岗稳就业十条措施〉的通知》（湘人社规

〔２０２０〕２号）文件执行之日起办理开班备案的职业技能培训，
其培训补贴按照普调后的标准执行。

三、进一步扩大培训补贴工种范围

除现行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目录规定的２１３个工种以外，
凡是在现行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中技能人员类职业 （工种），

或可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以及技能人才自主评价的所有职业

（工种），均可纳入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和企业新型学徒制

培训范围。２１３个工种以外的工种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按照此
次普调后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目录的同等级最低补贴标准享受

培训补贴。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的，其补贴标准按现行规定

执行。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取得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其培训补贴

标准按照此次普调后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目录的初级工 （五

级）最低补贴标准享受培训补贴。

四、关于线上培训补贴

（一）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企业新型学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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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等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可将全部理论课 （不低于总课时的

３０％）由线下集中授课转为线上学习，课时要求不变，实训和结
业考核部分通过线下完成；对于适合线上授课、居家练习的实训

课程，可在线上完成全部培训。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职业培训主

体组织开展的各类职业技能线上培训，经所在地人社部门审核备

案后，可先行拨付不超过３０％的培训补贴资金，培训期满按考
核合格取得相应证书的人数拨付余款，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补贴

预拨按原有规定执行。相关培训补贴按现行政策标准执行，各市

州、县市区可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操作办法。

（二）对参加线上培训的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困难人

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两后生”中农村学员和城市低保家庭学

员，线上培训期间给予每人每课时３元的生活费补贴，但每人每
天不超过２０元，所需资金可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

五、关于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对同一职业 （工种）同一技能等级通过初次职业技能鉴定

并取得证书 （不含培训合格证书）的参训人员，给予职业技能

鉴定补贴。符合条件人员申请职业技能鉴定补贴，不再提供 《就

业创业证》复印件和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职业资格证书、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调整为人社部门内部核查。职业技能鉴定补贴流程

和补贴标准由各市州根据相关规定自行确定。凭专项职业能力证

书申领补贴的仍需提供复印件。其他要求按现行规定执行。

六、其他事项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期间，优先使用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

金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各地人社、财政部门应加强对培训机

构和培训质量的监管，建立科学合理的培训绩效评价体系。省人

社厅会同省财政厅制定 《湖南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调剂

管理办法》，对专账资金调剂使用，适当向培训任务重、培训后

成功创业人数和新增就业人数多、培训绩效评价好、存在资金缺

口的地区倾斜。县级以上政府可对有关部门各类培训资金和项目

进行整合，解决资金渠道和使用管理分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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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要依法加强资金监管，保障专账资金使用安全。对以虚

假培训等套取、骗取资金的依法依纪严惩，对培训工作中出现的

失误和问题要区分不同情况对待，保护工作落实层面干事担当的

积极性。

以上政策措施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
日。国家、省政策有相关规定的，从其规定。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 南 省 财 政 厅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３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职业能力建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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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
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湘人社规 〔２０２０〕７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

现将 《湖南省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办法 （试行）》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 南 省 财 政 厅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７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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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公益性岗位开发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就业促进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公益

性岗位开发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１９〕１２４号）
和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 〈湖

南省就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湘财社 〔２０１８〕２５号）
等文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公益性岗位是指由用人单位开发并经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用于安置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的岗

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公益性岗位在岗人员享受的公益性岗位补

贴，从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

第三条　公益性岗位应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凸显
“托底线、救急难、临时性”属性。

第四条　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应遵循以大龄就业困难对象为
安置重点，按需设岗、规范开发、总量控制，符合条件、自愿申

报、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以岗聘任、到期退岗、属地管理、动

态监控，谁开发、谁用人、谁把关、谁负责的原则。

第二章　公益性岗位开发

第五条　公益性岗位主要包括满足公共利益和安置就业困难
人员需要的非营利性基层公共服务类、公共管理类岗位，不包括

机关事业单位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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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各地要主动开展调查摸底，收集用人单位需求申
请，综合考虑就业困难人员需求、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和资金承受

能力，科学确定本地区公益性岗位数量和类别。

第三章　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

第七条　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为我省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
根据年龄、家庭、身体状况等因素，建立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排

序机制，应优先安排符合条件的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５年人员
和零就业家庭成员。

第八条　各地应对就业困难人员提供个性化援助，通过组织
开展职业培训、推荐企业吸纳、帮助灵活就业、扶持自主创业等

方式，帮助其尽快实现就业。对仍然难以实现就业，且主动申请

就业援助并认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推荐安置岗位的，可纳

入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范围。

第九条　建立公益性岗位动态调整机制，坚持公益性岗位安
置对象能进能出。

第四章　公益性岗位聘任

第十条　严格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开展公益

性岗位聘任工作，各地每年应将新增和腾退的公益性岗位定期向

社会公开发布，可统一进行公开招聘或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指导监督用人单位实行公开招聘，做到人岗相适。

第十一条　各地要结合就业困难人员申请、公开招聘情况和
用人单位意见，确定岗位拟招用人员，并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门官网上公示７天。公示无异议的，由用人单位向当地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按规定进行就业登记和劳动用工备案。

第十二条　各地要指导用人单位与公益性岗位人员依法签订
劳动合同，无法签订劳动合同的依法签订用工协议，约定双方权

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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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与公益性岗位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或用
工协议期限应与补贴期限一致。

第五章　公益性岗位待遇保障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或用工协
议及时足额支付公益性岗位人员劳动报酬。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应当为公益性岗位人员按规定参加社会
保险，社会保险缴费标准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对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的用人单
位，给予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所需资金按规定列支。公益

性岗位补贴标准原则上不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社会保险补贴

包括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

险费。各地要指导用人单位依法依规为公益性岗位人员参加工伤

保险。

第十七条　公益性岗位补贴期限不超过３年，对从审批具备
享受资格之日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５年的公益性岗位人员可延长
至退休。

第十八条　对补贴期满后仍然难以通过其他渠道实现就业的
大龄 （女年满４５周岁、男年满５５周岁）就业困难人员、重度残
疾人、零就业家庭成员，可再次按程序通过公益性岗位予以安

置，公益性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期限重新计算，并报送省级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部门备案，累计安置次数原则上不超

过２次。
第十九条　公益性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由用人单位按规

定到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申报，审核合格后，按规定及

时将资金拨付到用人单位银行帐户。

第六章　公益性岗位管理

第二十条　各地要按属地管理原则，切实履行公益性岗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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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职责。全省统一使用湖南省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管理平台对公益

性岗位实施实名制信息化管理，全程动态记录岗位开发、人员安

置、补贴申领等信息。创新管理模式，加强信息共享和数据比

对，提高服务质量。

第二十一条　各地要结合本地区实际，在确保就业局势平稳
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下，完善公益性岗位补贴期满人员退出帮

扶办法，做好政策衔接和就业服务。对距享受补贴期满不足半年

人员，及时提供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指导、职业介绍

等服务，帮助尽快实现再就业，对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可按规定

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对其中的高校毕业生，引导参加基层项目、

报考机关事业单位、继续深造、推荐到企业就业等渠道有序

退岗。

第二十二条　对用人单位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
并在补贴期满后转为本单位劳动合同制用工的，可按规定给予招

用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

第二十三条　对退出公益性岗位后仍未实现就业的生活困难
人员及家庭，按规定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

范围。

第二十四条　各地要督促用人单位履行公益性岗位人员用工
管理主体责任，依法提供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建立健全规章制

度，承担日常考勤和管理工作。用人单位应定期向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门报送在岗人员工作情况。

第二十五条　用人单位日常管理主要包括岗前培训、岗中管
理、考勤管理等，应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和考核办法，确定公益

性岗位人员工作职责，将其上岗工作表现与劳动报酬的发放挂

钩。

第二十六条　公益性岗位劳动合同或用工协议应根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

例》等法律法规解除或终止。

第二十七条　各地要加强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的组织领导，
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加强部门协同配合，严格执行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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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监　督

第二十八条　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部门要强化补
贴资金监管，定期对用人单位申领公益性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

贴情况进行检查。对安置非就业困难人员、虚报冒领骗取补贴、

“吃空饷”等违法违规情形，及时纠正查处，清退违规在岗人

员，除追回所有补贴资金外，还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严肃追究所

在单位及有关当事人的责任。对超期限超范围支出公益性岗位补

贴的，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部门将适当扣减对该地区的

就业补助资金。

第二十九条　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监督的相关单位和经
办人员要严格履行职责，对在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工作中徇私舞

弊、失职渎职的，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条　公益性岗位人员享受的岗位补贴、社会保险补贴
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不属于就业专项资金使用范围的，不

得从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２０２０年５月１日施行，有效期两年。
我省有关公益性岗位管理的其他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

法为准。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部门可结合工
作实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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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教育厅
关于进一步做好校园招聘活动

补助工作的通知
湘人社规 〔２０２０〕１４号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教育 （体）局，各普

通高等学校、技师学院、特殊教育学校：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稳就业的决策部

署，积极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根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

育部 公安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做好当前形势下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 〔２０１９〕７２号）精神，现就
进一步做好校园招聘活动补助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补助对象

湖南省行政区域内各类普通高等学校 （指国家教育行政部门

批准或备案的实施高等学历教育为主的高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大

学、独立学院、职业技术学院、高等专科学校）和技师学院、特

殊教育学校 （指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对残疾青少年实施中等

及高等职业教育的学校），在校区范围内为毕业生组织开展校园

招聘活动的，可申请校园招聘活动补助。

二、补助标准

校园招聘活动补助按年进行补助，补助金额按照 “基础补助

＋活动补助＋成效补助”综合确定，基础补助和成效补助每年确
定１次，活动补助多次合并计算。

（一）基础补助。基础补助按照举办校园招聘活动的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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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应届毕业生人数确定。补助标准为：一本高校１０元／人，二
本高校１５元／人，独立学院、高职专科学校、技师学院、中职特
殊教育学校２０元／人。

（二）活动补助。活动补助按照各学校组织举办的现场招聘

会规模和场次确定。补助标准为：校级大型招聘会 （岗位招聘总

人数超过 ５００人）按 ３万元／场予以补助，校级中小型招聘会
（岗位招聘总人数１００人以上、５００人以下）按１万元／场予以补
助。根据学校类型，一本高校每年最多可申请６场招聘会补助，
其他学校每年最多可申请４场招聘会补助。其中应届毕业生人数
在５００人以下的学校每年补贴场次不超过２场。未申请活动补助
的学校不予享受当年校园招聘活动补助。

（三）成效补助。成效补助按照各学校招聘会岗位数、面向

社会招聘岗位数、参加招聘人数、达成意向人数、签订合同人数

等因素综合确定。补助标准为：综合评分排名前２０名的学校为
１０万元／年，综合评分排名２１－６０名的学校为５万元／年，综合
评分排名６１名以后的学校不予成效补助。

三、补助程序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部属、省属高校及其独立学

院、技师学院校园招聘活动补助的审核，各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负责当地市州政府主管普通高校和中职特殊教育学校校园招

聘活动补助的审核。各级人社部门和各学校通过湖南省公共就业

服务信息平台系统 （网址：
!""#$%%333


345


678


93$7556% !0#:,% ;'-<0%

,/!'';)=/"<'0

，以下简称系统）经办校园招聘活动补助工作，程序

如下：

（一）基础信息导入

每年１月底前，各学校要将当年应届毕业生相关数据按要求
提前导入系统，为当年校园招聘补贴预算提供基础信息。每年２
月底前，各学校通过系统导入本年度校园招聘活动计划，包括预

计召开时间、计划规模等，２月底前未在系统导入校园招聘活动
计划的，视为放弃申请享受该年度校园招聘活动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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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实施招聘活动

各学校应提前５个工作日，按要求在系统内填报招聘会召开
具体时间、地点、岗位等信息。其中标记为面向社会招聘的岗

位，各级人社部门可在岗位有效期内，推送给所有离校未就业高

校毕业生。人社、教育、财政等部门可到现场抽查招聘活动的组

织实施情况。招聘活动结束后５个工作日，各学校按要求在系统
内上传招聘会现场照片，录入参加招聘人数、达成意向及签订合

同人数等信息。

（三）补助审核

省教育厅每年按国家规定时间将普通高校应届未就业毕业生

数据移交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９月底前将当年应届毕业生
数据移交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进行信息比对，核实各学校享

受基础补助的学生数量。各学校要在１０月底前，在系统内提交
申请，并由相关负责人进行实名制电子签名确认。市州人社部门

应于１１月底前完成当年校园招聘活动补助的审核，并报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汇总。

（四）补助资金拨付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审核确认后将全省校园招聘活动补

助方案在门户网站公示７天，公示后将确定的补助方案报送省财
政厅。属于省本级国库集中支付的学校，由省财政厅将资金直接

下达至各学校；其他学校补助资金由省财政厅下达至各市县，各

市县财政部门会同人社部门在收到省财政厅下拨资金后，将补助

资金拨付至各学校。

四、工作要求

（一）发挥政策实效。各学校要切实推进毕业生就业服务，

积极做好招聘会统筹计划、组织开展等工作，不断提升招聘活动

成效。各级人社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指导高校根据计划如期组

织招聘会。各高校要积极宣传推广 “湘就业”平台，组织企业

和学生入驻、关注 “湘就业”平台。

（二）加强活动管理。各学校对录入系统内各类校园招聘活

动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压实工作责任。各级人社部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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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录入系统的各类数据信息的不定期抽查，抽查结果由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汇总共享给省教育厅等相关部门。

（三）强化资金监管。校园招聘活动补助从就业专项资金中

列支，用于校园招聘活动费用支出 （包括招聘岗位开发、场地布

置、岗位信息发布宣传、就业指导服务、活动现场相关开支等费

用），不得擅自改变资金使用方向。对虚报冒领的，取消该学校

该年度补助资格，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本通知自２０２０年９月１日起施行，有效期５年。《湖南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校园

招聘活动一次性补助工作的通知》（湘人社发 〔２０１５〕６２号）文
件和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教育

厅关于做好校园招聘活动一次性补助工作的补充通知》（湘人社

发 〔２０１７〕８５号）文件同时废止。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 南 省 财 政 厅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４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省就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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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重新印发《湖南省
社会保险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

湘人社规 〔２０２０〕２２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

现将 《湖南省社会保险补贴实施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

重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２０２０年 ９月 １６日印发的
《办法》停止执行，以本通知印发的 《办法》为准。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 南 省 财 政 厅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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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社会保险补贴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９〕２８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十六条措施〉的通知》

（湘政办发 〔２０２０〕２０号）和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 〈湖南省就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湘财社 〔２０１８〕２５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各类企业 （单位）和公益性岗位招

用就业困难人员，或小微企业招用离校２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申
请享受社会保险补贴，以及就业困难人员和离校２年内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灵活就业后申报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社会保险补贴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参保所在地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部门按照本办法规定受理并核拨社会保

险补贴资金。在省本级参保且符合享受补贴条件的，就业困难人

员在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地申领，高校毕业生在就业登记地申领。

第二章　社会保险补贴对象

第四条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对象可以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
补贴：

（一）企业 （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或安排就业困难人员

在公益性岗位工作，且依法参加社会保险，企业 （单位）和职工

个人按规定履行了社会保险费 （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

费和失业保险费）缴纳义务，并与之签订１年以上劳动合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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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微企业招用离校２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且依法
履行了社会保险费 （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

险费）缴纳义务，并与之签订１年以上劳动合同的；
（三）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

社会保险、且履行了社会保险费缴纳义务的；

（四）离校２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后，以灵活就
业人员身份参加社会保险、且履行了社会保险费缴纳义务的。

第三章　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期限和标准

第五条　社会保险补贴范围
企业 （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公益性岗位安排就业困

难人员和小微企业招用离校２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的，可申请
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补贴，不包括个人应缴

纳的部分。就业困难人员和离校２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进行灵
活就业登记后，可申请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补贴。代发

放工资或代缴社会保险费的第三方单位，以及毕业时间 （毕业证

发放时间）超过２年的高校毕业生，不在补贴范围之内。
第六条　社会保险补贴期限
（一）企业 （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公益性岗位安排就

业困难人员和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最长不

超过３年；初次核定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时间不早于初次申报时
间一年，领取养老保险待遇后不再申报本补贴。自初次核定其享

受社会保险补贴之日起计算，距法定退休时间不足５年的，可延
长享受至法定退休时间；提前退休的，以实际退休时间作为享受

补贴截止时间，补贴起始时间不能追溯至初次核定享受政策之

前；延迟退休的，以法定退休时间作为享受补贴截止时间，延迟

退休期间不再继续享受补贴。

（二）企业 （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公益性岗位安排就

业困难人员和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的，同一时间、同一对象只

能享受企业吸纳社会保险补贴或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之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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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能同时享受；对同一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单位，享受企

业吸纳社会保险补贴和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的累计时间不超过

本办法规定的期限。

（三）小微企业招用离校２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给予最
长不超过１年的社会保险补贴；对离校２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进行灵活就业登记的，给予最长不超过２年的社会保险补贴。补
贴时限从初次核定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之日起，至毕业时间满２
年为止。不同小微企业招用同一符合条件高校毕业生的，均可按

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累计享受补贴时间不超过１年。同一符
合条件高校毕业生，可在不同时间按规定享受小微企业吸纳社会

保险补贴和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

第七条　社会保险补贴标准
（一）对企业 （单位）和公益性岗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小

微企业招用离校２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的，按其为就业困难人
员和高校毕业生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

失业保险费单位缴费部分进行补贴，不包括个人应缴部分。未缴

齐上述三种社会保险费的不予补贴。

（二）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计算

方式为：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按上年度我省全口径社会平均工资

的６０％执行，费率按实际缴纳社会保险的费率执行。“４０５０”人
员 （女性年龄在４０周岁以上、男性年龄在５０周岁以上，下同）
按上述方式计算金额的６０％予以补贴，非 “４０５０”人员按上述
方式计算金额的４０％予以补贴。

（三）符合条件的离校２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后
社会保险补贴按前款非 “４０５０”人员标准执行。

第四章　社会保险补贴的申领

第八条　社会保险补贴实行 “先缴后补”方式。申请社会

保险补贴企业 （单位）按规定先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

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且须通过湖南省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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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平台 （以下简称 “省平台”）向社会保险费缴纳地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申报社会保险费补贴。

第九条　申报社会保险补贴企业 （单位）应按照省平台要

求填报录入相关信息并上传以下资料：

１营业执照副本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２与招用的就业困难人员或高校毕业生签订的劳动合同；
３享受补贴对象的身份证；属高校毕业生的，还需上传毕

业证书。

第十条　就业困难人员和离校２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申报
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的，在完成缴费后，前往社会保险费缴纳

地各社区 （村）或通过官方平台自主申报，按要求填报相关信

息并录入上传以下资料：

１社会保障卡或银行卡；
２属高校毕业生的，还需上传毕业证书。
申报社会保险补贴企业 （单位）和个人，对填报录入的所

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对提交虚假错误信息导致的后果

由填报单位和个人全部承担。

第五章　社会保险补贴资金审核拨付

第十一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及时对企业 （单位）

提交的社会保险补贴申请通过省平台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将

符合条件的企业 （单位）相关补贴信息在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门户网站公示７天，无异议后，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拨付至企
业 （单位）银行账户。

公益性岗位安排就业困难人员、小微企业招用离校２年内未
就业高校毕业生的社会保险补贴申请和资金拨付，按照上述规定

执行。

第十二条　灵活就业人员提交的社会保险补贴申请由社区
（村）完成资料录入和调查，提交给街道 （乡镇）进行确认，街

道 （乡镇）完成确认后，提交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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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审核。

审核通过的，将符合条件的人员相关补贴信息在同级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门户网站公示７天，无异议后，按规定将补贴资金
拨付至申请者本人社会保障卡账户或银行卡。

第六章　服务与监督

第十三条　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以及街道 （乡

镇）、社区 （村）应当指导企业 （单位）、就业困难人员、高校

毕业生申报办理社会保险补贴，并提供咨询服务。

第十四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部门之间要加强沟通
合作，精简工作流程，加强信息化建设，实行网上申报和经办，

为申报企业 （单位）和个人提供便利。各地人社部门应及时将

享受补贴人员姓名、补助标准等情况及时纳入省平台管理，并实

现与财政部门的信息共享。

第十五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做好本行政区域社会
保险补贴政策的宣传、落实和统计工作，定期收集上报实施社会

保险补贴政策的相关情况和问题。

第十六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设立举报投诉电话，
接受社会监督；对不符合补贴条件或非法恶意骗取社会保险补贴

的企业 （单位）和个人，应责令其改正并依法追回被骗取的社

会保险补贴资金，同时按规定纳入相关信用体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的工作人员
违规办理社会保险补贴的，分别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财

政部门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十八条　对疏于管理、违规发放社会保险补贴的地区，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将适当扣减其下年度就业补助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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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有效期５年。
我省之前有关社会保险补贴政策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

准。国家、省有明确新规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条　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部门可结合本地
实际出台具体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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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关于强化“点对点”服务促进
贫困劳动力就业的意见

湘人社发 〔２０２０〕９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扶贫办：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推动

贫困劳动力就业创业，根据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现就强化

“点对点”服务，促进贫困劳动力就业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全面掌握

疫情影响期间贫困劳动力就业情况，强化 “点对点”就业服务，

建立落实帮扶引导机制、岗位推送机制、安全上岗机制、调度通

报机制，切实推动有就业意愿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

二、主要内容

（一）精准掌握就业复工情况。按照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 湖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全力做好疫情影响期间就

业扶贫工作的通知》（湘人社发 〔２０２０〕８号）要求，全面掌握
贫困劳动力就业意愿、返岗复工状态、就业地域分布和扶贫载体

开工等情况。各地就业复工情况要明确专人负责，及时录入省劳

务协作脱贫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确保贫困劳动力就业状态变化动

态更新，完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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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落实帮扶引导机制。各地要切实发挥驻村帮扶工作队、

农村劳务经纪人、结对帮扶干部和村支两委等作用，在３月５日前
须对贫困劳动力全面开展一次点对点就业帮扶。突出做好省内重

点企业用工信息宣传推介，优先满足省内重点企业特别是劳动密

集型企业用工需求。各市州要积极组建招工小分队，前往贫困地

区开展点对点劳务协作，促进贫困劳动力与用人单位对接。各县

市区要向乡镇派驻人社服务专员，点对点协助做好贫困劳动力返

岗复工有关工作。各乡镇、村要指导贫困劳动力下载就业扶贫手

机ＡＰＰ，为贫困劳动力提供培训、求职、创业等点对点就业服务。
（三）建立岗位推送机制。通过短信平台、微信公众号、门

户网站、电视报纸等各类媒介，广泛宣传发布岗位信息，大力推

广 “湘就业”微信公众号，在３月５日前须转发并覆盖所有贫困
劳动力。加强对就业扶贫车间、就业扶贫基地、农业龙头企业，

以及蓝思科技、比亚迪、新金宝等就业服务重点联系企业的岗位

信息归集，并及时录入省劳务协作脱贫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在疫

情防控期间，对暂未就业贫困劳动力及灵活就业贫困劳动力每周

至少点对点推送３条招聘信息。充分发挥省平台线上人岗匹配作
用，每月推送岗位信息成功率应超过１５％。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推动扶贫车间尽快复工。按照 “短平快”要求，结合疫情防控

需要，就地就近加快开发岗位，优先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

（四）完善安全上岗机制。各地要加强与卫生健康等部门的

衔接配合，切实做好防护培训，对已上岗复工的贫困劳动力，指

导企业做好厂房、宿舍等生产生活区域的卫生消毒和岗位防护工

作。对准备复工的贫困劳动力，协调相关部门做好外出务工人员

健康教育、防疫知识宣传、体温检测和出具健康证明等工作，组

织专车、专列实施 “点对点、一站式”直达输送，确保平安出

行。对暂未复工的贫困劳动力，鼓励企业或培训机构根据确定的

互联网培训平台和职业 （工种）目录，多渠道开展 “互联网 ＋
职业技能培训”，提高贫困劳动力技能水平。对有就业意愿但暂

未就业的贫困劳动力，根据其个人需求和技能水平，筛选推荐合

适的网上培训课程，引导鼓励其积极参加网上培训，提高职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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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储备。对参加线上培训并取得相应课程培训合格证明的贫困劳

动力，按照规定给予培训补贴。

（五）健全调度通报机制。各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扶贫部门要建立定期沟通和数据共享机制，定期通报工作进展，

及时共享贫困劳动力就业复工数据信息。贫困劳动力就业复工清

单实行周调度，各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收集汇总后于每周

一上午１２点前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完成数据归集后与省扶贫办共享相关信息。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适时通报各地推动贫困劳动力就业工作情况。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 “点对点”就业服务对于做好疫

情期间贫困劳动力就业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各市州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扶贫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加强组织领

导，认真履行部门职责，落实落细各项工作要求，确保疫情防控

和推动贫困劳动力就业复工两促进。

（二）加强督促指导。各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扶贫

部门要加强对县市区的督促指导，及时调度 “点对点”就业服

务工作进展，协调解决推动贫困劳动力就业复工过程中的困难和

问题。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扶贫办在疫情影响期间将对各

地 “点对点”就业服务情况进行抽查，并对工作落实不到位、

贫困劳动力就业复工推动不力的市县在全省进行通报。

（三）加强宣传引导。要加大科学防疫知识、企业复工复产

动态以及党委政府政策支持等方面的宣传力度，引导暂未复工的

贫困劳动力尽快返岗复工，投入生产一线。引导有就业意愿未就

业的贫困劳动力进一步树立正确的就业观，鼓励其通过技能培训

提升就业能力，激发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 南 省 扶 贫 开 发 办 公 室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８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联系单位：省就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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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印发《湖南省基层公共就业
服务平台能力提升行动计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４年）》的通知

湘人社发 〔２０２０〕１６号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现将 《湖南省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能力提升行动计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４）》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０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联系单位：省就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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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能力

提升行动计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４年）

　　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 （以下简称基层平台），包括街道、

乡镇、社区以及村的就业服务机构或服务窗口，负责为劳动者和

用人单位提供公共就业服务，是落实就业创业政策的重要载体。

为进一步加强全省基层平台建设，提高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能力

和水平，根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意见》（国

发 〔２０１９〕２８号）和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湖南省进一

步促进就业工作二十条措施〉的通知》（湘政发 〔２０１８〕３０号）
等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

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提供覆盖全民、贯穿全

程、辐射全域、便捷高效的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为目标，完善城

乡统筹的公共就业服务制度，扩大服务供给，创新运行机制，推

进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化、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精细化，满

足全社会对更多层次、更高质量就业创业服务的要求，不断增强

劳动者的就业获得感、提高就业满意度。

（二）基本原则。一是尊重劳动，保障基本。坚持就业是民

生之本，突出尊重劳动、崇尚技能，立足公共就业服务公益定

位，拓展就业服务功能，保障广大劳动者基本公共就业服务需

求。二是城乡统筹，健全体系。统筹利用基层公共资源，推进科

学布局、均衡配置和优化整合，加大公共就业服务资源向农村和

贫困地区倾斜力度，进一步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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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强基固本，优化服务。加强基层平台服务能力建设，加快信

息化进程，提升工作队伍专业素养，持续推进作风建设，提供优

质高效的服务，促进广大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四是

需求导向，创新发展。紧扣各类用工单位和劳动者不同需求，优

化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完善基层平台投入和运行管理机制，创

新服务方式和服务手段，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三）工作目标。到２０２４年底，全省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
基本达到设施完善、功能齐全、标准规范、方便可及、人民满意

的水平，城乡居民能够就近享受到规范、便捷、高效、满意的公

共就业服务。具体要实现以下目标：

———服务平台规范化。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基本实现 “制度标准、硬件设施、智能信息、机构组织、能力建

设、经费保障”六到位，乡镇、街道、社区平台建站率达

１００％，行政村平台建站率达９５％以上。
———服务城乡均等化。打破户籍类别和不同单位的所有制、

规模、行业限制，为有就业创业意愿的城乡劳动者提供均等多元

服务，为各类有岗位需求的用人单位提供招聘服务，实现城乡公

共就业服务资源供给均等化、服务运行一体化。

———服务内容标准化。基层平台职能职责明确，服务范围、

服务内容、服务权限清晰，服务规范、服务流程、服务标识全省

统一。

———服务队伍专业化。基层平台工作人员配备合理，人员结

构不断优化，定期轮训、专项培训制度全面实施，综合素质和业

务能力显著提升，工作人员培训合格率达到１００％。
———服务方式精细化。推行智能匹配、精准高效的职业介绍

服务，探索因人施策、精细引导的职业指导服务，提供紧贴市

场、精准定向的职业培训服务，发展 “四创”联动、精准扶持

的创新创业服务。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信息平台，推广 “互联网＋
公共就业服务”，打造集窗口服务、网上服务、移动服务、自助

服务于一体的公共就业服务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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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任务
（一）加强基层平台体系建设

１构建覆盖城乡的就业服务体系。加快乡镇、街道和社区、
行政村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建设，健全权责明确、运转流畅的基层

平台管理机制，积极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县级以

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的建设和基层平台业务指导，做到同一区域范围内基层平台以及

工作人员的管理模式保持统一。建立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服务

目录，提供就业政策咨询、招聘信息发布、就业创业证办理、求

职登记、职业培训与创业服务登记、就业指导等服务，进一步优

化服务流程，明晰工作规则，加快推进基本公共就业服务向农村

基层延伸。

２加强基层平台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基层平台与同级政务
（便民）服务中心共建共享，设立的就业服务机构或服务窗口应

配备计算机、复印／传真机、打印机、档案柜等日常办公设备。
街道、乡镇及城镇社区在２０２３年底前全部配备信息发布电子显
示屏、自助终端设备、一体机等便民设施。服务窗口上方设置服

务项目标牌，并在显著位置张贴服务内容及服务流程。同时，各

地还可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扩充公共就业服务提供渠道，

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就业创业公益企业，参与基层平台基础设施建

设，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就业创业需求。

（二）健全基层平台服务功能

３拓展就业服务内容。坚持需求导向，建立就业需求信息
按月更新制度，确保辖区内劳动者就业失业求职信息每月核实更

新一次。深入实施 “３１１”就业服务行动，对登记失业人员或城
乡登记求职人员每年至少推荐３次岗位信息、提供１次职业指
导、提供１次免费技能培训信息。职业介绍要通过信息平台、专
场招聘会实现劳动力供求双方及时匹配，提升效率，降低求职成

本。职业指导要引入职业素质测评等新工具，结合求职者个人特

点，科学制定专项职业指导计划并辅导实施。技能培训要瞄准第

三产业、新职业、新技术，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和劳动者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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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鼓励劳动者以大国工匠为榜样争做技能人才。创业扶持要

强化 “四创”联动，激活内生动力，通过创业培训、创业补贴、

创业孵化基地和创业担保贷款扶持帮助有需求的人员实现创业。

积极落实失业保险政策在稳就业中的作用，确保符合条件的失业

人员能及时获得兜底保障。实施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援助，因人制

宜确定帮扶措施，定期进行跟踪回访，帮助其尽快实现就业。

４开展就业帮扶主题服务活动。发挥基层平台对重点群体
就业帮扶的基础性作用，全省组织开展 “点亮万家灯火”就业

帮扶主题服务活动。以快速响应、精准服务就业需求为目标，以

登记失业人员、残疾人员、农村贫困劳动力、社区矫正人员、戒

毒回归人员、刑满释放人员等为重点，以微信群、ＱＱ群、信息
平台、专项活动为纽带，以推荐就业、职业训练、创业帮扶、公

益性岗位兜底安置为抓手，倡导基层平台工作人员走进千家万

户，帮扶就业困难群体就业。每年年底前，各地须总结上报 “点

亮万家灯火”就业帮扶服务活动开展情况，并组织开展主题活动

成果展示，扩大活动实效。

５规范就业服务标准。统一全省公共就业服务制度、服务
信息系统、服务标准、服务流程和服务标识。全面推行基本公共

就业服务清单管理，主动向社会公示政策清单、服务清单和经办

机构清单。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在２０２３年前完成本区
域内基层平台服务清单、服务礼仪、服务评价等方面规范的制

定，为单位和群众提供通俗易懂的办事指南。

（三）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工作队伍

６稳定充实人员力量。各地要采取公开招录 （聘用）、公益

性岗位安置和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稳定充实基层平台人员

力量，加速完善人员队伍构建机制，做到 “定岗、定员、定

费”。乡镇、街道平台工作人员原则上不少于３人，社区、行政
村平台工作人员不少于１人。鼓励各地吸纳高校毕业生、“三支
一扶”人员、大学生村官等人员到基层平台工作，优化工作队伍

年龄和专业结构。发挥湖南省公共就业服务研究基地作用，推荐

大学生到基层平台实习或见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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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实施能力提升计划。按照分级组织、全员培训的原则，
实施基层平台工作人员能力提升专项培训计划。省厅每年组织不

少于１５０人的基层平台业务骨干人员进行示范培训；市州每年按
区域内基层平台人员总数的６％组织人员进行重点培训；县市区
负责对基层平台人员进行全员培训，分年度制定轮训实施计划，

确保到２０２４年底基层平台工作人员全部轮训一次。基层平台人
员培训内容由省就业服务部门统一规划，培训时间不少于５天。
对取得劳动保障协理员或职业指导人员合格证书的，应给予相应

的激励，促进基层平台工作人员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全面提升。

８保障人员待遇。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结合各地
实际情况，指导乡镇、街道进一步完善基层平台工作人员工资待

遇、晋升通道等支撑政策，建立健全工作人员收入正常增长机

制。落实乡镇工作补贴和艰苦边远地区补贴有关政策，按规定参

加各项社会保险，稳定基层平台工作人员队伍。基层平台工作人

员工资待遇水平原则上应与本级政务 （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保持平衡。

９强化作风建设。全面落实人社系统行风建设要求，强化
基层平台工作人员的日常管理和窗口单位作风建设，切实提升群

众满意度。通过设置投诉电话或邮箱、窗口现场投诉和服务满意

度电子评价系统等多种方式，畅通监督举报渠道，及时回应群众

关切。推行 “五制”“四公开” “三亮明”工作制度，树牢 “尊

重、精准、高效”就业服务工作理念，规范工作人员和窗口服务

行为，提升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

（四）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

１０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信息平台。加快推进 “互联网 ＋就业
服务”，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提升就业服务智能化水

平。快速推广 “湘就业”微信公众号，搭建劳动力资源供需对

接网络平台。持续完善就业服务信息系统功能，推动就业信息系

统与人社各类业务系统信息实现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为各类线

上服务提供统一的接入和应用支撑。加大省公共就业信息系统推

广力度，全面使用全省统一信息系统平台经办各项公共就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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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着力加强行政村平台信息网络建设，推动省、市州、县市

区、乡镇 （街道）、社区 （行政村）五级就业服务经办实现全程

信息化。

１１提升便民服务能力。落实公共就业服务 “马上办、网上

办、就近办、一次办”要求，优化网上办事大厅、智慧人社ＡＰＰ
等网络服务平台，推动线下业务逐步拓展到线上，实现基本公共

就业网上服务 “应上尽上、全程在线”。到２０２１年底，实现吸纳
就业补贴，求职创业补贴、就业失业登记、求职招聘、职业培

训、补贴资金等基本公共就业服务事项网上自助办理。推进落实

“减证便民”行动，全面取消无法定依据的证明材料，在业务办

理中共享各类信息数据，推进公共就业服务便民利民。

（五）健全绩效评价激励机制

１２推行绩效评价制度。基层平台建设情况纳入各地促进就
业工作考核评价因素和就业补助资金安排的绩效因素。各地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根据基层平台建站质量、信息数据更新、

“３１１”就业服务行动实施、“点亮万家灯火”就业帮扶服务活动
开展情况和群众满意度等因素，科学制定本地区基层平台绩效评

估指标体系和考核办法。每年年底前对乡镇、街道和社区、行政

村基层平台工作开展情况分类进行评价，并将优秀与不合格等次

基层平台报省就业服务中心备案。１３强化评价结果激励。各地
对评定为优秀等次的基层平台要作为重点扶持对象，在政策支持

和就业资金补助方面给予倾斜；对不合格等次的基层平台要调整

充实人员、限期整改，并相应扣减就业服务补助资金。省厅每两

年开展一次充分就业街道 （乡镇）和社区 （行政村）认定工作，

分年度交替认定一批省级充分就业街道、乡镇和社区、行政村，

分别给予１０万元和５万元就业创业服务补助，所需资金由各地
从就业资金中列支。

三、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建设是贯

彻落实省委关于全面加强基层建设的决策部署，推动基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城乡劳动者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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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举措，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加强组织领导，协调各有关方面将基层平台建设纳入政府公

共服务能力建设重要内容，有计划有步骤推动落实。要结合当地

实际，细化政策措施，明确部门分工，强化协调配合，解决重点

难点问题。各地具体实施方案请在本计划印发后６０日内报省就
业服务中心备案。

（二）强化资金保障。各地要健全经费保障机制，加大对基

层平台建设的支持力度，保障基层平台设施配备、购买基层公共

就业服务、信息化建设等项目经费支出。要按照规定将街道、乡

镇平台的人员工资和工作经费足额纳入所在街道、乡镇财政预

算。基层平台建设资金的使用应严格遵守相关财经制度和就业补

助资金规定，坚持专款专用、单独核算，按规定向相关部门报送

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并接受审计、纪检等方面监督。

（三）注重宣传引导。加强公共就业服务政策的普及宣传，

正确引导社会预期，主动回应社会关切，打造公共就业创业服务

品牌，提高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社会知晓度。各地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门要积极组织开展公共就业服务基层平台学习交流

活动，广泛宣传公共就业服务的成果、经验和典型，充分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进一步凝聚推动基层平台建设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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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关于切实推进就业扶贫有关工作的通知

湘人社发 〔２０２０〕３３号

各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扶贫办：

２０２０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脱贫攻坚收
官之年。为持续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和应对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决策部署，按照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进一步做好就

业扶贫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４８号）要求，抓实抓细
就业扶贫各项工作，不断巩固扩大就业扶贫工作成果，现就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扩大就业成效。围绕贫困劳动力出得去、稳得住、留得

下，多措并举、精准施策，帮助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贫困劳

动力转移就业，帮助已外出贫困劳动力稳定务工，务必确保到

２０２０年底全省获得务工收入的贫困人口总量不少于去年、转移
就业贫困劳动力总人数不少于去年。加大返乡监测力度，最大限

度防止和减少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返乡回流。

二、加强信息管理。各地要继续加大贫困劳动力务工情况摸

查，做到人员底数清、劳动能力清、就业状态清、外出意愿清。

人社部门要依托省劳务协作脱贫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加大贫困劳

动力就业信息采集力度和更新频次，不断提高贫困劳动力数据的

时效性，９月底前向当地扶贫部门提供已转移就业贫困劳动力名
单。各地扶贫部门要依托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重点抓好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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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务工时间 （县内务工的不少于１个月，县外务工的不少于
３个月）、工资性收入 （县内务工的不低于３０００元，县外务工的
不低于９０００元）、务工地点、政策享受等相关数据的采集，加大
与当地人社部门提供的已转移就业贫困劳动力名单的比对，１０
月底前将确认已转移就业的贫困劳动力及时录入系统。各地人

社、扶贫部门要同频共振、密切配合，切实抓好外出务工贫困人

口和转移就业贫困劳动力的数据对接工作，务必确保逻辑吻合、

数据准确。

三、推动组织输出。各地要进一步落实输出地和输入地工作

责任，抓好省际、省内劳务协作和东西部扶贫协作劳务对接机制

的组织实施，认真落实本地已签订的劳务协作对接协议，精准高

效开展 “点对点、一站式”直达输送，不断提高贫困劳动力有

组织劳务输出质量，力争贫困劳动力单位就业比例超过 ５０％。
对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的企业，有条件的地区可给予一次性吸纳

就业补贴。疫情防控期间，对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规模大的企

业，可通过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给予一次性奖励。对开展有组织劳

务输出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农村劳务经纪

人，按规定给予就业创业服务补贴。对跨区域转移就业和有组织

输出稳定就业６个月以上的贫困劳动力，按规定给予转移就业交
通补助和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

四、全力稳在企业。依托全省农民工返岗服务工作专班和人

社服务专员，对吸纳贫困劳动力的企业加强用工指导、政策宣

介，及时排忧解难，落实各项援企稳岗、减税降费优惠政策。对

生产经营遇到困难、确实需要裁员的企业，提前介入指导，同等

条件下优先留用贫困劳动力；对不裁减贫困劳动力的优先落实失

业保险稳岗返还、困难企业培训补贴政策，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五、尽力稳在当地。对不得不裁减贫困劳动力的企业，指导

企业妥善处理与贫困劳动力的劳动关系，依法支付工资报酬和经

济补偿，做好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对贫困劳动力与用人单位

发生劳动争议的，启动劳动争议仲裁绿色通道，做到快立、快

审、快结。对参加失业保险的贫困劳动力，及时按规定落实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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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待遇。对未参加失业保险的符合条件对象，协调当地民政部

门按规定及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保障失业期间基本

生活。加强就业帮扶，将就业转失业的贫困劳动力纳入当地就业

困难人员范围，及时提供职业介绍、岗位推荐等服务，落实企业

吸纳、灵活就业、自主创业、公益性岗位安置等扶持政策，优先

帮助尽快转岗就业。

六、引导就近就业。各地要努力克服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产

生的影响，加大对就业扶贫车间、就业扶贫基地等载体支持服务

力度，主动落实就业扶贫载体奖补措施，确保总量稳中有增，提

升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大力开展数字平台经济促就业助

脱贫行动，鼓励各地加强与各类电商平台的合作，支持贫困劳动

力居家就业创业，符合创业条件的，按规定享受一次性创业补

贴。加大扶贫公益性岗位开发力度，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收益

８０％用于设置扶贫公益性岗位，兜底安置确有困难的未就业贫困
劳动力。各地要建立和完善扶贫公益岗位管理制度，明确岗位安

置对象、选聘流程、退出机制等，根据当地收入水平和岗位职责

内容，合理确定岗位待遇水平。要及时纠正查处安置不符合条件

人员、优亲厚友、轮流坐庄、资金补贴一发了之、变相发钱等违

法违规行为，坚决避免一村同一类岗位设置过多、一人多岗、补

贴过低等现象。各地扶贫部门要主动协调相关部门，汇总收集本

地扶贫公益性岗位安置贫困劳动力人员名单，按季度提供给当地

人社部门录入省劳务协作脱贫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七、全力就业帮扶。要依托 “点亮万家灯火”就业帮扶活

动、“７６５”重点企业帮扶制度，进一步优化细化 “３１１”就业扶
贫专业服务、公共就业专项服务、创业指导专家服务、劳务经纪

人专人服务和落实奖补政策专门服务，持续加大对未就业且有就

业意愿的未脱贫贫困劳动力、易地扶贫搬迁零就业家庭贫困劳动

力、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返乡失业贫困劳动力等重点群体的就

业帮扶工作，采用 “点对点”送岗上门的方式，不挑不拣的７２
小时内推荐上岗。加大对本地劳务品牌培育力度，结合贫困地区

劳动力素质提升培训，按规定落实以工代训补贴，积极引导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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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参加培训，对有培训意愿且未就业贫困劳动力要应培尽

培，激发贫困劳动力脱贫内生动力。

八、压实工作责任。各地要切实加强领导，细化工作内容，

保持攻坚态势，强化攻坚责任，扎实推进就业扶贫各项工作。按

照 “一个超过、两个不少于”的目标任务，确保到２０２０年底全
省获得务工收入的贫困人口总量不少于去年，贫困劳动力转移就

业总规模不低于去年，此项工作将纳入各地党委政府就业扶贫成

效考核。各地要进一步加大落实就业扶贫各项政策所需资金的保

障力度，优化支出结构，统筹使用就业补助资金、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专项资金、扶贫资金等资金，加强资金使用绩效管理，充分

发挥政策效应。各地要持续抓好作风建设，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防止数字脱贫弄虚作假。

附件：湖南省贫困人口外出务工就业情况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 南 省 财 政 厅

湖 南 省 扶 贫 开 发 办 公 室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８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联系单位：省就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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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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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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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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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人
数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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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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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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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人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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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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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有
意
愿

要
外
出

务
工
贫

困
人

口
数

有
就
业

意
愿
未

就
业
贫

困
劳
动

力
人
数

长
沙
市

５１
００
５

３７
０９
４

４６
７１
６

９１
５
９％

２９
５６
４
１１
３９
２

５７
６０

３７
４６
５

１０
１
００
％

２１
９１
５
１０
２４
１

５３
０９

１２
９４

２４
５

株
洲
市

６２
６９
５

５１
２８
５

６３
３６
２
１０
１
０６
％

２５
４９
４
１３
６１
８
２４
２５
０

５５
３２
０

１０
７
８７
％

２０
８８
１
１１
５５
８
２２
８８
１

１３
５

２４
湘
潭
市

３６
０６
１

２４
４６
２

３６
３８
９
１０
０
９１
％

１３
３７
５
１３
６９
１

９３
２３

２７
７８
２

１１
３
５７
％

８１
２８

１１
５３
５

８１
１９

７３
４

０
衡
阳
市

１０
６３
７５

９２
５４
７

１１
１２
５４

１０
４
５９
％

２５
０７
１
１６
９８
１
６９
２０
２

９７
９１
９

１０
５
８０
％

１７
１５
７
１７
２７
９
６３
４８
３

２０
７３

６４
邵
阳
市

３５
４０
６３

３３
０５
８０

３５
４１
８５

１０
０
０３
％

８４
６２
１
５２
４９
７
２１
７０
６７

３３
６９
１４

１０
１
９２
％

７４
２１
２
５３
７６
１
２０
８９
４１

３４
４

１４
６

岳
阳
市

１１
１７
６４

９８
５８
６

１０
３７
０９

９２
７
９％

４２
４９
５
２５
８９
１
３５
３２
３

９４
５３
３

９５
８
９％

３６
０７
６
２３
９５
８
３４
４９
９

５０
９

１３
常
德
市

１２
５０
３６

９９
０９
３

１３
１７
７８

１０
５
３９
％

４５
３２
８
２９
３３
８
５７
１１
２
１０
８５
３１

１０
９
５２
％

２９
３６
３
２５
４６
４
５３
７０
４

２１
１４

６１
７

张
家
界
市

９２
３３
８

８０
０８
１

８８
７９
９

９６
１
７％

３０
６２
８
１６
７６
３
４１
４０
８

８５
１９
２

１０
６
３８
％

３０
２１
４
１５
４２
４
３９
５５
４

６２
０

３１
８

益
阳
市

１０
７６
９４

１０
１４
６０

１０
８８
３２

１０
１
０６
％

４２
９６
６
３１
０１
２
３４
８５
４
１０
５１
８９

１０
３
６８
％

３９
１２
４
３４
１２
９
３１
９３
６

７５
２３
８

郴
州
市

１４
７０
４２

１２
５２
３４

１４
６０
７５

９９
３
４％

５０
８４
８
２１
６３
２
７３
５９
５
１３
５９
８６

１０
８
５９
％

５１
１６
７
１７
８９
０
６６
９２
９

１
７３

永
州
市

２３
０７
８１

２４
５９
８７

２５
３６
４０

１０
９
９１
％

７６
７８
７
１８
６０
４
１５
８２
４９

２５
３４
１７

１０
３
０２
％

７４
５７
２
２１
５７
６
１５
７２
６９

４９
７

６９
１

怀
化
市

３０
７４
２８

２６
０７
１１

３２
３１
８８

１０
５
１３
％

９６
８６
７
４５
９４
８
１８
０３
７３

２８
７１
３０

１１
０
１３
％

６５
５３
６
４５
３８
３
１７
６２
１１

２５
１４
７

娄
底
市

１４
９８
７７

１２
３２
４２

１５
８４
０７

１０
５
６９
％

４９
７８
４
４５
１９
６
６３
４２
７
１３
３８
８８

１０
８
６４
％

３５
７３
６
４０
９９
９
５７
１５
３

１９
５

２７
１

湘
西
州

２６
３９
３６

２３
６６
１０

２５
３７
８４

９６
１
５％

７０
８５
３
３４
７２
９
１４
８２
０２

２４
４９
１６

１０
３
５１
％

７２
７９
４
３２
１４
５
１３
９９
７７

５８
７３

２２
５

总
计

２１
４６
０９
５
１９
０６
９７
２
２１
８０
１１
８
１０
１
５９
％
６８
４６
８１
３７
７２
９２
１１
１８
１４
５
２０
０４
１８
２
１０
５
１０
％

５７
６８
７５
３６
１３
４２
１０
６５
９６
５
１４
４８
９

３０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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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外
出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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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
困
人
口
数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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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
外
出
务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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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
人
口
数
来
源
于
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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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
开
发
信
息
系
统
受
疫
情
影
响
外
出
务
工
情
况
统
计
模
块
。

２
转
移
就
业
贫
困
劳
动
力
人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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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业
意
愿
未
就
业
贫
困
劳
动
力
人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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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于
省
劳
务
协
作
脱
贫
综
合
信
息
服
务
平
台
。

３
当
前
外
出
务
工
贫
困
人
口
总
人
数
占
２０
１９
年
外
出
务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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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数
比
例
＝
当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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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务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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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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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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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２
０１
９
年
外
出
务
工
贫
困
人
口
数
。

４
当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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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就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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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
劳
动
力
总
人
数
占
２０
１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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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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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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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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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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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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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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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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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年
转
移
就
业
贫
困
劳
动
力
人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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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湖南省财政厅
关于印发《进一步做好全省重点水域
退捕渔民就业和社会保险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湘人社发 〔２０２０〕３７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农业农村局，财政局：

经报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将 《进一步做好全省重点水域退捕

渔民就业和社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抓好贯彻

执行。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 南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湖 南 省 财 政 厅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８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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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做好全省重点水域退捕渔民

就业和社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加强长江
流域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积极做好全省退捕渔民转产就业和社会

保险工作，确保退捕渔民上岸就业有出路、生活有保障，确保长

江流域退捕取得扎实成效，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制定本

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民生，把做好重

点水域退捕渔民就业和社会保险工作作为扛起 “两个维护”重

大政治责任的具体行动，按照全域统筹、一体推进的工作要求，

进一步加大就业和社会保险政策落实力度，分类施策、精准帮

扶，实现退捕渔民就业和社会保险工作应帮尽帮、应保尽保。

二、明确实施范围

本方案所指的退捕渔民是指农业农村部门核定的专业渔民、

持证兼业渔民和其他持证渔民。专业渔民包括持证专业渔民和无

证专业渔民。持证专业渔民是指以捕捞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

源、无田无土、非农户口、拥有合法合规渔船渔具、持有有效内

陆渔业船舶证书的渔民；无证专业渔民 （事实渔民）是指因历

史等特殊原因未持有有效内陆渔业船舶证书，但 “以捕捞收入为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无田无土、非农户口、拥有合法合规渔船渔

具”四个要素全部符合的渔民。持证兼业渔民是指持有有效内陆

渔业船舶证书、家庭人均田土面积０３亩 （含）以下，且捕捞收

入占家庭收入来源６０％以上的渔民。除上述渔民外的称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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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证渔民。

三、全面推进退捕渔民实现就业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以农业农村部门提供的退捕渔

民建档立卡信息为基础，结合 “点亮万家灯火”就业帮扶服务

活动，全面推进 “退捕渔民转业服务行动”，将有就业意愿和就

业能力的退捕渔民纳入公共就业服务对象范围，确保有就业意愿

的退捕渔民第一时间享受 “３１１就业服务”（推荐３次岗位信息、
提供１次职业指导、提供１次免费技能培训信息）、有培训愿望
的人员第一时间免费接受技能培训、“零就业”家庭第一时间实

现动态清零。各地要加强对退捕渔民定期联系和普遍服务，每月

开展一次就业帮扶信息核查，并在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完成信息

更新。

（一）送服务上门。针对退捕渔民年龄层次、就业技能等不

同特点，分类开展 “一对一”服务，主动上门牵线搭桥，通过

兑现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等方式鼓励企业招聘，开展有组织的劳

务输出等，确保每月至少为有就业意愿的渔民推荐１次就业岗
位。对退捕渔民较多的地区，要集中开展专项招聘活动，通过农

业生产、工程建设、企业用工、扶贫车间等渠道吸纳退捕渔民

就业。

（二）送培训到人。将退捕渔民纳入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免费

职业技能培训补贴范围，按规定享受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其中

符合条件的对象按规定给予生活费补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扶贫车间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吸纳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就

业并开展以工代训的，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

（三）送岗位入户。对大龄、身有残疾、长期失业和专业以

捕鱼为生计的退捕渔民，符合条件的要及时认定为就业困难人

员，落实就业援助政策。对通过市场渠道确实难以就业的，按规

定通过配合农业农村部门设置的护渔员协助巡护等公益性岗位托

底帮扶。为他们开通就业援助 “绿色通道”，只要不挑不拣，１０
个工作日内帮助其实现就业，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尚未达到领

取养老保险待遇条件、有就业意愿的，要及时提供就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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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送政策到家。凡是符合享受就业创业政策条件的退捕

渔民，要第一时间兑现政策，确保 “不漏一人” “不漏一策”。

要加快落实创业担保贷款、创业培训补贴等扶持政策，帮助开辟

就业创业门路，鼓励退捕渔民发展乡村旅游、绿色水产养殖、休

闲渔业等特色产业，拓宽转产就业创业渠道。

四、全面保障退捕渔民社会保险权益

（一）建立参保台账。农业农村部门要将建档立卡退捕渔民

个人信息及时准确提供给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县级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按照 “即退即保，应保尽保”的原则，依

据退捕渔民建档立卡情况，比对参保信息，迅速为退捕渔民办理

参保手续；要加紧优化业务信息系统，增加退捕渔民参保功能模

块，对专业渔民、持证兼业渔民和其他持证渔民身份分三类进行

标识，建立参保台账。

（二）选择参保制度。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 ３１日前年满 １６周岁，
男性未满６０周岁、女性未满５５周岁的退捕渔民，按规定自愿选
择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
日前男性已满６０周岁、女性已满５５周岁的退捕渔民，已参加养
老保险的，按相关养老保险政策执行；未参加养老保险的，全部

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三）及时缴纳保费。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按规定缴

纳养老保险费。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除一次性养老保险政

府补贴外，需按规定自主选择缴费档次缴费。

（四）落实社保补贴

１补贴标准。政府对专业渔民按每人每年３０００元标准给予
养老保险政府补贴，每户补贴不超过２人，补贴年限１５年；对
持证兼业渔民按每人每年２０００元标准给予养老保险政府补贴，
每户补贴不超过２人，补贴年限１５年。为保障退捕渔民养老生
活待遇，在此基础上，政府再按每人每年４００元，对参保的专业
渔民和参保的持证兼业渔民给予参保缴费补贴，每户补贴不超过

２人，补贴年限不超过１５年。补贴金额全部计入渔民参保个人
账户或拨付至渔民参保所在地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代发账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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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持证渔民中的生活困难对象，市州、县市区可根据实际情况

给予适当补助，具体方案由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制定并实施。

所需资金由市县统筹现有中央、省级禁捕退捕一次性补助、过渡

期补助解决。

２补贴方式。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分类确定养老保险政府补
贴人员名单，根据名单申请拨付养老保险政府补贴和参保缴费补

贴资金。县级财政部门根据农业农村部门申请，审核后将资金分

别拨付至相应养老保险账户。

（１）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退捕渔民，养老保险政府补
贴和参保缴费补贴资金一次性拨付至本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

财政专户，补贴金额一次性计入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不计缴费年限），增加个人账户存储额。已经领取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待遇的，补贴金额一次性记入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

户后，从次月起增发个人账户养老金 （计发系数为１３９）。
（２）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退捕渔民，养老保险政府补

贴和参保缴费补贴资金一次性拨付至渔民参保所在地的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代发账户。由各地农业农村部门委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按照 “先缴后补”的流程逐年代发。符合待遇领取条件时，

将个人养老保险政府补贴余额一次性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发

给本人。已领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将补贴资金一次性发给本人。

３关系转移。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按现行政策规定执行，
政府补贴资金随养老保险关系转移。

五、组织实施

（一）加强部门协同。各地禁捕退捕工作专班要制定实施方

案，根据本地区退捕渔民数量、分布、年龄结构、技能水平，制

定有针对性的安置保障攻坚方案。攻坚方案要以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
日为完成节点，明确退捕渔民调查摸底、分类帮扶、培训服务、

就业创业、社会保险、资金补助等内容，明确责任主体和工作要

求。农业农村部门应及时准确提供各类建档立卡退捕渔民实名制

信息，申请养老保险政府补贴和参保缴费补贴；人力资源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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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部门牵头做好退捕渔民就业及社会保险各项政策落实，主动配

合农业农村部门挖掘一批涉渔岗位，对吸纳退捕渔民就业的渔业

企业、种养殖场，按规定落实资金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提供

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服务，建立政府补贴资金代发台账；财政部门

负责做好资金安排并及时拨付到位。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分

解任务、传导压力、狠抓落实，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二）强化督导检查。建立分级分类督导检查工作机制，按

照职责分工开展每周调度，特殊情况随时调度，以便全面掌握退

捕渔民就业和社会保险工作进展情况。各市州应加强调度，加大

督导检查力度。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负责对退捕渔民就业政策

落实、就业帮扶情况和社会保险落实情况进行调度；省农业农村

厅负责对退捕渔民建档立卡及信访举报问题办理情况进行调度；

省财政厅负责做好相关财政补助资金安排，按规定及时足额拨付

资金。对工作被动应付、推进不力、问题突出的地方要进行个别

约谈、通报批评、问责追责。

（三）加大宣传力度。各地要充分利用报刊、电视、网络等

媒介，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加强政策解读，对参保登记、待遇领

取、政府补贴、转移接续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解答，及时回应群众

关切。

原政策规定和实施办法与本方案不一致的，以本方案规定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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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

社会保险费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１１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纾解企业困难，推动企业有序复工复产，支持稳定和

扩大就业，根据社会保险法有关规定，经国务院同意，现就阶段

性减免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以下简称三项

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自２０２０年２月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除湖北省

外）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以下统称省）可根据受疫情影响情

况和基金承受能力，免征中小微企业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

分，免征期限不超过５个月；对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 （不含

机关事业单位）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可减半征收，减征期

限不超过３个月。
二、自２０２０年２月起，湖北省可免征各类参保单位 （不含

机关事业单位）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免征期限不超过５
个月。

三、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企业，可申请缓缴

社会保险费，缓缴期限原则上不超过６个月，缓缴期间免收滞
纳金。

四、各省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局、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 《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 （工信部联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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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３００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确定减免企业对象，
并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不增加企业事务性负担。

五、要确保参保人员社会保险权益不受影响，企业要依法履

行好代扣代缴职工个人缴费的义务，社保经办机构要做好个人权

益记录工作。

六、各省级政府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确保各项社会保险待

遇按时足额支付。加快推进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确保年底前实现

基金省级统收统支。２０２０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
剂比例提高到４％，加大对困难地区的支持力度。

七、各省要结合当地实际，按照本通知规定的减免范围和减

免时限执行，规范和加强基金管理，不得自行出台其他减收增支

政策。各省可根据减免情况，合理调整２０２０年基金收入预算。
各省要提高认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抓紧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尽快兑现减免政

策。各省印发的具体实施办法于３月５日前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备案。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税

务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切实履行职责，加强沟通配合，全力做

好疫情防控期间企业社会保险工作，确保企业社会保险费减免等

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 政 部

税 务 总 局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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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社会
保险基金要情报告制度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２１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部社保中心、央保中心：

为加强社会保险及补充保险基金监督工作，完善基金要情报

告机制，及时掌握基金安全情况，强化基金安全评估和形势研

判，提高基金管理风险防控和治理能力，现将修订后的 《社会保

险基金要情报告制度》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０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基金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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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基金要情报告制度

第一条　 ［制定依据］为加强社会保险及补充保险基金监

督工作，及时掌握基金安全情况，强化基金安全评估和形势研

判，提高基金管理风险防控和治理能力，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适用范围］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

其依法依规承担管理监督职责、本行政区域内发现的基本养老、

失业和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基金及企业 （职业）年金基金等要

情 （以下简称要情）报告的管理活动适用本制度。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具体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要情报告的管理工作。

第三条　 ［完善落实要情报告制度一般性要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制度，结合本地区

实际，建立健全要情报告制度并严格执行，加强要情报告规范

化、标准化、信息化管理，确保依规、按时、完整、准确报告，

做到有情则报、急情快报、应报尽报、全面报告。

上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行政部门完善和落实要情报告制度的指导和督促。

第四条　 ［要情报告责任制］要情报告实行单位领导负责

制。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是本行政区

域要情报告第一责任人，负主要领导责任；其他负责人按工作分

工，负相应领导责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社会保险基

金监督机构负责人负报告监督责任。要情发生、发现单位负责人

负报告直接责任。

上报的要情必须由报告单位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签名并

加盖单位公章。各级报告单位对所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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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负责。

第五条　 ［要情定义及发现途径］本制度所称要情是指基

本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基金及企业 （职业）年金

基金涉嫌被贪污挪用、欺诈骗取以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造成基金

损失等情况。

要情发现途径包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其委托机构

监督检查、经办机构审核和稽核内审内控检查、媒体披露、受理

举报投诉、审计机关审计、其他行政部门监督检查、纪检监察机

关立案审查调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法院立案审理及其他方式

和渠道等。

第六条　 ［要情分类］要情分为普通要情和重大要情：

（一）普通要情是指涉及基金金额１万元以上 （含）、５０万
元以下的；金额虽未达到１万元，但是被立案审查调查侦查的；

（二）重大要情是指涉及基金金额 ５０万元以上 （含）的；

金额虽未达到５０万元，但涉及社会保险工作人员贪污挪用骗取
基金被立案审查调查侦查的，或者涉及３人以上 （含）团伙作案

的，或者涉及个人５０人以上 （含）的，或者涉及单位３个以上
（含）的；或者其他性质严重并造成恶劣影响的。

第七条　 ［同批同案并案情形要情管理］对于同批查处、

属于同一经办机构经办管理、涉及多人采取同种类型违法违规行

为的要情，原则上合并报告，合计涉及金额或者对象数达到重大

要情标准的，应当按照重大要情管理。

对于涉及多个单位或者个人同案或者并案处理的要情，符合

重大要情标准的应当按照重大要情管理，不得任意拆分为普通要

情管理。

第八条　 ［要情报告分类和报送一般性要求］要情报告包

括要情发现报告、要情进展报告和要情终结报告。

重大要情发现、进展和终结报告应当按照本制度规定的程

序、内容和时限报送。普通要情发现、进展和终结报告的报送程

序、内容和时限，由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根据本制度

并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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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重大要情发现报告报送］市、县级发生重大要

情的，应当在发现５个工作日内，同时报告上一级、省级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在收

到下级重大要情发现报告３个工作日内，报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局。

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本级发生重大要情的，省级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在发现５个工作日内，报告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局。

对于性质严重、情况紧急的重大要情，应当即时报告，可先

进行口头报告和书面简报，再进行正式书面报告。

第十条　 ［经办机构发生发现要情报告］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发生、发现的普通要情，应当在发现５个工作日内报告同级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发生、发现的重大要情，应当在发现

３个工作日内报告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于性质严
重、情况紧急的，应当即时报告，可先进行口头报告和书面简

报，再进行正式书面报告。相关要情应当同步报告上级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

第十一条　 ［重大要情发现报告内容］重大要情发现报告

内容主要包括：

（一）要情基本情况。包括：发现要情的时间和方式，要情

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涉案手段、金额、险种以及涉案单位和涉案

人员情况等；

（二）初步处理情况和应对措施；

（三）报告单位认为其他需要报告或说明的情况；

（四）报告单位，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第十二条　 ［重大要情进展报告报送］要情报告单位应当

根据本制度及上级要求和实际情况报送重大要情进展情况。重大

要情进展情况每半年至少报告一次，有重要进展的应当及时报

告。

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在报告期后或者收到下

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同级经办机构重大要情进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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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个工作日内，报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局。
对于同一时间报告多个重大要情进展情况的，可以一同行文

报送。

第十三条　 ［重大要情进展报告内容］重大要情进展报告

内容主要包括：

（一）要情基本情况；

（二）涉案基金和责任人处理进展情况；

（三）已采取的应对措施及落实情况；

（四）下一步拟采取的措施；

（五）报告单位认为其他需要报告或说明的情况；

（六）报告单位，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第十四条　 ［重大要情终结报告情形］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的重大要情，应当报送要情终结报告：

（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已依

法履行相关职责；

（二）案情已查清；

（三）已梳理管理漏洞并采取相应防范措施；

（四）已作出行政处理处罚、协议处理以及依法追究责任人

责任或者已进入纪检监察、司法诉讼程序的；

（五）基金已全额追回，或者基金虽未全额追回但已进入司

法机关法定追退程序的。

第十五条　 ［重大要情终结报告报送］省级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在确定要情处置终结１０个工作日内，将重大
要情终结报告报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局。情

况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报告时限，最长不超过 ２０个工作日。
对于同一时间报告多个重大要情终结情况的，可以一同行文

报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收到下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

部门或同级经办机构重大要情终结报告后，应当及时组织力量进

行研判，对于符合要情终结条件的，确定要情处置终结；对于不

符合要情终结条件的，继续作为未终结要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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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重大要情终结报告内容］重大要情终结报告

内容主要包括：

（一）要情详细情况；

（二）涉案基金处理情况；

（三）责任主体及对责任人的处理 （处罚、处分）情况；

（四）遗留问题和事项及解决办法或方案；

（五）原因分析及经验教训；

（六）改进和加强基金管理风险防控的措施及落实情况；

（七）报告单位认为其他需要报告或说明的情况；

（八）附件：要情处置相关文书和证据材料。

第十七条　 ［重大要情处置终结后事项管理］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重大要情处置终结后遗留问题和事项

的跟踪和督促，有重要进展或者解决完成的，应当在１０个工作
日内向上一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报告有关情况。

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收到下级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或同级经办机构重大要情处置终结后事项有关情况报

告１０个工作日内，报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基金监管
局。

第十八条　 ［要情情况定期汇总分析报告］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定期对本地区要情进行汇总分析，研判基金安

全形势，评估基金管理运行风险，形成要情情况报告，报送上一

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于年度结束后３０个工
作日内报送上年度社会保险基金要情情况报告，并附社会保险基

金要情表。

无要情发生的也要报零报告。

第十九条　 ［年度要情情况报告内容］年度要情情况报告

内容主要包括：

（一）要情总体情况及分析；

（二）重大要情情况及分析；

（三）涉及社保工作人员要情情况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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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地区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成效和经验教训；

（五）本地区完善和落实要情报告制度情况；

（六）报告单位认为其他需要报告或说明的情况。

第二十条　 ［要情情况通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应当根据基金监管工作需要和要情报告实际情况，做好本地区要

情情况通报工作，加强案例警示教育。

第二十一条　 ［要情台账和信息化管理］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应当建立要情台账，指派专人对要情进行登记管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充分利用社会保险基金监管

信息管理系统，加强要情报告信息化管理。

第二十二条　 ［要情档案管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

门应加强要情档案管理，建立健全立卷归档、保管和查阅登记制

度，妥善保管相关材料，确保档案完整和安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于要情已确认处置终结的，应

当及时收集、整理相关材料，分险种进行立卷归档。对于重大要

情应当分别单独立卷。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建立要情报告电子档案的，电子

档案应当与纸质档案内容一致。

第二十三条　 ［责任追究］要情发生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行政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存在以下情形的，由上级或者同级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进行督促、约谈、通报，并依法依纪

追究或者建议有关部门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一）对已知发生要情而不调查核实、不处理的；

（二）对发现要情隐瞒不报、谎报或拖延不报的，特别是其

他部门已经反映或者媒体已经披露的；

（三）其他违反本制度的情形。

第二十四条　 ［施行］本制度自２０２０年４月１日起施行。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社会保险基金要情报告制度的通

知》（劳社部发 〔２００６〕４３号）同时废止。

附件：社会保险基金要情台账及相关报告文书和附表格式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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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关于２０２０年调整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２２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经国务院批准，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起调整企业和机关事业
单位退休人员 （以下简称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现就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整范围。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
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

二、调整水平。全国总体调整比例按照２０１９年退休人员月
人均基本养老金的５％确定。各省以全国总体调整比例为高限确
定本省调整比例和水平。

三、调整办法。继续采取定额调整、挂钩调整与适当倾斜相

结合的办法，并实现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调整办法基本

统一。定额调整要体现公平原则；挂钩调整要体现 “多缴多

得”、 “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可与退休人员本人缴费年限

（或工作年限）、基本养老金水平等因素挂钩；对高龄退休人员、

艰苦边远地区退休人员，可适当提高调整水平。继续确保企业退

休军转干部基本养老金不低于当地企业退休人员平均水平。要进

一步强化激励，适当加大挂钩调整所占比重。

四、资金来源。调整基本养老金所需资金，参加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的从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列支，参加机关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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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的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

列支。对中西部地区、老工业基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在京中

央国家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中央财政予以适当补助。未参加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调整所需资金由原渠道解决。

五、组织实施。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是提高保障和改

善民生水平的重要措施，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广大退休人员

的亲切关怀。各地区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

施，加强宣传解读，确保调整工作平稳进行。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统一部署，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于２０２０年５
月３１日前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备案。各地区要严格
按照两部备案同意的实施方案执行，切实采取措施加强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收支管理，提前做好资金安排，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

额发放，不得发生新的拖欠。对自行提高调整水平、突破调整政

策、存在违规一次性补缴或违规办理提前退休的地区，将予以批

评问责，并相应扣减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在京中央国家机关及所

属事业单位的调整方案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制定并组

织实施。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 政 部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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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关于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４０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

围、更好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的决策部署，确保失业人员待遇

应发尽发、应保尽保，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

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做好失业人员生活保障的重要意义。扩大失业

保险保障范围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保障

基本民生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部署，对于做好困难群众兜底保

障、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各地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充分发挥失业保险保生活基础功能，抓紧抓实抓细政策落地见

效，努力扩大受益面，切实保障参保失业人员基本生活。

二、及时发放失业保险金。对参保缴费满１年、非因本人意
愿中断就业、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失业人员，应及时

足额发放失业保险金，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按规定发放价格临

时补贴、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自２０１９年１２月起，延长大龄失
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且

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１年的失业人员，可继续发放失业保险金至
法定退休年龄。

三、阶段性实施失业补助金政策。２０２０年３月至１２月，领
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的失业人员、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

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可以申领６个月的失业补助金，标准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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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当地失业保险金的８０％。领取失业补助金期间不享受失业保
险金、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失业人员领

取失业补助金期满、被用人单位招用并参保、死亡、应征服兵

役、移居境外、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待遇、被判刑收监执行的，停发失业补助金。领取失业补助金期

限不核减参保缴费年限。失业补助金按月发放，从失业保险基金

“其他支出”科目列支。

四、阶段性扩大失业农民工保障范围。对 《失业保险条例》

规定的参保单位招用、个人不缴费且连续工作满１年的失业农民
工，及时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２０２０年５月至１２月，对２０１９年
１月１日之后参保不满１年的失业农民工，参照参保地城市低保
标准，按月发放不超过３个月的临时生活补助。与城镇职工同等
参保缴费的失业农民工，按参保地规定发放失业保险金或失业补

助金。

五、阶段性提高价格临时补贴标准。２０２０年３月至６月，对
领取失业保险金和失业补助金人员发放的价格临时补贴，补贴标

准在现行标准基础上提高１倍。
六、畅通失业保险待遇申领渠道。各地要优化经办流程，减

少证明材料，取消附加条件，让参保失业人员方便快捷得到保

障。参保失业人员可凭社会保障卡或身份证件申领失业保险金、

失业补助金、一次性生活补助或临时生活补助，可不提供解除或

者终止劳动关系、失业登记证明等材料。经办机构应通过核验参

保信息库中的参保缴费信息，确认申领人员是否符合领取条件对

应的失业状态，不得增加其他义务、条件或时限要求。各地要在

实现线上申领失业保险金基础上，于６月底前实现失业补助金等
其他失业保险待遇线上申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建立领取失业

保险金、失业补助金全国线上申领入口，并向地方提供全国参保

信息联网核验服务。

七、切实防范基金运行风险。各地要密切关注失业保险基金

运行情况，加强监测预警，对困难地区及时做好帮扶。要结合本

地失业保险基金结余情况，做好资金测算，合理确定补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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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保障保生活支出。基金支撑能力较弱的统筹地区，要适时调

整基金支出方向和结构。有条件的省份要充分发挥省级调剂金作

用，支持统筹地区各项政策有序实施。要强化监督管理，严防冒

领、骗取、套取基金行为，切实维护基金安全。

八、做好组织实施工作。各地要围绕应发尽发、应保尽保的

目标任务，统筹谋划，周密部署，压实工作责任，建立健全抓落

实的体制机制，确保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政策尽快落地见效。

地方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部门要主动履职尽责，加强工

作调度，做好政策宣传解读，提高政策知晓度，及时回应群众关

切。各地在执行中遇有重大情况和问题，及时报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 政 部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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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阶段性减免
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
期限等问题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４９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

部、税务总局印发 《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１１号），自２０２０年２月起阶段性减免企业基
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以下称三项社会保险）单

位缴费部分，减轻了企业负担，有力支持了企业复工复产。为进

一步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应对风险、渡过难关，减轻企业

和低收入参保人员今年的缴费负担，经国务院同意，现就延长阶

段性减免企业三项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期限等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以下统称

省）对中小微企业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免征的政策，延长

执行到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底。各省 （除湖北省外）对大型企业等其他

参保单位 （不含机关事业单位，下同）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

部分减半征收的政策，延长执行到２０２０年６月底。湖北省对大
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免征的政策，

继续执行到２０２０年６月底。
二、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企业，可继续缓缴

社会保险费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底，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三、各省２０２０年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基数下限可继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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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个人缴费基数下限标准，个人缴费基数上限按规定正常
调整。

四、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单位方式参加三项社会保险的，

继续参照企业办法享受单位缴费减免和缓缴政策。

五、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

各类灵活就业人员，２０２０年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确有困难的，
可自愿暂缓缴费。２０２１年可继续缴费，缴费年限累计计算；对
２０２０年未缴费月度，可于 ２０２１年底前进行补缴，缴费基数在
２０２１年当地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自主选择。

六、各省要严格按照规定的减免范围、减免时限和划型标准

执行，确保各项措施准确落实到位，不得突破本通知的政策要

求，不得自行出台其他减收增支政策。要统筹考虑今年减免政策

等因素，按程序调整２０２０年社保基金收支预算。
七、各省级政府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加快推进三项社会保

险省级统筹工作，确保２０２０年底前实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省级统收统支。要加强资金调度，做好资金保障工作，确保

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支付。

各省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

１０日内出台，并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备
案。要抓紧组织实施，进一步将减免企业三项社会保险费等各项

政策落细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将适时

对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 政 部

税 务 总 局

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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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因履行工作
职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护
及相关工作人员有关保障问题的通知

人社部函 〔２０２０〕１１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财政厅 （局）、卫生健康委：

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治工作，保障防治人员的权

益，现就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和救治工作中，因履行工

作职责而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的有关保

障问题通知如下：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和救治工作中，医护及相关工作人

员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或因感染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死亡的，应认定为工伤，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已参加工伤保险的上述工作人员发生的相关费用，由工伤保

险基金和单位按工伤保险有关规定支付；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由

用人单位按照法定标准支付，财政补助单位因此发生的费用，由

同级财政予以补助。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密切配合，

搞好服务，及时共同做好上述人员的工伤认定和待遇支付工作。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 政 部

国 家 卫 生 健 康 委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３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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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公布
失业保险金网上申领平台的通知

人社厅发 〔２０２０〕９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

保障，确保失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发放，同时，减少现场经办防

范交叉感染，有效维护群众身体健康，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已实现失业保险金网上申领的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

单列市网上经办平台网址、ＡＰＰ、二维码或公众号，将在人社部
官网、官方公众号、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及 “掌上

１２３３３”ＡＰＰ向社会公布，请各地切实保障网上申领渠道畅通。
二、各省、自治区要主动将辖区内已实现失业保险金网上申

领的地 （市、州、盟）的网上经办平台网址、ＡＰＰ、二维码或公
众号，通过人社部门官网、官方公众号、ＡＰＰ等渠道向社会公
布。在上述渠道的显著位置，同时公布本地区失业保险金网上申

领流程和办事指南，并通过发送短信、微信等方式将相关信息主

动推送给参保企业和参保人员。

三、对目前暂不具备网上申领条件的经办机构，可通过电话

申请或邮寄材料等方式，尽可能实行失业保险金不见面申领，要

及时公布办理电话和邮寄地址。对确需到现场办理的，可采用告

知承诺的方式，精简材料，优化流程，缩短办理时间，降低交叉

感染风险。

四、各省、自治区要指导、督促、帮助未实现网上申领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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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盟）抓紧优化和调整经办信息系统，结合全国统一社

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结合社会保障卡功能的拓展，尽快实

现网上经办，方便群众足不出户办理业务。

附件：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失业保险金网上申

领平台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２月３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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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

失业保险金网上申领平台

城市 失业保险金网上申领平台

直辖市：

　北京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公共服务平台“就

业超市”（
!""#$%%2>1>)+,&)(:<&<0-)-'.)/0%&?/?%&?/,%<0@:A)!"*;

）、北

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微信公众号“北京人社”

　天津 天津人力社保
BCC

　上海 上海人社
BCC

　重庆 重庆掌上
63888BCC

省会城市：

　石家庄 河北人社手机
BCC

　太原 民生山西
BCC

　呼和浩特
呼和浩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上服务大厅

!""#$%%65D)

74)5)344$E5E3%#:+,'0;'-<0%

或呼和浩特
63888BCC

　沈阳 盛京好办事
BCC

　长春
长春市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

!""#,$%%111)//,!(A)'+-)/0

或

长春社会保险微信公众号

　哈尔滨
哈尔滨政务服务网（

!""#$%%F121)!=+(<0)-'.)/0%

）或哈尔滨智

慧人社
BCC

（仅支持安卓系统）

　南京 “我的南京”
BCC

　杭州 浙江政务服务网
G

网址：
111)F&F121)-'.)/0H

或浙里办
BCC

　合肥 支付宝城市服务

　福州 榕
:

社保卡
BCC

　南昌
南昌社会保障网上大厅

!""#$%%36E)354)683)4$E55D%>==%#:+,'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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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失业保险金网上申领平台

　济南 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网站
!""#$%%&0,<)&0!+,,)&<0=0)-'.)/0

　郑州
河南省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平台

!""#$%%333)648)84)636%#'+"=;%I%

!'*:

　武汉
支付宝城市服务或湖北政务服务网

!""#$%%F121)!>(:<)-'.)/0%

,%<0@:A)!"*;

　长沙 长沙市
63888

服务平台
111)/,63888)/'*

　广州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
111)!+,,-F)-'.)/0

　南宁 “南宁智慧人社”
BCC

　海口 海南政务服务网
!""#,$%%1,,#)!=<0=0)-'.)/0%

　成都
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成都市就业网上经办系统

!""#,$%%:,)/@!+,,)/!:0-@>)-'.)/0$J7EE%/@1"K"%;'-<0)&,#

　贵阳 贵阳市人社通
BCC

（仅支持安卓系统）

　昆明 “就业彩云南”公众号

　拉萨 西藏公共就业服务网上大厅
36E)35D)6E5)683

　西安
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政务服务网

!""#$%%6)EJ)6E)

6E3$ED6J%

　兰州
甘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办事大厅

111)+,")-=0,>)-'.)

/0$E5E5

　西宁
青海人社通手机

=##

或青海人社官方网站
!""#$%%+,")K<0-!=<)

-'.)/0%K!+,"%<0@:A%

　银川 “我的宁夏”
BCC

　乌鲁木齐 新疆智慧人社手机
BCC

（仅支持安卓系统）

计划单列市：

　大连
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上办事大厅

!""#$%%(,@")@;?


>0)1'+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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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失业保险金网上申领平台

　青岛
青岛人社

BCC

或“青岛
B<

人社”公众号，青岛就业网
!""#$%%

&?)K<0-@=')-'.)/0%#=-:,%1,&(%&<0-(=0)!"*;

　宁波 浙江政务服务网
G

网址：
111)F&F121)-'.)/0H

或浙里办
BCC

　厦门
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

G

网址：
!""#$%%!+,,)A*)-'.)

/0%H

　深圳
<

深圳
BCC

、“粤省市”“深圳人社”“深圳社保”公众号或广

东政务服务网
!""#,$%%,<#>(),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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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规范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

考核验收方案的通知
人社厅发 〔２０２０〕６６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财政厅 （局）：

规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 （以下简称规范省

级统筹）是尽快实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基础。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今年要 “实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省级统收统支”。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部门要充分

认识规范省级统筹的重要意义，加强协调配合，精心组织部署，

按时完成规范省级统筹的各项任务。特别是目前仍未实现养老保

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的省份要加大工作力度、加快推进，确保年

底前实现基金省级统收统支。

按照 《关于规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的通

知》（人社部发 〔２０１９〕１１２号）要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以下简称两部）将对各省规范工作逐一进行考核验收。

为加快推进规范工作，明确规范工作标准，两部制定了 《规范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考核验收方案》，现印发给你们，

请按照要求，认真准备有关文件和材料，尽早向两部提出考核验

收申请。两部将组成工作组，对各省份规范省级统筹工作分批进

行考核验收，对于考核验收合格的省份，两部联合发文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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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

附件：规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考核验收方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办公厅

财 政 部 办 公 厅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０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养老保险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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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规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省级统筹考核验收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推进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
统筹 （以下简称省级统筹）的决策部署，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规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省级统筹制度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１９〕１１２号，以下简称
１１２号文件）要求，做好对各省规范省级统筹考核验收工作，制
定本方案。

一、考核验收目标

按照国务院关于省级统筹工作的总体要求，各省份要在

２０２０年底前，规范省级统筹制度，实现基金省级统收统支。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 （以下简称两部），将按照１１２号文
件七方面工作标准 （以下简称 “七统一”），以统一养老保险政

策和基金统收统支为重点，对各省省级统筹规范工作进行考核验

收，确保相关各项工作符合１１２号文件要求，高质量完成规范省
级统筹的任务。

二、考核验收内容

按照 “七统一”的工作要求，重点考核各省份规范省级统

筹所采取的措施及实施情况。

（一）统一养老保险政策。省级政府按照国家养老保险制度

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统一规范各项养老保险政策所采取的

措施。重点是参保政策适用范围和条件、参保单位和个人缴费比

例、个人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标准、单位缴费工资基数核定政

策、养老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等。对于按

规定可以逐步规范政策的，应提出明确的工作计划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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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一基金收支管理。基金省级统一集中管理、 “收支

两条线”全额缴拨、统收统支，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省内各地基金累计结余限期全部归集至省级财政专户。建立部门

之间对账机制。

（三）统一基金预算管理。完善预算管理体制，通过预算绩

效考核督促地方各级政府落实责任。全省统一编制基金预算，实

行全程预算监督，严格规范收支内容、标准和范围。确保省级统

筹基金按时足额调度到位。

（四）统一责任分担机制。明确省级政府承担全省企业离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的主体责任。建立养老保险工作

责任分担机制。制定各地各级政府共同分担基金缺口的办法。

（五）统一集中信息系统。建立省级集中的社会保险信息系

统，支持全省养老保险实时进行联网经办、基金财务监管及经办

业务监管。实现社会保障卡发行应用全覆盖，开展养老保险业务

网上申办和查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税务等部门实现系

统互联互通，实现数据资源省级集中管理。

（六）统一经办管理服务。在参保登记、权益记录、转移接

续、待遇领取等方面实现全省标准统一、流程规范、异地通办。

建立省级统筹运行情况实时监控体系。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

经办管理服务模式。健全政策、经办、信息、监督 “四位一体”

的基金管理风险防控体系。

（七）统一激励约束机制。省级政府应建立养老保险工作激

励约束机制，对各地加强工作监督、进行奖励和问责所采取的措

施及实施情况。

三、考核验收标准

考核规范省级统筹共设立七个方面２９个验收项目，各项目
验收方式及验收标准见附表。根据各项目达标情况确定总体验收

结果。

总体验收合格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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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养老保险政策、统一基金收支管理、统一基金预算

管理等三个方面，所有验收项目须全部达标。

———统一责任分担机制、统一激励约束机制等两个方面，原

则上须全部达标。

———统一集中信息系统、统一经办管理服务等两个方面，须

基本达标。

四、考核验收程序

对省级统筹的考核验收，按照开展自查、申报验收、初步审

核、实地考核、综合评议、确认合格六个步骤进行。

１·开展自查。各省份按照 “七统一”标准，对本省省级统

筹进行全面评估并形成自查报告。各省份对自查报告及相关材料

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２申报验收。具备考核验收条件的省份，在总体时间安排
之内，由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部门正式提出验收申请报

告，并附自查报告以及按照考核验收项目准备的材料，包括资料

清单、相关文件及情况说明。

３初步审核。两部组织对申报验收省份提交的自查报告等
有关材料进行初步审核。

４实地考核。对初步审核通过的省份，两部组织考核组开
展实地考核验收。实地验收采取听取汇报、核查资料、开展访

谈、系统操作等方式进行。

５综合评议。考核组根据各省自查报告、初步审核和实地
考核情况进行综合评审，确认各验收项目是否达标，形成考核验

收报告，提出规范省级统筹是否合格的意见。

６确认合格。对于考核验收合格的省份，由两部发文予以
确认。对不合格的省份，两部提出限期整改意见，整改工作到位

后，两部再次验收确认。

五、考核验收工作安排

两部成立考核验收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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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养老保险司。成员单位包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养老保险司、

基金监管局、社保中心、信息中心，以及财政部社会保障司等单

位。考核验收工作小组将根据各省规范省级统筹时间表及工作进

展情况，分批进行考核验收。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启动实施省级统收统支的省份，原则上
应于２０２０年６月底前完成自查并向两部提出验收申请。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至６月３０日前启动实施省级统收统支的省

份，原则上应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底前完成自查并向两部提出验收
申请。

其他２０２０年未申报验收的省份，应确保在 ２０２０年底前实
施，并最迟于２０２１年４月底前完成自查并向两部提出验收申请。

考核验收工作完成后，两部将向国务院报送规范省级统筹制

度全面工作总结。

附表：规范省级统筹制度考核验收表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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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推进失业保险金
“畅通领、安全办”的通知

人社厅发 〔２０２０〕２４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加快推动线上申领失业保险

金，确保失业人员应发尽发、应保尽保的重要指示精神，应对疫

情防控期间及其后可能出现的失业风险，切实保障失业人员的基

本生活，确保失业保险金按时足额发放，现就进一步畅通申领渠

道、优化经办服务等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

足１年的失业人员，可继续发放失业保险金直至法定退休年龄，
实施时间自２０１９年１２月起。失业人员的领金期限、就业失业状
态、法定退休年龄可通过失业保险参保缴费记录、身份证信息等

内部信息比对确定。续发失业保险金无需个人提出申请，失业人

员按照规定同时享受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等其他失业保险待遇。

续发期间发生社会保险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停止发放失业保险金

情形的，停止续发失业保险金。

二、失业人员在失业期间，可凭社会保障卡或身份证件到现

场或通过网上申报的方式，向参保地经办失业保险业务的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或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以下简称经办机构）申领

失业保险金。经办机构应当受理，并根据失业人员累计参保缴费

时间核定其领金期限，按照申请之日当地失业保险金标准，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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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失业保险金。

经办机构认定失业人员失业状态时，应通过内部经办信息系

统比对及信息共享，核实用人单位已停止为失业人员缴纳社会保

险费即可确认，不得要求失业人员出具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证

明、失业登记证明等其他证明材料。

三、加速推进失业保险金网上申领，力争在２０２０年４月底
前，所有地 （市）均能实现失业保险金网上申领，力争在６月底
前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实现手机申领。要及时做好与

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和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开通的失业

保险金网上申领统一入口的对接，推进全国范围 “一网通办”。

网上经办系统应做到界面友好、标识清晰、指示明确、路径简

洁，凡能够通过内部比对获取的信息，应自动生成电子表单，请

失业人员确认即可。系统应当包含纠错功能，及时在线受理群众

异议，限时反馈处理结果。

四、失业人员申领失业保险金，经办机构应依据社会保险法

和 《失业保险条例》规定的领金条件进行审核，不得增加失业

人员义务，不得附加和捆绑培训等其他条件，不得以超过６０日
申领期限为由拒发失业保险金。不得要求失业人员转移档案；失

业人员有视同缴费年限的，可以通过内部信息共享等方式查明；

不得将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情况记入职工档案。

五、对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尚未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的参保失业人员，经办机构应在其办理失业登记后，按规定发放

失业保险金。失业人员申领失业保险金，经办机构应当同时为其

办理失业登记和失业保险金发放，实行 “一门、一窗”办理，

避免 “进多个门，跑多次腿”。

六、各地要严格执行社会保险法关于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的

规定，非法定情形不得停发。经办机构以失业人员重新就业为由

停发失业保险金时，可以用人单位是否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为标

准确定是否重新就业。

七、经办机构要加大宣传力度，提示参保单位应当履行告知

失业人员有申领失业保险金权利的法定义务。可利用用人单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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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参保缴费人员增减申报等业务的时机，向其发放 《失业保险金

申领告知书》，也可采取网上信息推送、微信、短信、电话及其

他方式提醒用人单位及时履行告知义务。用人单位与职工办理终

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时，应将 《失业保险金申领告知书》交给

失业人员。

八、各级人社部门要把好失业保险基金安全关，定期对统筹

地区领金人员信息比对核查，对核查发现已重新就业、享受基本

养老保险待遇、死亡等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情形但仍然领取失

业保险金的违规行为要及时纠正。对部级社会保险比对查询信息

系统定期反馈的疑似违规人员名单信息，要及时核实确认，防止

冒领、重复领取。经办机构对冒领、骗领等违规行为依法追究

责任。

九、加强组织领导。畅通失业保险金申领渠道，直接关系失

业人员切身利益，关系民生底线和社会稳定。各地要把 “为民服

务解难题”作为失业保险经办系统的价值追求，尽快调整完善申

领办法，确保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应发尽发，应保尽保。要学习

部分地区的先进做法，加速推进 “网上办”，提高经办服务便捷

性。要在２０２０年底前开展线上线下失业保险服务 “好差评”工

作，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措施。要加强经办人员业务培训，及时

掌握新政策、新要求，打造让人民满意的失业保险经办服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３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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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

湘政发 〔２０２０〕１９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

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 〔２０１４〕８号）和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指导意见》 （人社部发

〔２０１８〕２１号）精神，现就完善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以

下简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及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大力实施

“三高四新”战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按照全覆盖、保基本、

有弹性、可持续的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

续性为重点，全面推进和不断完善覆盖全体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充分发挥社会养老保险对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调节社

会收入分配、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目标任务

坚持和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结合的制度模式，巩固和拓

宽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资金筹集渠道，完善

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相结合的待遇支付政策，强化长缴

多得、多缴多得的激励机制，落实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健

全服务网络，提高管理水平，为参保居民提供方便快捷服务。全

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基本实现适龄参保人员应保尽保。全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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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更加公平、规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与家庭养老、社会

救助、社会福利等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相配套，更好地保障参保城

乡居民的老年基本生活。

三、参保范围

年满１６周岁 （不含在校学生），具有本省户籍，非国家机关

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

城乡居民，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在内地 （大陆）

居住且办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未就业港澳台居民，可以在居住

地按规定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四、基金筹集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

构成。

（一）个人缴费。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人员 （以下简称

参保人）应当按规定逐年缴纳养老保险费。普通参保人缴费标准

设为每人每年２００元、３００元、４００元、５００元、６００元、７００元、
８００元、９００元、１０００元、１５００元、２０００元、２５００元、３０００元
１３个档次。对重度残疾人、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缴费困难群
体，保留每人每年１００元的缴费档次。参保人自主选择缴费档
次，多缴多得。根据国家要求和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等情况，

由省适时调整全省缴费档次标准。

（二）集体补助。有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对参保人缴

费给予补助，补助标准由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会议民主确定，鼓

励有条件的社区将集体补助纳入社区公益事业资金筹资范围。鼓

励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组织、个人为参保人缴费提供资

助。补助、资助金额不超过我省最高缴费档次标准。

（三）政府补贴。政府补贴由财政安排，主要用于支付基础

养老金、个人缴费补贴、缴费困难群体代缴养老保险费等。

１对符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条件的参保人支付基
础养老金。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由中央财政给予全额补

助；省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省财政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省与

市县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分类分档比例给予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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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部分由市州、县市区财政负担。市州、县市区自行提高的基

础养老金标准，所需资金由市州、县市区财政负担。对累计缴费

满１５年 （不含补缴年限）后增加缴费年限加发的年限基础养老

金，由市州、县市区财政负担。非省直管县具体分担比例由各市

州人民政府自行确定。

２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对缴纳１００元、２００元、３００元、
４００元、５００元及以上保费档次的，政府补贴分别对应为每人每
年３０元、３０元、４０元、４０元、６０元。省财政按基本公共服务
领域省与市县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分类分档比例给

予补助，其余部分由市州、县市区财政负担。市州、县市区可对

提高缴费档次的增加补贴，具体办法由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制

定并负担所需资金。因各种原因中断缴费或隔年补缴的，中断期

间及补缴年限不享受政府的缴费补贴。

３为缴费困难群体代缴养老保险费。对重度残疾人等缴费
特别困难群体，县市区人民政府按每人每年１００元缴费档次给予
全部代缴；对其他缴费困难群体，县市区人民政府按每人每年

１００元缴费档次给予部分或全部补贴。有条件的县市区可适当提
高代缴标准。

有条件的市州、县市区可以探索建立丧葬补助制度。丧葬补

助的范围、对象和补助金标准由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制定，所

需资金由市州、县市区财政负担。

五、建立个人账户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每个参保人建立终身记录的养老保险个

人账户。个人缴费、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集体补助及其他

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组织、个人对参保人的缴费资助，全部

记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储存额按国家规定计息。

参保人不得提前退保或提前支取个人账户储存额。参保人中断

缴费的，其个人账户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予以保留，并不间断计息。

六、养老保险待遇与调整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构

成，支付终身。

·６６３·



（一）基础养老金。中央和省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分别由党

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人民政府确定。市州、县市区可根据实

际情况适当提高本地基础养老金标准。对６５周岁及以上参保城
乡老年居民予以适当倾斜。对累计缴费年限满１５年 （不含补缴

年限）的，每增加１年缴费，每月加发年限基础养老金２元。各
市州、县市区可在省级确定的年限基础养老金基础上适当提高本

地年限基础养老金标准。

根据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各级人民政府统筹考虑城乡

居民收入增长、物价变动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等其他社会保障标

准调整情况，适时调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

（二）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月计发标准为个人

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１３９。参保人死亡，个人账户中的资金余额
可以依法继承。

七、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

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个人，年满６０周岁、累计缴费满
１５年，且未领取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障待遇的，可以从符合
领取条件的次月起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

原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

时已年满６０周岁，在本意见印发前未领取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
保障待遇的，不用缴费，自２０１４年７月起，可以按月领取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距规定领取年龄不足１５年的，应逐
年缴费，允许补缴，累计缴费不超过１５年；距规定领取年龄超
过１５年的，应按年缴费，累计缴费不少于１５年。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自死亡、丧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籍的次月起停止支付养老金。待遇领取人员在领取待遇期间

服刑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每年对参保人进行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并

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等领取记录进行比对，确保不重、不漏、

不错。对于重复领取、骗取、冒领养老保险待遇的应及时追回。

八、转移接续与制度衔接

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人员，在缴费期间因户籍迁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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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转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关系的，在迁入地申请转移养老保险

关系，不转个人账户储存额，按迁入地规定继续参保缴费，缴费

年限累计计算，个人账户储存额由省按年统一进行结算；需跨省

转移的，在迁入地申请转移养老保险关系，一次性转移个人账户

全部储存额，并按迁入地规定继续参保缴费，缴费年限累计计

算。已经按规定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无论户籍是否迁

移，其养老保险关系不转移。户籍迁移前已满６０周岁的，由原
户籍地负责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和待遇发放。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优抚安置、城乡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等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农村部分计划生

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衔接，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十四五”

期间，在认定农村和城市低保对象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

老金暂不计入家庭收入。

九、基金管理与运营

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财务会计制度

和各项业务管理制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

财政专户，实行 “收支两条线”管理，独立核算，专款专用。

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基金分账核算，个人账户基金不得用于发

放基础养老金。加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账户管理，县级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设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户。省、县级

财政部门要在财政部规定的社保专户开户数范围之内，设专账

核算。

进一步健全完善个人账户基金省级集中管理制度，各县市区

用当年筹集的个人账户基金收入支付当年个人账户基金支出后，

按规定的期限结算上解。上解的个人账户基金纳入省级财政专户

管理，任何地区、部门、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挤占挪用。

各级财政补助资金应纳入财政预算，按规定及时足额拨付

到位。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按照国家统一规定投资运营，实现保

值增值。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城乡居民参加养

老保险情况以及基金的收入、支出、结余和收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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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基金监督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认真履行监管职

责，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和基金稽核监督制度，对基金的筹集、上

解、划拨、发放、存储、管理等进行监控和检查，并按规定披露

信息，接受社会监督。财政、审计部门对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

资运营情况实施监督。对虚报冒领、挤占挪用、贪污浪费、违规

投资等违纪违法行为，由有关部门按国家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十一、经办管理服务与信息化建设

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能力建设，充实

基层经办力量，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工作提供必要的人员、

场地、设施设备、经费保障。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经费纳入同

级财政预算，不得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中开支。基层财政确

有困难的地区，省级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主要负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的

统筹规划和政策制定、统一管理、综合协调，以及参保登记管

理、个人账户管理、待遇支付、保险关系注销和转移接续、档案

管理、宣传咨询等工作。税务部门主要负责受理缴费申报和保费

征收等工作。财政部门主要负责安排政府补助资金，按规定设立

财政专户等工作。民政部门主要负责提供低保、特困人员以及死

亡火化人员有关信息等工作。残联主要负责提供重度残疾人和其

他贫困残疾人有关信息等工作。

县市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业务经办管理机构要按内部控制要

求，配齐配足各岗位所需工作人员。

乡镇 （街道）要明确１名以上工作人员负责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经办工作，并保证完成工作任务所必需的工作经费。乡镇 （街

道）经办工作人员主要负责参保人员的参保和缴费信息、待遇领

取资格及关系转移接续等初审，组织开展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工

作，采集、录入、核对、上报有关信息和情况，对村 （居）民

委员会协办员进行业务培训。

村 （居）民委员会要明确１名人员协助乡镇 （街道）经办

人员办理业务，并确保完成工作任务所必需的工作经费。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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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委员会协办人员具体负责参保登记、待遇申领、关系转

移接续等业务环节所需材料的收集与上报，开展政策宣传和适龄

人员参保动员，费款代收，进行死亡申报、待遇领取资格认证、

有关情况摸底调查等信息采集和公示工作。

完善全省统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信息管理系统，纳入 “金

保工程”建设，并与其他公民信息管理系统实现数据共享。要将

信息网络向基层延伸，实现省、市、县、乡镇 （街道）、村 （社

区）实时联网；要大力推行国家统一的社会保障卡，方便参保人

持卡缴费，领取待遇和查询本人参保信息。

十二、金融服务

各县市区按照就地、就近、就便满足参保人缴费和领取养老

金的原则，采取招投标或竞争性谈判方式选择确定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合作金融服务机构。确定合作金融服务机构后，应建立对合

作金融机构服务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的考核评价制度及退出机

制，定期对合作金融机构的服务进行评估，及时反馈参保群众对

金融服务的意见。

十三、加强组织领导和政策宣传

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建立健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

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要优化财政支出结

构，加大财政投入，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提供坚实的财

力保障。要全面准确地宣传政策，深入基层开展宣传活动，引导城

乡居民踊跃参保、持续缴费、增加积累，保障参保人的合法权益。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要根据本实施意见，结合本地实

际，制定具体措施，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备案。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５年。已有规定与本意见
不一致的，按本意见执行。

湖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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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湖南省
工伤保险省级统筹的实施意见

湘政办发 〔２０２０〕５５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为推进我省工伤保险制度公平可持续发展，提高工伤保险基

金使用效率和抵御风险能力，根据 《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

例》《湖南省实施 〈工伤保险条例〉办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 财政部关于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筹的指导意见》 （人社部发

〔２０１７〕６０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就
全省工伤保险省级统筹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基本原则

统一规范。建立统一规范、高效便民的工伤保险工作体系，

完善工伤保险基金管理机制，实现服务均等化、业务规范化、管

理精准化。

职责明晰。建立职责分工明确、责任边界清晰的分级管理责

任制，强化省、市、县三级政府对工伤保险工作的主体责任，全

面落实属地责任。

缺口分担。建立省级调剂金制度，对市州基金缺口进行适当

调剂，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同时建立基金缺口分担

机制。

强化考核。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推进各地参保扩面、基金

征缴、工伤待遇支付等各项工作责任落实。

二、工作目标

在全省范围内统一工伤保险参保范围和参保对象，统一工伤

保险费率政策和缴费标准，统一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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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工伤保险待遇支付标准，统一工伤保险经办流程和信息系

统。在基金管理上，实行市 （州）级统收统支，在省级建立调

剂金，用于调剂解决各市州和省本级工伤保险基金支出缺口。

三、主要内容

（一）工伤保险基金省级调剂，市 （州）级统收统支管理。

１工伤保险基金市 （州）级统收。工伤保险基金市 （州）

级统收是指各市州工伤保险基金收入按期全额归集至市州社会保

障基金财政专户 （以下简称市州财政专户），省本级工伤保险基

金收入按期全额归集至省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 （以下简称省财

政专户）。工伤保险基金收入项目按 《湖南省实施 〈工伤保险条

例〉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２工伤保险基金市 （州）级统支。工伤保险基金市 （州）

级统支是指市州财政专户统一拨付市州及各县市区各项工伤保险

基金支出，省财政专户拨付省本级各项工伤保险基金支出。工伤

保险基金支出项目按 《湖南省实施 〈工伤保险条例〉办法》有

关规定执行。各县市区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根

据工伤保险基金支出情况按季度向市州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提出用

款申请。市州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审核汇总 （含市本级用款申请）

报市州财政部门审核批准后，由市州财政专户统一拨付至市州工

伤保险经办机构支出户，再由市州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拨付至县市

区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支出户。省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根据工伤保险

基金支出情况按季度向省财政部门提出用款申请，经省财政部门

审核批准后，由省财政专户拨付至省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支出户。

省、市州及县市区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按规定支出工伤保险基金。

３工伤保险基金预算管理和责任分担。工伤保险基金实行
预算管理，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税务等部门负责制定

本市州工伤保险基金预算管理办法。建立工伤保险基金责任分担

机制，合理确定市州、县市区政府对工伤保险基金缺口的分担责

任，责任分担的具体办法由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等部门

负责制定，报市州人民政府同意后实施。

４完善工伤保险省级调剂金制度。建立工伤保险省级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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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工伤保险费收入的５％提取作为工伤保险省级调剂金，工伤
保险省级调剂金结存规模控制在上年度全省工伤保险基金支出总

额的２５％至５０％左右。工伤保险省级调剂金用于调剂市州和省
本级工伤保险基金缺口和较大以上事故的工伤保险待遇支出。根

据工伤保险省级调剂金运行情况，可对省级调剂金提取比例适时

进行调整。工伤保险省级调剂金管理办法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会同相关部门制定。

（二）统一工伤保险参保范围和参保对象。全省行政区域内

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

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依法参加工

伤保险。建筑、铁路、公路、水运、水利、能源和机场等行业工

程建设项目可以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国家机关和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工作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具体办法由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统一部署，会同

有关部门制定。原已开展公务员参加工伤保险试点工作的市州在

全省统一政策前暂按现行规定执行。

（三）统一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和缴费标准。建立全省统一、

可浮动的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全省工伤保险一至八类行业基准费

率分别按０６％、０９％、１２％、１４％、１７％、２１％、２４％、
２６％执行。工伤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个人不缴纳工伤
保险费。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数额为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

乘以单位缴费费率之积。工程建设项目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的基

准费率统一按工程合同总造价的１８‰执行。
实行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期间，现行费率低于基准费率

的，按现行费率执行；现行费率高于基准费率的，按基准费率执

行。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到期后，全省实行统一的基准

费率。按照 “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原则，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会同相关部门可根据经济产业结构变动、工伤保险费使用

等情况对基准费率标准适时调整。

实行工伤保险费率浮动制度，各市州在统一费率的基础上可

根据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工伤保险费收支、工伤发生率、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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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病危害程度等情况对工伤保险缴费费率进行浮动。工伤保险费

率浮动办法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相关部门制定。

（四）统一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办法。市州工伤保险行

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地区工伤认定工作。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可以授权县市区工伤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县市区用人单位

职工的工伤认定工作。县市区工伤保险行政部门负责的涉及死亡

或者重大疑难的工伤认定案件应报市州工伤保险行政部门进行备

案。省本级参保单位职工涉及死亡或者重大疑难的工伤认定案

件，应由属地市州工伤保险行政部门认定并报省工伤保险行政部

门进行备案。市州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本地区劳动

能力初次 （复查）鉴定工作。省本级参保职工的工伤认定和劳

动能力初次 （复查）鉴定，按照属地原则分别由用人单位所在

地的市州工伤保险行政部门和市州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理。省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负责全省劳动能力再次鉴定工作，并指导市

州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开展工作。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工作

按照 《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

定管理办法》 《工伤保险辅助器具配置管理办法》 《湖南省实施

〈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等相关政策规定执行。

（五）统一工伤保险待遇支付标准。各地工伤保险经办机构

应当按照 《工伤保险条例》 《湖南省实施 〈工伤保险条例〉办

法》和国家、省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及标准支付相关待遇费

用。计发工伤保险待遇时，涉及到统筹地区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统一按全省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执行；工程建设项目按项目参

加工伤保险，工伤职工本人工资无法核定的，以全省上年度职工

月平均工资作为相关待遇核发基数。全省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未公布的，可暂按上年度计发标准核发相关待遇，全省上年度职

工月平均工资公布后，相关待遇再据实结算。

（六）统一工伤保险经办流程和信息系统。建立统一规范的

工伤保险经办管理服务体制，统一经办标准、规范业务流程、提

高服务质量。省级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省本级各项经办工作，

并指导各级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按规定办理业务。全省各级工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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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部门使用全省统一的工伤保险业务、财务信息系统，实现数据

互联互通、省级集中管理、业务财务无缝对接，工伤保险待遇联

网结算。

（七）统筹开展工伤预防、工伤康复、协议机构管理等相关

工作。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统筹谋划并组

织开展工伤预防、工伤康复等相关工作；要统筹管理全市州范围

内工伤保险协议机构，督促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强化协

议机构监管，确保工伤保险基金安全运行。

四、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部署安排，建

立工作机制，制定工作方案，明确任务分工和进度安排；要注重

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要强化队伍建设，配备必要力量，确

保工作有序推进。

（二）加强宣传引导。工伤保险省级统筹是一项系统性、深

层次的重大改革，涉及人群广、社会关注度高。相关部门要积极

做好政策宣传，注重舆论导向。

（三）加强风险防范。各地要认真研判推进省级统筹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问题，加强对基金的监管审计，规范基金的使用，采

取有效措施防范化解风险。省级统筹实施过程中，遇重大问题要

及时上报省级相关部门。

本实施意见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４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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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
的实施意见

湘人社规 〔２０２０〕３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直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的决策部署，支持企业渡难关、保经营、稳发展，根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

保险费的通知》（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１１号）规定，经报省人民政
府同意，现就阶段性减免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

险 （以下简称三项社会保险）有关事项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

（一）从２０２０年２月起至６月，免征全省中小微企业三项社
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职工个人缴费部分不予减免。以单位身份

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执行。

（二）从２０２０年２月起至４月，减半征收全省大型企业三项
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职工个人缴费部分不予减免。机关事业

单位以外的其他单位参照执行。

二、缓缴困难企业社会保险费

受疫情影响，申请缓缴前连续３个月累计亏损的企业，可申
请缓缴三项社会保险费，缓缴期限原则上不超过６个月，缓缴期
间免收滞纳金。已停保的企业或完全停产的企业，不再办理社会

保险费缓缴手续。

三、办理程序

（一）减免社会保险费。由统计部门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

统计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的通知》 （工信部联企业 〔２０１１〕３００号）、国家统计局 《关于

印发 〈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 （２０１７）〉的通知》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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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字 〔２０１７〕２１３号）区分大、中、小、微型企业后直接办理，
无需审批。统计部门一时无法划分清楚的，暂按中小微型企业对

待，待确认后再据实调整。

（二）缓缴社会保险费。企业向参保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提交 《困难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申报审批表》、累计亏损月份财务

报表以及与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签订的缓缴协议，经本级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批、市州汇总后，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备

案。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按季汇总缓缴情况报省财政厅备案。

四、其他事项

（一）减免、缓缴社会保险费期间，企业 （单位）应按规定

如实申报参保人员的缴费基数，确保参保人员的各项社会保险权

益不受影响。企业 （单位）要依法履行好代扣代缴职工个人缴

费的义务。社保经办机构要做好个人权益记录工作。

（二）企业 （单位）已缴纳了减免期间应减免的社会保险费

的，多缴的部分可以抵缴下期应缴的社会保险费。

（三）对 ２０２０年减免、延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在各地
２０２０年社会保险费征缴目标任务考核中相应予以调减。对延缓
至２０２１年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在各地２０２１年社会保险费征缴目
标任务考核中相应增加。

（四）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税务、统计部门要切

实履行职责，加强沟通配合，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企业社会保

险工作，确保企业社会保险费减免等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确

保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支付。

上述政策措施自２０２０年２月１日起执行，具体政策实施期
满失效。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 南 省 财 政 厅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湖 南 省 统 计 局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４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职工养老保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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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全省机关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后遗属
生活困难补助费标准的通知

湘人社规 〔２０２０〕９号

各市州党委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省直和中

央在湘有关单位：

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决定对我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

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标准作如下调整：

一、标准和发放范围

（一）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标准。

１居住在长沙市一人者，每人每月补助费由现行４６０元调
整为７５０元；二人或二人以上者，每人每月补助费由现行３９０元
调整为６３５元。
２居住在本省其他地区一人者，每人每月补助费由现行的

４２５元调整为６９０元；二人或二人以上者，每人每月补助费由现
行的３８５元调整为６３０元。

上述对象中不论家住何处，对经组织确认因工 （公）死亡

工作人员的遗属，在前述标准的基础上每人每月由现行增发１２５
元调整为２００元。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遗属 （不含配

偶）每人每月由现行增发１４０元调整为２１５元。红军遗属 （不含

配偶）每人每月由现行增发１６０元调整为２３５元。遗属系孤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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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直系亲属者每人每月由现行增发１３０元调整为２０５元。具
备两项以上增发补助费条件的按其中金额较高的一项标准发给。

（二）享受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的范围为死者生前供养的直

系亲属，具体包括：

１父 （包括养父）、夫年满６０岁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
２母 （包括养母、供养继母）、妻未从事有固定报酬工作的

（系指下列三种情况之一的：年满４５岁；丧失劳动能力；无收入
或虽有收入但不能维持本人基本生活的城镇居民）；

３子女 （包括遗腹子女、养子女、前妻或者前夫所生子女、

非婚生子女）未满１８岁或虽满１８岁但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
４弟妹 （包括同父异母、同母异父弟妹）年未满１８岁或者

虽满１８岁但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
５工作人员自幼依靠他人抚养长大，抚养人男年满６０岁或

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女未从事有固定报酬工作的 （条件同本条

第２款）；
６死者的配偶另行结婚，其未失去享受补助条件的子女

（若死者的子女送给别人为养子、养女的，则不再给予补助）；

７男到女家落户，必须靠其供养的岳父母 （条件同本条第

１、２款）；
８工作人员死亡时，其尚在普通中学、技工学校、中等专

业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学习的子女 （但享有助学金和各种生活补

贴的，应相应抵减其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

９离休、退休人员死亡后，其符合补助条件的遗属 （无固

定收入的离休人员遗孀、配偶除外）。

（三）遗属生活困难补助对象中子女有工作或有固定收入

的，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应合理分担。死者的配偶已经参加工作

的，其子女享受的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也应合理分担。

二、经费来源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后丧葬费和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

发放所需经费，按现行经费渠道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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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事项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后丧葬费暂不作调整，继续按因

病死亡标准７０００元、因工 （公）死亡标准９０００元执行。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属于 《工伤保险条例》实施范围的，

其丧葬补助金和供养亲属抚恤金按 《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

执行，不再按本 《通知》的规定享受丧葬费和遗属生活困难补

助费。

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公布之前按原标准执行），由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委组织部负责解释。

中 共 湖 南 省 委 组 织 部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 南 省 财 政 厅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９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工资福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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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
湖南省税务局关于延长阶段性
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

期限等问题的通知
湘人社规 〔２０２０〕１０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直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应对风险、渡过难关，

减轻企业和低收入参保人员今年的缴费负担，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税务总局 《关

于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期限等问题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４９号）精神，经报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就延
长阶段性减免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政策实

施期限等问题通知如下：

一、对全省中小微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以下简称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免征的政策，延长执行

到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底，以单位身份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执行。对
全省大型企业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减半征收的政策，延长

执行到２０２０年６月底，机关事业单位以外的其他单位参照执行。
已全额缴纳５

#

６月份三项社会保险费的企业和单位，对应
减征的部分，企业和单位可选择冲抵以后月份的缴费，也可选择

退回。

二、按照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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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统计局 《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实施意见》（湘人

社规 〔２０２０〕３号）规定实施缓缴社会保险费的企业，可缓缴社
会保险费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底，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三、２０１９年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
５０５４元／月，以此作为２０２０年度三项社会保险缴费基准值。２０２０
年全省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基数 （含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上限，

按规定正常调整，为１５１６２元／月；下限继续执行２０１９年个人缴
费基数下限标准，即２８５９元／月，缴费指数仍以２０２０年度缴费
基准值为基数计算。职工２０２０年实际缴费基数高于实际工资水
平的，可据实申请调整缴费基数，但不得低于２０１９年缴费基数
下限标准。灵活就业人员２０２０年实际缴费基数高于２０１９年下限
标准的，可申请调整缴费基数。

四、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

各类灵活就业人员，２０２０年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确有困难的，
可自愿暂缓缴费，不需履行申请手续。２０２１年底前补缴２０２０年
未缴费月度的，缴费基数在２０２１年全省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范
围内自主选择，缴费指数以２０２１年度缴费基准值为基数计算，
缴费年限累计计算。

五、各地要严格按本通知规定的减免范围、减免时限和划型

标准执行，确保各项措施准确落实到位，不得突破本通知政策

要求。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 南 省 财 政 厅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湖 南 省 税 务 局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职工养老保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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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２０２０年调整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

湘人社规 〔２０２０〕１１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中央在湘各单

位：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 《关于２０２０年调整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２２号）精神，经省
人民政府同意，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批准，决定从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起，为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
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调整增加基本养老金。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整范围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
养老金的退休人员 （含退职人员）。

二、调整标准

（一）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基本养老金５０元。
（二）在 （一）项调整基础上，退休人员按本人缴费年限

（含视同缴费年限，不含折算工龄），每满１年月基本养老金增加
１４元，缴费年限不满１年的记为 １年 （缴费年限计算到月），

同时，按本人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的基本养老金为基数，每月再增加
１５％。

（三）在 （一）（二）项调整基础上，对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前年满７０周岁以上 （含７０周岁）至８０周岁以下的退休人员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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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每月再增加基本养老金２３元；对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年满８０
周岁以上 （含８０周岁）的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再增加基本养老金
３４元。

（四）在 （一）（二）和 （三）项调整基础上，对艰苦边远

地区 （桑植县、江华瑶族自治县、城步苗族自治县、麻阳苗族自

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通道侗族自治县、吉首市、泸溪县、凤

凰县、花垣县、保靖县、古丈县、永顺县、龙山县）的退休人

员，每人每月再增加基本养老金８元。
（五）对基本养老金偏低的企业退休军转干部，继续按照规

定予以倾斜，认真落实相关解困标准。

（六）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已按湘政办发 〔２００３〕４４号文件
和湘劳社政字 〔２００７〕１５号文件规定参保的国有农垦企业和农
林企事业场所退休人员，待遇调整办法和标准同上。

三、资金来源

调整基本养老金所需资金，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从

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列支；按湘政发 〔２０１５〕３８号文件参加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的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中列支，所需增加的资金按属地管理原则由各市 （州）、

县 （市、区）政府负责筹措。国家和省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四、调整办法

（一）此次调整增加基本养老金，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的，由省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经办信息系统中统一设置，参

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出具 《２０２０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核对表》（附件１），经退休人员所在企业或社区核对无误后进行
调整。按照湘政发 〔２０１５〕３８号文件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基本养老保险的，由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出具 《２０２０年
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核对表》（附件１），经退休人员所在单
位核对无误后进行调整。尚未启动纳入经办机构管理的，暂由原

单位先进行调整，待启动后再据实结算。

（二）退休人员调整基本养老金的工作，各地应抓紧在７月
３１日以前完成，并于８月３１日前将本地区的 《２０２０年调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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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基本养老金情况汇总表》 （附件２）和总结报告上报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三）未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基本养老保险的，执行本通知规定的调整办法，所需资金由原

渠道解决。

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广大退休

人员的亲切关怀。各地区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认真组织

实施，适当安排经费，确保工作按时顺利完成。各级政府要切实

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足额安排养老保险基金补助，确保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按时发放，决不允许发生新的拖欠。

附：

１２０２０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核对表 （略）

２２０２０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情况汇总表 （略）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 南 省 财 政 厅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４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省人社厅职工养老保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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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工作的通知

湘人社规 〔２０２０〕１３号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

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国办发 〔２０２０〕６号）、《湖南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进一步做好稳就业

工作十六条措施〉的通知》 （湘政办发 〔２０２０〕２０号）等文件
要求，确保全省就业局势整体稳定，现就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统一政策覆盖范围

为保持政策连续性，明确全省范围内除财政全额拨款、差额

拨款单位之外的失业保险参保单位，符合条件的，均可申请一般

稳岗返还；全省范围内的失业保险参保企业，符合条件的，均可

申请困难企业稳岗返还。其中，被列入生态环境、市场监管部门

“黑名单”和司法部门 “失信被执行人”的单位，不予享受以上

两项稳岗返还。

二、加大省市调剂力度

实施企业稳岗返还的统筹地区上年度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

应具备１２个月以上支付能力，实施困难企业稳岗返还的统筹地
区上年度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应具备２４个月以上支付能力，
失业保险基金使用管理规范。对截至上年底基金累计结余备付月

数不足２４个月的统筹地区，可由省市两级调剂金调剂补足至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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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

三、细化裁员率计算方法

申领一般稳岗返还或困难企业稳岗返还时，单位裁员率可按

上年度参保职工减少人数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与上年度参保职

工人数比较确定，两种方式计算出的数值取较低者作为单位裁员

率。其中，对于用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计算出裁员率低于统筹区

控制线的单位，还需满足上年度参保职工减少人数不超过单位参

保职工总数的 ２０％，才可申领一般稳岗返还或困难企业稳岗
返还。

四、厘清两项返还标准

关于一般稳岗返还，对符合条件的参保单位，根据单位类型

确定返还标准，除财政全额拨款、差额拨款单位之外的失业保险

参保单位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５０％，其中，
①兼并重组、化解产能过剩、淘汰落后产能企业返还其上年度实
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７０％；②对不裁员或少裁员中小微企业返
还标准最高可提至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１００％ （受理期

限截止到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同时属于以上两种类型的企业，
按较高标准返还。

关于困难企业稳岗返还，对符合条件的参保企业，可按不超

过６个月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标准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其中
月人均失业保险金按照申报当月标准执行，参保职工人数按上年

１０月至本年３月的月均参保人数确定。
五、明确人力资源服务企业返还方式

从事劳务派遣业务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可为实际用工单位申

请享受一般稳岗返还，返还资金须补贴到实际用工单位，返还标

准根据实际用工单位的性质和规模确定。裁员率要以实际用工单

位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变化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依据进行计

算。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在为实际用工单位申请稳岗返还时，须提

供与实际用工单位签订的稳岗返还资金归属协议和双方企业盖章

确认的派遣人员年初、年末人员名单原件等资料。稳岗返还资金

可由失业保险基金支出户直接拨付到实际用工单位账户，也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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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拨付到人力资源服务企业账户，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根据双方协

议约定，应在资金到账５个工作日内拨付到实际用工单位。
本文件自２０２０年９月１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 南 省 财 政 厅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３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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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２０２０年调整企业
工伤人员伤残津贴和因工死亡
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的通知

湘人社规 〔２０２０〕１５号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省直有关单位：

根据 《湖南省实施 〈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省政府２６７号
令）和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财政厅 《关于

２０２０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湘人社规 〔２０２０〕１１
号）等有关文件精神，决定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起调整企业工伤
人员伤残津贴和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现就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工伤人员伤残津贴的调整

（一）调整时间和范围

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起，对 《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后 （２００４
年１月１日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前，按照 《工伤保险条例》

的规定，已享受伤残津贴的在职工伤人员调整增加伤残津贴。

（二）调整标准

符合以上调整增加伤残津贴范围的工伤人员，其伤残津贴每

人每月增加１４０元。本次调整后，伤残津贴低于２０２０年统筹地
区最低工资标准的，补足到统筹地区最低工资标准。

（三）资金来源

参加了工伤保险社会统筹并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伤残津贴的

工伤人员，增加的伤残津贴，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参加了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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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社会统筹并由用人单位支付伤残津贴的人员，增加的伤残津

贴，由用人单位支付。

未参加工伤保险社会统筹但享受伤残津贴的工伤人员，调整

伤残津贴所需资金按原渠道解决。其中已移交市州、县市区政府

管理的中央下放关闭破产企业和省属国有改革改制企业的工伤人

员，按本通知调整伤残津贴 （或伤残抚恤金）标准增加的经费，

由市州、县市区负责解决。

二、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的调整

（一）调整时间和范围

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起，对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已认定为因
工死亡职工的供养亲属仍符合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条件并按月领

取供养亲属抚恤金的人员，调整增加供养亲属抚恤金。

（二）调整标准

符合调整增加供养亲属抚恤金范围的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

属，其供养亲属抚恤金每人每月增加５６元。
（三）资金来源

调整后的供养亲属抚恤金由原渠道支付。

关闭破产时已移交市州、县市区政府管理的中央下放关闭破

产企业和已预留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的省属国有改革改

制企业，按本通知调整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标准增加的

经费，由市州、县市区负责解决。

已移交市州、县市区政府管理的省属国有改革改制企业但未

预留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的，按本通知调整因工死亡职

工供养亲属抚恤金标准增加的经费，由省级财政解决。

三、其他有关事项

（一）此次工伤人员伤残津贴和供养亲属抚恤金的调整，参

加了工伤保险社会统筹的，根据所属管辖范围和分级管理原则，

由统筹地区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在经办信息系统中统一设置，并出

具 《２０２０年调整工伤人员伤残津贴核对表》及 《２０２０年调整工
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核对表》，经工伤人员或工亡职工所在企

业或社区核对无误后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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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加了工伤保险社会统筹的用人单位，在参加工伤保

险社会统筹后享受伤残津贴的工伤人员，按照本通知第一部分的

规定调整增加伤残津贴；在参加工伤保险社会统筹后认定为因工

死亡的职工，其供养亲属中符合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条件并按月

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的人员，按照本通知第二部分的规定调整增

加供养亲属抚恤金。

（三）对于 《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前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前）发生的工伤，其工伤人员中目前仍按月享受伤残抚恤金的，

其伤残抚恤金的调整标准和资金来源按照本通知第一部分第

（二）、（三）项的规定进行。

（四）工伤人员伤残津贴和供养亲属抚恤金支付渠道有新规

定时，调整增加的经费支付渠道从新规定。

（五）已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按照 《关于２０２０年调整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文件规定调整增加基本养老金

的人员，不再按照本通知的规定调整伤残津贴和供养亲属抚

恤金。

对工伤人员伤残津贴和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的调整

提高，关系到这部分群体的切身利益。各地要高度重视，切实加

强领导，认真组织实施，确保这项工作顺利进行。

附件：

１２０２０年调整工伤人员伤残津帖核对表 （略）

２２０２０年调整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核对表 （略）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 南 省 财 政 厅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８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工伤保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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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湖南省医疗保障局

关于企业社会保险费和机关事业单位
职业年金交由税务部门征收的公告

湘人社规 〔２０２０〕２１号

根据国务院关于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改革部署，省人民政府

决定，自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日起，全省范围内企业职工各项社会保
险费及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

（一）企业 （含非机关事业单位，以下统称 “企业”）缴纳

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 （含生育保险

费）、工伤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以及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

（二）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

人员 （以下简称 “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

医疗保险费。

二、征收方式及征收期限

企业、灵活就业人员 （以下简称 “缴费人”）自行向税务部

门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

企业应于每年３月３１日前，向税务部门自行申报职工各参
保险种的年度缴费工资；２０２０年１１－１２月仅需申报新增异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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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缴费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职工个人缴

费基数保持一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应于每月２５日前向税务
部门自行申报缴纳当月费款，职工个人缴费部分由用人单位根据

社会保险费、职业年金政策规定代扣代缴。

灵活就业人员２０２０年１１、１２月份按原有渠道向社保经办机
构申报缴费；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按月、按季或者按年向税务
部门申报缴费。

缴费人应当对申报事项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三、缴费渠道

税务部门为缴费人提供 “网上、掌上、自助、实体”等多

元化缴费渠道。缴费人可以通过办税服务厅、政务服务大厅税务

征收窗口、自助办税 （费）终端、单位客户端、湘税社保 ＡＰＰ
和微信小程序以及商业银行等渠道缴费。

四、其他事项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９日前，税务部门将通过多种形式组织对缴费
人开展辅导培训，并接受相关缴费事项咨询。１１月企业的申报
缴费业务自１１月１０日起全面开始办理，请缴费人在１１月２５日
前办理申报缴费。缴费人在办理申报缴费业务时如有疑问，可以

拨打税务部门１２３６６服务热线咨询。参保登记、权益记录、待遇
发放等业务仍由社保 （医保）经办机构负责办理，缴费人在办

理相关业务时如有疑问，可以拨打人社部门１２３３３或各地医保部
门服务热线咨询。

特此公告。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 南 省 财 政 厅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湖 南 省 医 疗 保 障 局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０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湖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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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事业单位
老工伤人员伤残保健金标准的通知

湘人社规 〔２０２０〕２３号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省直及中央在湘有关

单位：

经研究，决定按如下办法调整事业单位老工伤人员 （即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９目前由原人事部门认定的工伤人员）伤残保健
金标准：特等每年２１６００元、一等每年１６９００元、二等甲级每年
８４５０元、二等乙级每年６５７０元、三等甲级每年５６３０元、三等乙
级每年４７００元，相关费用由用人单位支付。

本通知自２０２０年８月１日起执行。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 南 省 财 政 厅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３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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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印发《湖南省社会保险基金

要情报告制度》的通知
湘人社发 〔２０２０〕２９号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厅机关各处室、厅属各单位：

为加强我省社会保险及补充保险基金监督工作，完善基金要

情报告机制，根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社会保险基金

要情报告制度的通知》（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２１号）精神，结合我
省实际，研究制定了 《湖南省社会保险基金要情报告制度》，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联系单位：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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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社会保险基金要情报告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社会保险及补充保险基金监督工作，及时掌
握基金安全情况，强化基金安全评估和形势研判，提高基金管理

风险防控和治理能力，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基金要情报告制度》等法律法规和部

门规章，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其依法依规承担
管理监督职责、本行政区域内发现的基本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

等社会保险基金及企业 （职业）年金基金等要情 （以下简称要

情）报告的管理活动适用本制度。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具

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要情报告的管理工作。

第三条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严格执行要情
报告制度，加强要情报告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管理，确保依

规、按时、完整、准确报告，做到有情则报、急情快报、应报尽

报、全面报告。

上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行政部门完善和落实要情报告制度的指导和督促。

第四条　要情报告实行单位领导负责制。县级以上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是本行政区域要情报告第一责任

人，负主要领导责任；其他负责人按工作分工，负相应领导责

任。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负

责人负报告监督责任。要情发生、发现单位负责人负报告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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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上报的要情必须由报告单位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签名并

加盖单位公章。各级报告单位对所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负责。

第五条　本制度所称要情是指基本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等
社会保险基金及企业 （职业）年金基金涉嫌被贪污挪用、欺诈

骗取以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造成基金损失等情况。

要情发现途径包括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其委托

机构监督检查、经办机构审核和稽核内审内控检查、媒体披露、

受理举报投诉、审计机关审计、其他行政部门监督检查、纪检监

察机关立案审查调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法院立案审理及其他

方式和渠道等。

第二章　要情分类

第六条　要情分为普通要情和重大要情：
（一）普通要情是指涉及基金金额１万元以上 （含）、５０万

元以下的；金额虽未达到１万元，但是被立案审查调查侦查的；
（二）重大要情是指涉及基金金额 ５０万元以上 （含）的；

金额虽未达到５０万元，但涉及社会保险工作人员贪污挪用骗取
基金被立案审查调查侦查的，或者涉及３人以上 （含）团伙作案

的，或者涉及个人５０人以上 （含）的，或者涉及单位３个以上
（含）的；或者其他性质严重并造成恶劣影响的。

第七条　对于同批查处、属于同一经办机构经办管理、涉及
多人采取同种类型违法违规行为的要情，原则上合并报告，合计

涉及金额或者对象数达到重大要情标准的，应当按照重大要情

管理。

对于涉及多个单位或者个人同案或者并案处理的要情，符合

重大要情标准的应当按照重大要情管理，不得任意拆分为普通要

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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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要情报告包括要情发现报告、要情进展报告和要情
终结报告。要情要严格按程序、内容、时限要求报送要情发现报

告、要情进展报告和要情终结报告。

第三章　重大要情报告

第九条　县 （市、区）级发生重大要情的，应当在发现５个
工作日内，同时报告所在市 （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局，市 （州）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基金监督部门应在收到县 （市、区）重大要情发现报

告３个工作日内报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社会保险基金监
管局。

市 （州）本级发生重大要情的，各市 （州）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在发现５个工作日内，报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局。

对于性质严重、情况紧急的重大要情，应当即时报告，可先

进行口头报告和书面简报，再进行正式书面报告。

第十条　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生、发现的重大要情，应
当在发现３个工作日内报告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
于性质严重、情况紧急的，应当即时报告，可先进行口头报告和

书面简报，再进行正式书面报告。相关要情应当同步报告上一级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第十一条　重大要情发现报告内容主要包括：
（一）要情基本情况。包括：发现要情的时间和方式，要情

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涉案手段、金额、险种以及涉案单位和涉案

人员情况等；

（二）初步处理情况和应对措施；

（三）报告单位认为其他需要报告或说明的情况；

（四）报告单位，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第十二条　要情报告单位应当根据本制度及上级要求和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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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报送重大要情进展情况。重大要情进展情况每半年至少报告

一次，有重要进展的应当及时报告。

市 （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在报告期后或者

收到县 （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同级经办机构

重大要情进展报告１０个工作日内，报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局。对于同一时间报告多个重大要情进展情况

的，可以一同行文报送。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重大要情进展情

况应当同步报告上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第十三条　重大要情进展报告内容主要包括：
（一）要情基本情况；

（二）涉案基金和责任人处理进展情况；

（三）已采取的应对措施及落实情况；

（四）下一步拟采取的措施；

（五）报告单位认为其他需要报告或说明的情况；

（六）报告单位，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第十四条　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重大要情，应当报送要情终
结报告：

（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已依

法履行相关职责；

（二）案情已查清；

（三）已梳理管理漏洞并采取相应防范措施；

（四）已作出行政处理处罚、协议处理以及依法追究责任人

责任或者已进入纪检监察、司法诉讼程序的；

（五）基金已全额追回，或者基金虽未全额追回但已进入司

法机关法定追退程序的。

第十五条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在确定要情
处置终结５个工作日内，将重大要情终结报告报送上一级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同时，报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社会保

险基金监管局。情况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报告时限，最长不超

过１５个工作日。对于同一时间报告多个重大要情终结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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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一同行文报送。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重大要情终结情况应

当同步报告上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收到下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行政部门或同级经办机构重大要情终结报告后，应当及时组织力

量进行研判，对于符合要情终结条件的，确定要情处置终结；对

于不符合要情终结条件的，继续作为未终结要情管理。

第十六条　重大要情终结报告内容主要包括：
（一）要情详细情况；

（二）涉案基金处理情况；

（三）责任主体及对责任人的处理 （处罚、处分）情况；

（四）遗留问题和事项及解决办法或方案；

（五）原因分析及经验教训；

（六）改进和加强基金管理风险防控的措施及落实情况；

（七）报告单位认为其他需要报告或说明的情况；

（八）附件：要情处置相关文书和证据材料。

第十七条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重大
要情处置终结后遗留问题和事项的跟踪和督促，有重要进展或者

解决完成的，应当在１０个工作日内向上一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行政部门报告有关情况。

各市 （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收到下级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同级经办机构重大要情处置终结后事项有

关情况报告１０个工作日内，报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社会保
险基金监管局。

第四章　普通要情报告

第十八条　县 （市、区）级发生普通要情的，各县 （市、

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在发现５个工作日内，同时
报告市 （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基金监督部门和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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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州）本级发生普通要情的，各市 （州）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应当在发现５个工作日内，报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社
会保险基金监管局。

第十九条　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生、发现的普通要情，
应当在发现５个工作日内报告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并同步报告上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第二十条　普通要情发现报告内容按第十一条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普通要情涉及基金金额２０万元以上 （含）、５０

万元以下的，要情报告单位应当根据本制度及上级要求和实际情

况至少每半年向同级的上一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报送一

次要情进展情况，相关要情应当同步报告上一级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普通要情进展报告内容按十三条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报送普通要情终结报告的条件应当按第十四条
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各市 （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

在确定本级和县 （市、区）级要情处置终结１０个工作日内，将
要情终结报告报送上一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社会保险基金监管

局。对于同一时间报告多个要情终结情况的，可以一同行文报

送。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普通要情终结报告应当同步报告上级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收到下一级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或同级经办机构要情终结报告后，应当及时组织力量

进行研判，对于符合要情终结条件的，确定要情处置终结；对于

不符合要情终结条件的，继续作为未终结要情管理。

第二十四条　普通要情终结报告内容按第十六条规定执行。

第五章　要情管理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基金
监管工作需要和要情报告实际情况，做好本地区要情情况通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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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加强案例警示教育。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建立要情
台账，指派专人对要情进行登记管理。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充分利用社会保险基金

监管信息管理系统，加强要情报告信息化管理。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要情
档案管理，建立健全立卷归档、保管和查阅登记制度，妥善保管

相关材料，确保档案完整和安全。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于要情已确认处置终结

的，应当及时收集、整理相关材料，分险种进行立卷归档。对于

重大要情应当分别单独立卷。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建立要情报告电子档

案，电子档案应与纸质档案内容一致。

第二十八条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每半年对
本地区要情进行汇总分析，研判基金安全形势，评估基金管理运

行风险，形成要情情况报告，报送上一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

部门。

各市 （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于上半年、年

度结束后１５个工作日内报送上半年、上年度本地区社会保险基
金要情情况报告，并附社会保险基金要情表。

无要情发生的也要报零报告。

第二十九条　年度要情情况报告内容主要包括：
（一）要情总体情况及分析；

（二）重大要情情况及分析；

（三）涉及社保工作人员要情情况及分析；

（四）本地区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成效和经验教训；

（五）本地区完善和落实要情报告制度情况；

（六）报告单位认为其他需要报告或说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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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责任追究

第三十条　要情发生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存在以下情形的，由上级或者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行政部门进行督促、约谈、通报，并依法依纪追究或者建议有关

部门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一）对已知发生要情而不调查核实、不处理的；

（二）对发现要情隐瞒不报、谎报或拖延不报的，特别是其

他部门已经反映或者媒体已经披露的；

（三）其他违反本制度的情形。

第三十一条　本制度自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附件：社会保险基金要情台账及相关报告文书和附表格式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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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关于印发《湖南省社会保险基金安全
管理约谈办法》和《湖南省社会保险
基金领域违法违规案件重点督办

管理办法》的通知
湘人社办发 〔２０２０〕２０号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厅机关各处室、厅属各单位：

为加强我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完善相关制度，提高基

金管理风险防控和治理能力，现将 《湖南省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管

理约谈办法》和 《湖南省社会保险基金领域违法违规案件重点

督办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联系单位：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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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管理约谈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全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管，进一步保障社会保
险基金安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社会保险基金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工伤保险基金和失业保险基金等，以及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纳入社

会保险制度框架筹集，使用并实行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管理的

其他社会保险基金。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约谈，是指社会保险基金监督部门发现
有关单位存在社会保险基金重大安全隐患、管理漏洞和违规行为

等情形时，约见其负责人，进行警示谈话、指出问题、提出整改

要求并督促整改到位的行政措施。

第四条　约谈主体为各级社会保险基金监督部门，其主要负
责人为约谈人。约谈人可召集同级社会保险业务行政部门、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的负责人参与约谈。

第五条　约谈对象为同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下级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门。

确因工作需要，经请示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可约谈下级人民

政府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

第六条　约谈分个别约谈和集体约谈，存在共性问题的，原
则上采取集体约谈的形式。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实施约谈：
（一）社会保险基金违法违规金额在２０万元 （含）以上的

案件以及社会保险基金违法违规金额在２０万元以下的省本级案
件，由厅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局组织约谈；社会保险基金违法违规

金额在２０万元以下的市州本级和县 （市、区）级案件，由市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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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县 （市、区）社会保险基金监督部门组织约谈；

（二）发生社会保险基金重大要情和出现危及基金安全的重

大风险与漏洞时，故意隐瞒不报、推迟缓报和不依法依规进行调

查处理的，由厅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局组织约谈；

（三）对有关审计、专项检查发现的问题和媒体披露经调查

属实的重大问题不整改或整改不及时、不到位的，由厅社会保险

基金监管局组织约谈；

（四）出现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内部工作人员违法违规，造成

社会保险基金损失或引发社会不良影响的，由上一级社会保险基

金监督部门组织约谈；

（五）社会保险基金监督部门认为有必要约谈的其它情形。

第八条　约谈的主要内容：
（一）通报社会保险基金违法违规相关情况；

（二）听取被约谈人对辖区内基金安全监督管理存在漏洞、

重大安全隐患和风险、发生的违法违规违纪等问题的具体原因、

造成的后果、整改措施的陈述；

（三）对约谈对象提出整改要求；

（四）涉及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管理的其他内容。

第九条　约谈工作步骤：
（一）启动约谈。社会保险基金监督部门发现社会保险基金

安全方面存在第七条所列情形之一的，提出约谈建议，呈报本级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分管领导审定。

（二）确定约谈事项。确定约谈对象、具体内容、时间和地

点；确定约谈人、被约谈人及其他需要参加的人员。

（三）发出约谈通知。原则上应于约谈日前５个工作日向约
谈对象送达 《湖南省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管理约谈通知书》；如提

前送达通知书对约谈工作不利，经约谈主体负责人批准，可持约

谈通知书直接进行约谈。

（四）约谈程序：

１约谈人通报社会保险基金违规违纪相关情况；
２被约谈人就约谈事项进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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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约谈人提出整改要求和时限；
４被约谈人对落实整改要求进行表态；
５现场制作约谈记录，经双方签字确认。
（五）制作约谈纪要。整理约谈主要情况、内容、处理意

见，形成约谈工作底稿和纪要。

（六）建立约谈档案。约谈主体社会保险基金监督部门对约

谈工作全过程形成的资料按规定进行存档，建立约谈工作档案。

第十条　约谈纪律。约谈人不得少于两人，并做好约谈记
录。约谈人要正风肃纪，树立正确的工作态度；被约谈人不得无

故不参加约谈，不得推诿、拖延和干扰约谈。

第十一条　约谈对象应按照约谈处理意见进行全面整改，在
限定的时间内以书面形式将整改情况包括相关证明材料报约谈主

体。约谈主体要加强对约谈对象的跟踪督查，确保约谈成效。

第十二条　约谈责任追究。对拒绝、拖延、抵制和干扰约谈
的，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对约谈处理意见未按规定时

间整改的，约谈主体可视情况进行通报，向所在地人民政府或有

关部门提出处理建议。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本办法由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负责解释。

附件：

１湖南省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管理约谈通知书
２湖南省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管理约谈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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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湘人社办函 〔　　〕号

湖南省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管理约谈通知书

×××（约谈对象）：
根据 《湖南省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管理约谈办法》有关规定，

经请示 ×××同意，定于 ××年 ×月 ×日在 ××对你市或县
（市、区） ×××单位 ×××负责人、分管负责人、直接责任人
进行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管理约谈，请做好会务安排并通知有关人

员准时参加。

约谈主题：１××××××
２××××××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年　　月　　日

（联系单位：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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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湖南省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管理约谈笔录

约谈事由 　

约谈地点 　

约谈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至 日 时 分

约谈单位 　

约 谈 人 　

记 录 人 　

被约谈人 性别 职务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被约谈人 性别 职务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约谈内容 　

　

　

　

　

　

　

被约谈人签名 　

约谈人签名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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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社会保险基金领域违法违规案件

重点督办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大对社会保险基金领域违法违规案件的查处力
度，有效遏制社会保险基金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依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重点督办，是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局对市州、县 （市、区）重大社会保险基金

案件查处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的一种行政措施。

第三条　本办法的实施主体是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社会
保险基金监管局，实施对象为市州、县 （市、区）的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实施重点督办：
（一）社会保险基金违法违规案件涉及金额达到５０万元以上

（含）的重大要情；

（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工作人员截留、挤占、挪用、贪污

社会保险基金或者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致使社会保

险基金遭受损失，不及时依法依规查处的，包括不依法进行调查

处理，不及时移送纪检监察部门和公安机关，相关责任人追责不

到位，要情缓报瞒报等内容；

（三）对社会舆情影响较大的案件不及时依法依规查处的；

（四）有关审计、专项检查发现的重大问题不整改或整改不

及时、不到位的；

（五）厅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局认为有必要重点督办的其他情

形。

第五条　实施重点督办程序
（一）启动重点督办。厅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局发现社会保险

基金存在第四条中所列情形之一的，提出重点督办建议，呈报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领导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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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确定重点督办事项。制作 《湖南省社会保险基金领域

违法违规案件重点督办通知书》，明确重点督办事项和要求、办

结时限、报告方式、报告时限、联系人。

（三）实施重点督办。向实施对象下达 《湖南省社会保险基

金领域违法违规案件重点督办通知书》。

第六条　实施对象在收到重点督办通知书后，应在１５个工
作日内完成；因事项复杂确实需要延期的，报厅社会保险基金监

管局批准后，可适当延长办结时限。

第七条　重点督办期间，实施对象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以下
措施：

（一）涉及社会保险业务行政部门和经办机构工作人员的

（含聘用工作人员），视情节轻重责令改正、停职检查或调离原

岗位配合案件查处；

（二）涉及参保人违法违规的，暂停待遇发放；

（三）办案人员应回避而未回避的，强制回避；

（四）认为有必要依法依规采取的其他措施。

第八条　实施对象在重点督办事项办结１０个工作日内，及
时向厅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局报告，并提供以下书面材料：

（一）重点督办事项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涉嫌犯罪的同时提

供移送公安、公诉机关的法律文书或文件，涉嫌违反党纪政纪的

同时提供移送纪检监察机关的法律文书或文件等；

（二）行政处理处罚执行情况证明材料；

（三）重点督办事项终结报告；

（四）其他证明材料。

第九条　实施对象未按要求完成重点督办事项的，厅社会保
险基金监管局可进行现场督导催办。

第十条　建立重点督办事项管理档案。厅社会保险基金监管
局对重点督办事项全过程形成的资料按规定进行存档，建立重点

督办事项管理工作档案。

第十一条　实施对象对重点督办事项拒不办理、不按规定和
要求办理的，由厅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局按规定移送有关部门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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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第十二条　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可根据本地实际情
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本办法由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负责解释。

附件：湖南省社会保险基金领域违法违规案件重点督办通

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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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湘人社办函 〔　　〕号

湖南省社会保险基金领域违法违规案件

重点督办通知书

×××：
经研究决定，将　　　　　　　　　列为湖南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局重点督办事项。

请你局按照 《湖南省社会保险基金领域违法违规案件重点督

办管理办法》的规定，会同有关部门，抓紧进行调查，研究作出

处理决定。该督办事项办结时限为自收到重点督办通知书之日起

１５个工作日内。
重大督办事项办结后，应以书面材料和电子文档形式在办结

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报厅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局。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

附件：……

××××××
×××年×月×日

抄送：×××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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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关于建立健全欺诈骗取违规领取
社会保险基金行政执法事项移送

工作机制的意见
湘人社办发 〔２０２０〕３２号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厅机关相关处室、厅属有关

单位：

根据 《社会保险法》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社会保险欺

诈案件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为实现我省欺诈骗取、违规领取

社会保险基金行政执法办案工作程序化、规范化，现就建立健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之间有关欺诈骗

取、违规领取社会保险基金行政执法事项移送工作机制提出如下

意见：

一、工作目标

通过建立健全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之间行政执法协作工作运行机制，严厉打击社会保险基金

领域违法违规行为，有效惩处欺诈骗取、违规领取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基金行为，切实维护公民社会保险合法

权益，确保全省社会保险基金安全。

二、基本原则

（一）行政监督原则。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要加

强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行政监督，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主

动接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行政监督，确保社会保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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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规范经办、社会保险基金的有效监管，防范和消除各种潜在

风险和隐患。

（二）协调运行原则。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与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之间须树立全局观念、大局意识，加强主动沟

通、深入沟通，注重协调配合，确保欺诈骗取、违规领取社会保

险基金行政执法事项移送工作有序开展、协调运行。

（三）程序规范原则。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与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之间应严格遵循工作规则和工作程序，确保欺诈

骗取、违规领取社会保险基金行政执法事项移送工作在制度框架

内按程序规范执行。

三、工作职责

（一）社保经办机构职责

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举报投诉、上级交办、检查发现、

日常经办发现以及媒体披露的疑似欺诈骗取、违规领取社会保险

基金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认真调查、核实、取证、停止待遇支付并

责令退还。对拒不退回疑似欺诈骗取社会保险基金的单位和个

人，应依法履行行政执法移送程序。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提

出移送书面报告，填写 《社会保险基金行政扰法事项移送书》

（附件１），并附相关调查报告、有关书证、物证等取证资料及其
他相关材料，经本部门负责人审核后，移送同级劳动监察部门

（机构）。对违规领取社会保险基金的单位和个人，拒不退回的，

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启动诉讼程序予以追回。

（二）劳动监察部门 （机构）职责

各级劳动监察部门 （机构）对同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社

会保险监管部门移送的需要实施行政执法的事项应当认真审查，

对符合稽核程序到位、事实清楚、资料齐全等条件的，应及时受

理并在回执上 （附件２）签字，依法履行立案查处程序。对不予
立案的，应当书面说明不予立案的理由。对案情复杂，可联合相

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或检查，对违法事实清楚、证据

确凿的案件，应当依法依规作出行政处理处罚决定，并将行政处

理处罚结果反馈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社会保险基金监管部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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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欺诈骗保犯罪需移送公安机关的单位和个人，劳动监察部门

（机构）联合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经办等部门 （机构）组成专案

组核实案情提出书面移送报告，报本部门负责人审批，作出批准

或不予批准决定。作出批准决定的应制作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附件３），并附相关调查报告、有关书
证、物证等取证资料及其他相关材料，牵头移送公安机关，并抄

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受理后并请其在回执 （附件４）上
签字。

（三）社会保险基金监管部门职责

各级社会保险基金监管部门对举报投诉、上级交办、监督检

查发现、媒体披露的疑似欺诈骗取、违规领取社会保险基金问

题，应及时移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调查核实。对涉及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内部经办人员的疑似欺诈骗保、违规领取社会保险基金案

件由社会保险基金监管部门调查核实，其中涉及党员干部有贪污

贿赂、失职渎职等违纪违法行为的，移交纪检监察机构调查处

理。对需移送公安机关的涉嫌社会保险基金欺诈犯罪案件，社会

保险基金监管部门应配合劳动监察部门向当地公安机关移送。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主体责任意识。各级社会保险基金监管部门、劳

动监察部门 （机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增强担当意识，对属

于本部门、单位职责的欺诈骗取案件、违规领取社会保险基金事

项查处工作应当依法履行，不得推诿。坚持有案必查、违法必

究，确保社会保险基金安全。

（二）强化联合行政执法。要建立欺诈骗取案件、违规领取

社会保险基金事项行政执法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联席会议，

统筹协调和指导推动欺诈骗取、违规领取社会保险基金领域行政

执法工作；分析欺诈骗取、违规领取社会保险基金风险防控形势

和任务，协调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加强工作情况通报，实

现信息共享。

（三）规范行政执法程序。对欺诈骗取案件、违规领取社会

保险基金事项的查处和行政执法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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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合法。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执法事项受理机构应分别按职

责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或移送公安机关的决定，不得以处罚代替移

送，也不得以移送代替处罚。法律法规规章要准确适当，法律文

书要使用规范。

附件：

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基金行政执法事项移送书
２社会保险基金行政执法事项移送书 （回执）

３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
４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 （回执）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联系单位：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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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社保经办机构社会保险基金

行政执法事项移送书

社移字 〔　　〕号

劳动监察部门 （机构）：

经查， （单位名称）， （单位编号）／
（人员姓名） （居民身份号码），已涉嫌

违反 《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稽核办法》 （《劳动监察条

例》），现将有关材料移送贵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１调查报告
２取证资料
３其他相关材料
……

案卷 册 页。

ＸＸＸ社保经办机构印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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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社会保险基金行政执法事项

移送书 （回执）

社保经办机构：

今收到你单位移送的 《社保经办机构社会保险基金行政执法

事项移送书》（社移字 〔　　〕号） 事项。

案卷 册 页。

ＸＸＸ劳动保障监察部门 （机构）印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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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

人社案移字 〔　　〕号

公安厅 （局）：

一案，经查， 的行为已涉嫌触犯 《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的规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社会保险法》和国务院 《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

规定》，现将有关资料移送你厅 （局），请审查决定是否予以立

案侦查，并将审查结果书面告知我厅 （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１涉嫌社会保险欺诈犯罪案件情况的调查报告
２涉案的有关书证、物证
３、其它有关涉嫌犯罪材料
案卷 册 页。

ＸＸ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印章
年 月 日

抄送： 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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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 （回执）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局）：

今收到你单位移送的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 人社

案移字 〔　　〕号 案件。

案卷 册 页。

有关文书和证据：

ＸＸＸ公安机关印章
年　　月　　日

·１２４·



人才人事



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

第４４号

《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已经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７日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第５４次部务会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１年３月
１日起施行。

部　长　张纪南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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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网络招聘服务，促进网络招聘服务业态健
康有序发展，促进就业和人力资源流动配置，根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就业促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电子商务法》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 《互联网信息服务

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网络招聘服务，是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以网络招聘服务

平台、平台内经营、自建网站或者其他网络服务方式，为劳动者

求职和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提供的求职、招聘服务。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包括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经营性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

第三条　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网络招
聘服务的综合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

政区域网络招聘服务的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网络招

聘服务实施管理。

第四条　从事网络招聘服务，应当遵循合法、公平、诚实信
用的原则，履行网络安全和信息保护等义务，承担服务质量责

任，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

第五条　对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提
供公益性人力资源服务的，按照规定给予补贴或者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等方式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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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加强网络招聘服务标准
化建设，支持企业、研究机构、高等学校、行业协会参与网络招

聘服务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定。

第七条　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及其章程的规定，加强网络招聘服务行业自律，推进行业诚

信建设，促进行业公平竞争。

第二章　网络招聘服务活动准入

第八条　从事网络招聘服务，应当符合就业促进、人力资源
市场管理、电信和互联网管理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

第九条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网络招聘服务，应当
依法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涉及经营电信业务的，还应当依

法取得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第十条　对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在其服务范围中注明 “开展网络

招聘服务”。

第十一条　网络招聘服务包括下列业务：
（一）为劳动者介绍用人单位；

（二）为用人单位推荐劳动者；

（三）举办网络招聘会；

（四）开展高级人才寻访服务；

（五）其他网络求职、招聘服务。

第十二条　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变
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终止网络招聘服务的，应当自市

场主体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办理完毕之日起１５日内，书面报
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办理人力资源服务许可变更、

注销。

第十三条　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
当依法在其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

示营业执照、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等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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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

前款规定的信息发生变更的，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经营性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应当及时更新公示信息。

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自行终止从事

网络招聘服务的，应当提前３０日在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有关
信息。

第十四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
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名单及其变更、注

销等情况。

第三章　网络招聘服务规范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向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提供的单位基本情
况、招聘人数、招聘条件、用工类型、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

作地点、基本劳动报酬等网络招聘信息，应当合法、真实，不得

含有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歧视性内容。

前款网络招聘信息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在户籍、地域、身份等

方面设置限制人力资源流动的条件。

第十六条　劳动者通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进行网络求职，应
当如实提供本人基本信息以及与应聘岗位相关的知识、技能、工

作经历等情况。

第十七条　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当建立
完备的网络招聘信息管理制度，依法对用人单位所提供材料的真

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审查内容应当包括以下方面：

（一）用人单位招聘简章；

（二）用人单位营业执照或者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文件；

（三）招聘信息发布经办人员的身份证明、用人单位的委托

证明。

用人单位拟招聘外国人的，应当符合 《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

理规定》的有关要求。

第十八条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对其发布的网络求职招聘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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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用人单位对所提供的网络招聘信息应当及时更新。

第十九条　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不得以
欺诈、暴力、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牟取不正当利益。

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不得向劳动

者收取押金，应当明示其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等事项。

第二十条　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当按照
国家网络安全法律、行政法规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要求，加

强网络安全管理，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采取技术措施或者其

他必要措施，确保招聘服务网络、信息系统和用户信息安全。

第二十一条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网络招聘服务时收集、
使用其用户个人信息，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有关个人信息保

护的规定。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当建立健全网络招聘服务用户信息保护

制度，不得泄露、篡改、毁损或者非法出售、非法向他人提供其

收集的个人公民身份号码、年龄、性别、住址、联系方式和用人

单位经营状况等信息。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当对网络招聘服务用户信息保护情况每

年至少进行一次自查，记录自查情况，及时消除自查中发现的安

全隐患。

第二十二条　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因业务
需要，确需向境外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

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

第二十三条　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当建
立网络招聘服务有关投诉、举报制度，健全便捷有效的投诉、举

报机制，公开有效的联系方式，及时受理并处理有关投诉、

举报。

第二十四条　以网络招聘服务平台方式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制定平台

服务协议和服务规则，明确进入和退出平台、服务质量保障、求

职者权益保护、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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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运用大数据、区

块链等技术措施，保证其网络招聘服务平台的网络安全、稳定运

行，防范网络违法犯罪活动，保障网络招聘服务安全，促进人力

资源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第二十五条　以网络招聘服务平台方式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当要求申请进入平台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提

交其营业执照、地址、联系方式、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等真实信

息，进行核验、登记，建立登记档案，并定期核验更新。

第二十六条　以网络招聘服务平台方式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当记录、保存平台上发布的招聘信息、服务

信息，并确保信息的完整性、保密性、可用性。招聘信息、服务

信息保存时间自服务完成之日起不少于３年。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采取随机抽取检查
对象、随机选派执法人员的方式，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

事网络招聘服务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监督检查

的情况。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推行远程监

管、移动监管、预警防控等非现场监管，提升网络招聘服务监管

精准化、智能化水平。

第二十八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网络招聘
服务诚信体系建设，健全信用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完善守信激励

和失信惩戒机制。对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社会危害较大的网络

招聘服务违法失信行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联合惩戒。

第二十九条　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提交经营情况

年度报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可以依法公示或者引导从

事网络招聘服务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依法通过互联网等方

式公示年度报告的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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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与其他部门
的信息共享，提高对网络招聘服务的监管时效和能力。

第三十一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畅通对从事网
络招聘服务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举报投诉渠道，依法及时处理

有关举报投诉。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第九条规定，未取得人力资源服务
许可证擅自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依照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

处罚。

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登记未书面报

告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照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

例》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三条　未按照本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公示人力资源服务
许可证等信息，未按照本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明示有关事

项，未按照本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提交经营情况年度报告的，由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照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

四十四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发布的招聘
信息不真实、不合法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照 《人

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违法设置限制人力资源流

动的条件，违反本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未依法履行信息审查义务

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无违法

所得的，处１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牟取不正当
利益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照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

条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９２４·



违反本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向劳动者收取押金的，由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第六十六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规定，未
依法进行信息收集、使用、存储、发布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

处罚。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不履行核验、登
记义务，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不履行招聘信息、服务信

息保存义务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照 《中华人民共

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八十条的规定予以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对

违法行为的处罚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

第三十八条　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违反本规定从事网络招
聘服务的，由上级主管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九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玩忽
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领导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条　违反本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
责任。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

处罚。

违反本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

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规定自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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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经济
专业技术资格规定和经济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
人社部规 〔２０２０〕１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人事部门，各中央企业人事

部门：

为加强经济专业人员队伍建设，更好地适应我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新要求，根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化经济专业人员

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 〔２０１９〕５３号）和国家职
业资格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制定了 《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规定》

和 《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

执行。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人事部 《关于印发 〈经济专

业技术资格考试暂行规定〉及其 〈实施办法〉的通知》（人职发

〔１９９３〕１号）同时废止。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２０２０年１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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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经济专业人员队伍建设，科学客观公正评价
经济专业人员，释放经济专业人员创新创业活力，根据经济专业

人员职称制度改革要求和国家职业资格制度，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从事经济专业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三条　国家设置经济专业技术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

级三个级别，列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英文名称为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Ｑｕａｌ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

第四条　经济专业技术资格实行全国统一组织、统一大纲、
统一命题的考试制度。

第五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经济专业技术资格的政策
制定、实施与监管。

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参与相应专业的考试大纲拟

定、命审题等工作。

第六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组织成
立考试专家委员会，行业主管部门推荐、管理专家。专家委员会

拟定考试大纲，负责命审题工作，研究提出考试专业设置、考试

合格标准建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确定考试大纲、专业设置，公布考试合

格标准。

第七条　凡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道
德品行和业务素质，符合初级、中级、高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

试报名条件的经济专业人员，均可报名参加相应级别的考试。

第八条　凡从事经济专业工作，具备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高
中 （含高中、中专、职高、技校，下同）以上学历，均可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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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初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第九条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报名参加中级经济专业
技术资格考试：

（一）高中毕业并取得初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从事相关专

业工作满１０年；
（二）具备大学专科学历，从事相关专业工作满６年；
（三）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从事相关专业工作满

４年；
（四）具备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从事相关专业工

作满２年；
（五）具备硕士学位，从事相关专业工作满１年；
（六）具备博士学位。

第十条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报名参加高级经济专业
技术资格考试：

（一）具备大学专科学历，取得中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后，

从事与经济师职责相关工作满１０年；
（二）具备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或

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取得中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后，从事

与经济师职责相关工作满５年；
（三）具备博士学位，取得中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后，从事

与经济师职责相关工作满２年。
取得会计、统计、审计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符合以上学历、

年限条件的，可以报名参加高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第十一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确定初级、中级和高级
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全国统一合格标准。

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可以单独划定相关

地区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合格标准。

各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可根据本地区人才需求状况，

确定本地区本年度参加高级经济师 （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高级

知识产权师，下同）评审的使用标准。

第十二条　初级、中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合格者，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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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统一印制的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在全国

范围内有效。人力资源管理和知识产权专业分别颁发相应级别的

人力资源管理师证书和知识产权师证书。

高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达到全国统一合格标准者，颁发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统一印制的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成绩合格

证明。合格证明自考试通过之日起，在全国范围５年内有效。
第十三条　各地区、各部门及具有经济系列高级职称评审权

的用人单位按照经济专业人员职称评价标准条件开展高级经济师

职称评审。

第十四条　获得初级、中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即可认定具备
助理经济师 （助理人力资源管理师、助理知识产权师）、经济师

（人力资源管理师、知识产权师）职称。参加高级经济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合格并通过评审者，可获得高级经济师职称。

通过单独划定合格标准或使用标准取得的职称，在划定区域

内有效。

第十五条　经济专业人员应当认真履行工作职责，按照国家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有关规定接受继续教育，不断提高专业

能力和业务水平。

第十六条　取得导游资格、拍卖师、房地产经纪人协理、银
行业专业人员初级职业资格，可对应初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取

得房地产估价师、咨询工程师 （投资）、土地登记代理人、房地

产经纪人、银行业专业人员中级职业资格，可对应中级经济专业

技术资格；取得资产评估师、税务师职业资格等相关职业资格，

可根据 《经济专业人员职称评价基本标准条件》规定的学历、

年限条件对应初级或中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并可作为报名参加

高一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条件。

第十七条　本规定施行前取得的初级、中级经济专业技术资
格证书与按照本规定取得的证书效用等同。各地执行的有关职业

资格与经济专业技术资格的对应关系，与本规定不一致的按照本

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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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实施办法

第一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负责经济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人事考

试机构承担本地区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组织实施工作。

第二条　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下设考试办公
室，办公室设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承担专家委

员会具体工作。

第三条　初级、中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均设 《经济基础

知识》和 《专业知识和实务》两个科目，《经济基础知识》为公

共科目，《专业知识和实务》为专业科目。

高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设 《高级经济实务》一个科目。

第四条　初级、中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业科目和高级
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均设工商管理、农业经济、财政税收、金

融、保险、运输经济、人力资源管理、旅游经济、建筑与房地产

经济、知识产权等１０个专业类别。考生在报名时可根据工作需
要选择其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根据经济社会发

展、职业分类要求和从业人员队伍情况，适时调整经济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专业设置。

第五条　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原则上每年组织一次，各科
目的考试时间根据考试方式、频次等确定。

第六条　初级、中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成绩实行２年为
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方法，应试人员须在连续的两个考试年度内

通过全部应试科目，方可取得相应级别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第七条　符合考试报名条件的报考人员，按照考试机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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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和要求报名，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在指定的日期、时

间、地点和考场参加考试。

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及所属单位、中央管理企业的人员按属

地原则报名参加考试。

第八条　考点原则上设在地级以上城市的大中专院校、中考
高考定点学校或考试机构建设的专门场所。

机考考点应具备足够数量的考点机、监考机、考试机等设

备，并满足有关软、硬件要求。

第九条　坚持回避原则和考试与培训分开的原则。凡参与考
试命题、审题、阅卷等工作的专家及工作人员，不得报名参加当

次相关科目的考试，不得参与或举办与考试内容相关的培训。应

考人员参加培训坚持自愿原则。

第十条　参与考试组织的考试实施机构、专家及工作人员，
应当严格执行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

度，遵守考试工作纪律和保密规定。

第十一条　对违反考试工作纪律和有关规定的人员，按照国
家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处理。

附件：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科目设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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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科目设置表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报考说明

０１ 工商管理 对应原工商管理、商业经济专业

０２ 农业经济

０７ 财政税收

０９ 金融

１０ 保险

１５ 人力资源管理

１９ 旅游经济

２２ 运输经济
对应原公路运输、水路运输、铁路运输、民

航运输专业，包含邮政专业内容

２３
建筑与房地产

经济
对应原房地产经济、建筑经济专业

２４ 知识产权 新增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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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事业单位人员有关工资

待遇问题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９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财政厅 （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人

事、财务部门：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保障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现就疫情防控期

间事业单位人员有关工资待遇问题通知如下：

一、在疫情防控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部门要

在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下，根据承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治

工作任务情况，因地制宜向承担防控任务重、风险程度高的医疗

卫生机构核增一次性绩效工资总量，不作为绩效工资总量基数，

所需经费通过现行渠道安排，疫情结束后不再执行。要及时指导

有关单位在内部分配时，向敢于担当、勇挑重担、加班加点参加

疫情防控的一线工作人员特别是作出突出成绩的人员倾斜。

二、为促进有效实施隔离和医学观察等预防控制措施，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有关规定，对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在其隔离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

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

常劳动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此期间的工资、福利待遇由其所

属单位按出勤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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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疫情防控

期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尤其是医疗卫生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问

题，加大对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的指导督促力度，并及时做好

政策解释。相关单位要认真执行政策，确保落实到位，强化政策

效果，全力支持疫情防控，促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 政 部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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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关于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互联网＋

职业技能培训计划”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１０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财政厅 （局）：

为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助力打赢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决定

在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１年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互联网＋职业技能
培训计划”，鼓励支持广大劳动者参加线上职业技能培训，现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立足经济社

会发展和就业创业需要，实施 “互联网 ＋职业技能培训计划”，
大力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２０２０年，实现 “５１１”线上培训目
标：征集遴选５０家以上面向全国的优质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平台，
推出覆盖１００个以上职业 （工种）的数字培训资源，全年开展

１００万人次以上的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到２０２１年，健全 “互联

网＋职业技能培训”管理服务工作模式，构建线上培训资源充
足、线上线下融合衔接、政策支持保障有力、监管有序到位的工

作格局，进一步扩大线上培训规模，提高线上培训质量。

二、工作原则

（一）服务大局，防控第一。各地要从疫情防控大局出发，

按照当地党委政府统一部署，因地因时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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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行动。疫情防控期间，暂缓开展线下集中培训，积极开展线

上职业技能培训。

（二）免费开放，资源共享。加大线上培训资源供给，疫情

防控期间，组织线上平台免费开放培训课程资源，加强线上培训

课程开发，推动优质培训资源共享。

（三）分类施策，融合发展。大力推行线上线下结合的培训

方式，分类组织实施。对理论知识、通用职业素质、疫病防治与

卫生健康等综合性内容以及仿真模拟和技能视频演示等以线上培

训为主；对实操性强的职业技能培训实行线上学习线下实训融合

开展。

（四）夯实基础，加强服务。加强线上培训与公共就业服务

和人力资源市场信息衔接，加强职业技能标准开发和技能评价工

作，提升线上培训基础能力。明确线上培训激励政策措施，做好

线上培训管理监管和服务。

三、组织实施

（一）大力开展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创新培训方式方法，充

分利用门户网站、移动ＡＰＰ、微信等多种渠道，扩大线上职业技
能培训的覆盖面。面向社会征集资质合法、信誉良好、服务优质

的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平台及数字资源。根据各地产业发展和就业

工作实际，组织待岗、返岗和在岗企业职工以及离校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就业重点群体等参加线上培训。

（二）丰富线上培训课程资源。将职业道德规范、通用职业

素质、就业指导、工匠精神、质量意识、法律意识和相关法律法

规、安全消防环保和健康卫生、疫病防控以及新知识、新技术、

新工艺等内容纳入线上课程开发内容。积极推动技工院校、企业

和社会培训机构开发线上培训课程，开放线上培训资源，与线上

培训平台合作开展线上培训。充分发挥技能大师等优秀高技能人

才作用，组织开发绝招绝技、技能及工艺操作法等技能训练微

课，提升线上培训效果。

（三）强化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在受疫情影响停工期间 （整

体停工或部分停工），对各类企业 （包括依托互联网技术实现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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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的平台企业和新业态企业）自主或委托开展的职工 （含与其

建立劳动关系或未建立劳动关系但通过平台提供服务获取劳动报

酬）线上培训，按规定纳入职业培训补贴范围，所需资金可从职

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中列支。对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开展项目

制培训，可按规定预拨一定比例的培训补贴资金。

（四）加大培训补贴政策支持。各级人社、财政部门要制定

线上培训相关政策和管理规定，对于参加线上培训并取得相应课

程培训合格证明的学员，按照规定给予培训补贴，所需资金可从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中列支。

（五）鼓励支持劳动者参加线上培训。各地可根据实际，对

参加线上培训的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

庭成员、“两后生”中农村学员和城市低保家庭学员，在培训期

间给予一定的生活费补贴 （不含交通费补贴），所需资金可从就

业补助资金中列支。

（六）做好技能人才评价。疫情防控期间，要统筹开展技能

人才评价，服务支持线上培训。企业可结合生产经营实际，采取

线上理论考试、生产过程考核、工作业绩考评等方式进行技能评

价，指导社会培训评价组织有序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七）夯实线上培训基础。各地要结合产业发展和就业状

况，将相关线上培训平台及数字资源纳入当地 “两目录一系

统”。做好新职业开发，加快职业技能标准和培训教材开发，为

线上培训提供基础支持。

（八）优化管理服务。各地要加强对线上培训的调度、统计

和管理，建立劳动者职业培训电子档案。要以提升职业培训补贴

便利性和有效性为核心，实现补贴网上申请，简化补贴办理流

程，缩短补贴发放周期。积极推行培训机构和培训项目、企业新

型学徒制、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等实施线上审批或备案。

四、工作要求

各级人社、财政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疫情防控工

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开展 “互联网 ＋职业技能培
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抓紧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要切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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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组织领导和培训计划实施，层层分解培训任务，压实主体责

任。要加强疫情防控期间开展线上培训的政策宣传，及时发布有

关信息，引导各类劳动者积极参与线上培训。要加强线上培训管

理和监督检查工作，定期采集培训数据，分析线上培训状况，严

格监管线上培训过程，杜绝套取培训补贴资金情况的发生。对以

虚假线上培训等套取、骗取资金的机构、培训平台及个人须依法

依纪严惩。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 政 部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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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统计局
关于深化统计专业人员职称制度

改革的指导意见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１６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各调查总队，国务院各部委、各直

属机构人事部门，各中央企业人事部门：

统计专业人员是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

统计事业和统计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智力基础。为贯彻落实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

见》，现就深化统计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完善统计体制和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总

体要求，遵循统计专业人员成长规律，健全科学化、规范化的统

计专业人员职称制度，完善评价机制，为客观科学公正评价统计

专业人员、不断壮大统计人才队伍提供制度保障，为统计事业发

展和统计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二）基本原则

１坚持服务发展。紧紧围绕服务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围绕统计事业发展和统计人才队伍建设需求，发挥人才评价 “指

挥棒”和风向标作用，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评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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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环境，用好用活人才，促进统计专业人员职业发展，最大限度

激发和释放统计人才活力。

２坚持科学评价。优化评价标准，创新评价机制，丰富评
价方式，以职业道德、能力素质和工作业绩为重点，科学设置符

合统计专业人员特点的评价条件。克服唯学历、唯资历、唯论

文、唯奖项倾向，加强对业绩成果的考察，鼓励和引导统计专业

人员立足本职工作，深耕专业，让作出贡献的人才有成就感和获

得感。

３坚持评用结合。加强对科学精神、职业道德和从业行为
等方面的评价考核，引导统计专业人员知法守法，坚持职业操

守，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可靠。促进评价结果与统计人才培养、使

用相结合，鼓励用人单位将选人用人制度与统计专业人员职称制

度有机衔接，促进人岗相适、人尽其才。

二、主要内容

通过健全统计评价体系、完善评价标准、规范评价程序、改

革评价方式、丰富评价手段，形成设置合理、评价科学、管理规

范、运转协调的统计专业人员职称制度。

（一）健全评价体系

１完善职称层级设置。统计专业人员职称设初级、中级、
高级，初级只设助理级，高级分设副高级和正高级。初级、中

级、副高级和正高级职称的名称分别为助理统计师、统计师、高

级统计师和正高级统计师。

２统计专业人员各级别职称分别与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
等级相对应。正高级对应专业技术岗位一至四级，副高级对应专

业技术岗位五至七级，中级对应专业技术岗位八至十级，初级对

应专业技术岗位十一至十三级。

（二）优化评价标准

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把政治品德和职业道德放在
评价标准的首位，要求统计专业人员坚持实事求是、不出假数、

廉洁自律的职业操守。完善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对违反统计法律

法规，存在严重失信的统计专业人员进行联合惩戒，实行学术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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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一票否决制”。对通过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等取得的职称一

律撤销。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到记过以上处分的，在受处分期间

不得申报参加职称评审。

２突出对能力水平和实际贡献的评价。改变在科研成果评
价中过分依赖学术论文的做法，实行科研成果代表作制度。各地

区、各相关单位可结合实际建立科研成果代表作清单，引入统计

理论文章、分析报告、项目报告、行业标准、调查方案、发展规

划等成果形式，重点考察成果质量。强化统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的导向，引导统计专业人员不断提高统计分析研究能力，促进统

计数据在决策管理等方面更好发挥作用。提高技术创新、专利、

技术推广、标准制定等评价指标权重，将科研、业绩成果取得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为职称评审的重要内容。

３实行分类差异化评价。对基础统计理论研究人员，以同
行学术评价为主，注重评价其原创能力和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的能

力，尤其是研究成果的科学价值、学术水平和业内影响。对应用

统计研究和技术开发人员，突出市场和社会评价，注重评价其技

术创新与集成能力、取得的自主知识产权和重大技术突破、成果

转化及对产业发展的实际贡献。对从事大数据、微观数据等统计

科技服务的人员，将行业评价作为重要参考，注重评价其工作绩

效、项目成果和取得的社会经济效益。探索对教育、卫生、金融

等不同行业领域从事统计研究、行业统计等工作的统计专业人员

实行分类评价。

４实行国家标准、地区标准和单位标准相结合。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负责制定 《统计专业人员职称评价基本

标准》（见附件）。各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统计部门可

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地区标准。具有自主评审权的用人单

位可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单位标准。地区标准、单位标准不得

低于国家标准。

（三）完善评价机制

１丰富职称评价方式。助理统计师、统计师实行以考代评，
高级统计师实行考试与评审相结合的方式，正高级统计师一般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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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评审方式。研究建立以同行专家评价为基础的业内评价机制，

综合运用个人述职、面试答辩、业绩展示等多种形式，提高评价

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２合理下放职称评审权限。在综合评估基础上，逐步将高
级职称评审权限下放至符合条件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或市

地。自主评审单位组建的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须按照管理权限报

省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核准备案。对开展自主评审的单

位，政府部门不再审批评审结果，改为事后备案管理。各级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统计部门加强对自主评审工作的监管，对

于不能正确行使评审权、不能确保评审质量的，将暂停自主评审

工作直至收回评审权。

３向艰苦边远地区统计专业人员和特殊人才倾斜。对长期
在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工作的统计专业人员，重点考察其实

际工作业绩贡献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适当放宽学历要求。开

展基层统计专业人员职称 “定向评价、定向使用”。对引进的海

外高层次人才、国家级统计高端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可放宽资

历、年限等条件限制，建立职称评审绿色通道。取得重大基础研

究和前沿技术突破、解决重大技术难题、在统计事业发展中作出

重大贡献的人员，可直接申报参加正高级统计师职称评审。

４畅通职称评价渠道。打破户籍、所有制、身份、档案等
制约，不断壮大统计专业人员队伍。非公有制领域与公立机构的

统计专业人员，公立机构中各种方式使用的统计专业人员在职称

申报、评审等方面享有同等待遇。事业单位统计专业人员经批准

离岗创业的，３年内与原单位人员享有同等的职称评审权利，离
岗创业期间所取得的业绩成果可作为职称评审的依据。

（四）促进职称评价与人才培养使用有效衔接

１促进职称制度与统计专业人员使用有效衔接。用人单位
应结合用人需求，根据职称评价结果合理使用统计专业人员。全

面实行岗位管理的事业单位一般应在岗位结构比例内开展职称评

审，聘用具有相应职称的统计专业人员到相应统计岗位。不实行

事业单位岗位管理的用人单位，可根据需要择优聘任具有相应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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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的统计专业人员从事相关岗位统计工作。

２促进职称制度与统计人才培养相结合。推进职称评审与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制度相衔接，加快统计专业人员知识更

新。推动统计专业人员职称制度与高端统计人才培养、统计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等有机衔接，促进统计职称与经济、会计、审计

等相近职称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系列中统计研究相关职称的衔

接，减少重复评价。

（五）加强评审管理，优化评审服务

１完善评审专家遴选机制。坚持同行专家评审，注重遴选
统计一线专家，吸收一定比例的高校、科研机构的高水平专家加

入统计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优化职称评审委员会结构。

２规范开展职称评审工作。规范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工作
程序，细化评审规则，严肃评审纪律，强化评审考核，明确职称

评审委员会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责任，建立倒查追责机制。健全

完善职称评审公示制度、回避制度和随机抽查、巡查制度，建立

复查、投诉机制；加强对评价全过程的监督管理，做到政策公

开、标准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

３优化评审服务。规范和优化申报程序，简化申报证明材
料，推行职称申报、评审、公示、查询等一站式服务，减轻职称

申报人员负担，消除统计专业人员职称申报的流程障碍。

三、组织实施

（一）加强领导，周密组织

统计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是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

容，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高度重

视，加强领导，抓紧落实。要加强调查研究、细化工作措施，保

证各项政策的一致性，注重配套办法的实用性。对改革过程中遇

到的矛盾和问题要妥善处理，重大问题及时上报。

（二）有序推进，稳步实施

要妥善做好新老人员过渡和新旧政策衔接工作，改革前各地

自行试点评审的正高级统计师，要按照有关规定通过一定程序进

行确认。在新的职称评审工作中，要严格按照本意见有关要求进

·８４４·



行，不得随意降低评价标准或擅自扩大评审范围。各地区和各相

关单位要坚持质量第一、宁缺毋滥的原则，对本地区、本单位正

高级职称数量进行严格把控，统筹考虑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长

远规划，合理确定比例。

（三）扩大宣传，加强引导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统计部门要加强舆论宣传，做

好政策解读，引导统计专业人员积极参与统计职称制度改革，进

一步壮大基层统计专业人员力量，提升统计专业人员能力素质。

引导社会各有关方面支持统计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营造有利

于改革的良好氛围。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逐步推动具

备条件的行业协会、学会等组织和专业机构有序承接统计专业人

员高级职称评价工作。

本意见适用于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

织从事统计工作的人员。符合条件的公务员可以参加统计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但不得参加职称评审。

军队可参照本意见制定统计专业人员职称评价具体办法。

附件：统计专业人员职称评价基本标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 家 统 计 局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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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统计专业人员职称评价基本标准

　　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统计法律法规，贯彻执行党
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

二、具备良好的统计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自觉维护统计数

据真实性，坚决抵制统计造假、弄虚作假。

三、认真履行岗位职责，按照要求参加继续教育。

四、统计专业人员申报各层级职称，除必须达到上述基本条

件外，还应分别具备以下条件：

（一）助理统计师

１掌握基本统计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
２能够完成一个岗位或负责一个专业某一方面的统计业务

工作。

３了解统计制度和统计方法，能准确及时填报或汇总报表。
４能够拟定简单的统计调查方案，独立进行调查研究。
５具备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高中毕业 （含高中、中专、职

高、技校，下同）及以上学历。

（二）统计师

１掌握比较系统的统计理论知识和业务知识，熟悉计算
技术。

２能够负责组织和指导一个单位、一个专业的统计业务工
作，能够拟定统计调查方案并组织实施。

３熟悉统计制度和统计方法，能够设计、汇总专业性较强
的统计报表。

４能够对本专业有关的社会经济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和综合
分析，形成有一定水平的工作成果。

５能够指导助理统计师开展统计调查工作。
６具备博士学位；或具备硕士学位，从事统计工作满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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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具备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从事统计工作满２年；或
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从事统计工作满４年；或具备大
学专科学历，从事统计工作满６年；或高中毕业，取得助理统计
师职称，从事统计相关工作满１０年。

（三）高级统计师

１掌握系统的统计理论和比较丰富的业务知识。
２能够负责组织和指导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专业的

统计业务工作，带领、指导统计师及其他统计工作人员完成拟定

调查方案、组织实施统计调查等任务。有较为丰富的统计工作经

验和解决统计工作中重大问题的能力，能为生产经营活动、经济

管理工作或领导决策提供指导或咨询。

３能够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写出较高水
平的统计调查、分析研究报告或较高应用价值和学术水平的论

文、论著等。能够对社会经济的现状和发展作出科学的分析和

预测。

４为加强本领域统计基础、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提升经济
效益起到积极作用。能够指导培养中、初级统计专业人才。

５具备博士学位，取得统计师职称后，从事与统计师职责
相关工作满２年；或具备硕士学位、研究生班毕业或第二学士学
位、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取得统计师职称后，从事与统计

师职责相关工作满５年；或具备大学专科学历，取得统计师职称
后，从事与统计师职责相关工作满１０年。
６具有经济、会计、审计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理论经济

学、应用经济学、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与统计

相近专业中级职称，可依据上述学历资历和业绩条件，申报高级

统计师职称。

（四）正高级统计师

１熟练掌握系统的统计知识，理论功底深厚，业务知识丰
富。掌握统计发展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能将国内外最新技术应

用于工作实践。

２在统计专业技术团队中发挥领军作用，在指导、培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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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技术骨干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在统计人才培养方面具有重要

影响力。

３熟练掌握统计方法制度、调查理论和操作技能。能够对
社会经济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写出高水平的统计调查报告

或高应用价值和学术水平的论文、论著，能够对统计理论、统计

制度和统计方法进行科学研究，提出有重要价值的建议。

４组织完成统计理论、改革、技术等方面调查研究和课题
设计，独立指导解决本领域关键技术问题，取得显著社会经济

效益。

５一般应具备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士及以上学位，取
得高级统计师职称后，从事与高级统计师职责相关工作满５年。
６具有经济、会计、审计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理论经济

学、应用经济学、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与统计

相近专业副高级职称，可依据上述学历资历和业绩条件，申报正

高级统计师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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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档案局
关于深化档案专业人员职称制度

改革的指导意见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２０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档案局，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人事部门，各中央

企业人事部门：

档案专业人员是我国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承

担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职责与使命。为贯彻落实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

意见》，现就深化档案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中央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总体要

求，遵循档案专业人员成长规律，建立以科学评价为核心、以有

效激励为目的、符合档案职业发展特点的科学化、规范化、社会

化的档案专业人员职称制度，为建设高素质的档案干部队伍提供

制度保障。

（二）基本原则

１坚持遵循规律。遵循档案专业人员成长规律，突出档案
工作特点，引导档案专业人员提升理论水平、拓展专业能力。

２坚持科学评价。以品德、能力、业绩为导向，科学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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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标准条件，破除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唯奖项倾向，针

对档案专业人员的工作特点，实施分类评价。

３坚持以用为本。将档案专业人员评价与培养、使用相衔
接，促进档案专业人员的职业发展，引导档案专业人员在艰苦边

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扎根发展、建功立业，满足单位的用人需求。

二、主要内容

通过完善评价标准、创新评价机制、促进职称评价与人才培

养使用相结合、加强职称评审监督和服务等措施，形成评价科

学、激励有效、管理规范、服务全面的档案专业人员职称制度。

（一）完善评价标准

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把品德放在档案专业人员评
价的首位，引导档案专业人员坚定政治立场，坚守道德底线，强

化社会责任，践行爱岗敬业。通过考核测评、群众评议等方式，

全面考察档案专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从业操守，增强法治意识、

纪律意识，弘扬求真务实精神、服务奉献精神。完善诚信承诺和

失信惩戒机制，对学术不端、弄虚作假等行为实行 “零容忍”。

２突出业绩贡献、实行分类评价。注重考察档案专业人员
的专业性、技术性、实践性、创造性，突出对业绩成果、创新成

果和实际贡献的评价。根据不同类型档案工作的活动特点，分类

制定职称评价标准。对于主要从事档案业务工作的 “工匠型”

人员，着重考察其工作业绩，突出其实际操作水平和解决问题、

创新方法的能力。对于主要从事档案研究工作的 “学术型”人

员，着重考察其研究能力，突出其学术水平、学术影响和应用

效果。

３推行代表作制度。破除唯论文倾向，不把论文作为档案
专业人员职称评价的限制性条件，将档案专业人员的代表性成果

作为职称评价的重要内容。在特殊领域不能公开发表的研究成

果、对档案事业发展有重要贡献的档案专业代表性成果，如标准

规范、修复成果、创意产品以及发明专利、技术方案、研究报告

等，均可作为代表作。严格代表作审核机制，确保代表作具有行

业领先水平、具有引领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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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实行国家标准、地区标准和单位标准相结合。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国家档案局研究制定 《档案专业人员职称评价基本

标准》（附后）。各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档案行政管

理部门依据国家标准，结合本地区档案工作发展实际，制定地区

标准；具有职称评审权的用人单位可根据国家标准、地区标准，

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单位标准。地区标准、单位标准必须以国

家标准为基础，不得低于国家标准。

（二）创新评价机制

１丰富评价方式。建立健全以同行专家评审为基础、社会
和业内认可的评价机制，采用考试、评审、考评结合、考核认

定、个人述职、面试答辩、成果展示、专家评议等多种评价方

式，提高评价工作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２畅通职称评价渠道。进一步打破户籍、地域、身份等制
约，畅通各类档案专业人员职称评价渠道。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社会组织的档案专业人员可按属地原则进行申报，各地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和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研究建立职称申报评审兜底

机制，为其提供职称评价服务。

３建立职称评审绿色通道。对在档案保管与利用工作中做
出重大贡献或急需紧缺的档案专业人员，可适当放宽学历、资历

等条件限制，直接申报评审高级职称。对长期在艰苦边远地区和

基层一线从事基础性工作的档案专业人员，侧重考察实际工作业

绩，适当放宽学历、任职年限要求，激励档案人员扎根基层、建

功立业。

４下放评审权限。科学界定、合理下放档案系列职称评审
权限，逐步将高级职称评审权限适当下放至符合条件的省级国家

综合档案馆或省级行业学会等社会组织。具体办法由省级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三）促进职称评价与人才培养使用相结合

１促进职称评价与人才培养制度的有效衔接。充分发挥档
案系列职称评价对提高档案专业人员培养质量的导向作用，紧密

结合档案事业发展对档案专业人员的需求，加快培育档案专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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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加强档案专业人员继续教育，创新和丰富档案专业人员继续

教育内容和手段，促进其更新知识、提升技能。

２促进职称评价与用人制度的有效衔接。用人单位结合用
人需求，根据职称评价结果，合理使用档案专业人员，实现职称

评价结果与聘用、考核、晋升等用人制度的衔接。全面实行岗位

管理的事业单位，一般应在岗位结构比例内，组织或推荐符合条

件的档案专业人员参加职称评审，并聘用到相应岗位。不实行事

业单位岗位管理的单位，可根据档案工作需要，择优聘任具有相

应职称的档案专业人员从事相关档案工作。

（四）加强职称评审监督和服务

１加强评审委员会建设。完善评审委员会的组织管理办法，
合理确定评审委员会组成人员范围，加强职称评审专家库建设，

注重遴选高水平的档案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档案专业人员。健

全评审委员会工作程序和评审规则。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

组建的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核准备案，各

地区档案部门组建的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由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核准备案，社会化评审机构组建的职称评审委员会由相应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核准备案，其职称评审结果纳入政府人才

评价管理体系。中级、初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的核准备案按照 《职

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办理。

２严肃职称评审工作纪律。建立档案职称申报评审诚信档
案和失信黑名单制度，健全诚信承诺和失信惩戒机制。建立档案

职称评审公开制度，实行政策公开、标准公开、程序公开、结果

公开。健全完善档案职称评审监督机制，认真执行职称评审回避

制度、公示制度、随机抽查制度，建立复查、投诉机制，充分发

挥纪检监察部门和广大群众的监督作用，确保评审程序公正规

范，评审过程公开透明。对在档案职称评审中发现弄虚作假的取

消其申报资格并列入失信黑名单；对通过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等

违纪违规行为取得的职称，一律予以撤销。对评审机构因评审工

作把关不严、程序不规范，造成投诉较多、争议较大的，要责令

限期整改；对整改无明显改善或逾期不予整改的，暂停其评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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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直至收回评审权，并追究责任。

３优化职称评审服务。简化职称申报程序和审核环节，探
索实行网上申报、审核、评审、公示和发证一体化服务，减少申

报表格和各类纸质证明材料，减轻申报人评审负担。加强档案职

称评价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开展档案职称证书查询验证等服务。

三、组织实施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档案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是

加强档案人才队伍专业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涉及广大档案专业人

员的切身利益，政策性强。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档案行

政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密切配合，狠抓

落实，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到实处。

（二）精心组织，有序推进。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

会同当地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结合本地区实际，抓好改革政策的

落地实施。各层级的档案职称评审工作，要严格按照本意见规定

的原则要求、标准条件、评价办法、评审程序进行，不得降低

标准。

（三）鼓励创新，稳步实施。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档案工

作实际和人才成长规律，不断深化改革，充分调动和尊重档案专

业人员的创造精神，激发其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及时总结经

验，引导档案专业人员积极支持和参与职称制度改革，妥善处理

改革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稳步推进职称制度改革。

本意见适用于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从事档案工

作的专业人员，不包括各类院校从事档案教学工作的教师。公务

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不得参加档案专业人员职称评审。

附件：档案专业人员职称评价基本标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档案局

２０２０年４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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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档案专业人员职称评价基本标准

　　一、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热爱档案事业，认真

钻研业务。

三、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完成本职工作任务，能够自觉运用

新理念和新技术，提高档案工作水平。

四、积极参加继续教育，接受国家有关规定要求的档案专业

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五、档案专业人员参加各层级职称评审，除必须达到上述标

准条件外，还应分别具备以下条件：

（一）管理员

１基本了解档案工作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标准规范。
２基本掌握档案专业基本知识、档案基础业务工作的基本

方法和技能。

３能够完成所承担的工作，对档案进行初步整理和加工。
４具备大学专科、高中 （含中专、职高、技校，下同）毕

业学历，从事档案工作满１年。
（二）助理馆员

１了解档案工作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标准规范。
２掌握档案专业基本知识、档案业务工作方法和技能。
３有一定的研究能力，能够对档案业务问题开展基本研究。
４具备硕士学位、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从事档案工

作满１年；或者具备大学专科学历，取得管理员职称后，在相应
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满２年；或者具备高中毕业学历，取得管理员
职称后，在相应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满４年。

（三）馆员

１比较熟悉档案工作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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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比较系统地掌握档案专业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备
独立开展档案业务工作的能力和素质。

３参与制定本单位规章制度、标准规范，提高了本单位档
案管理水平；具有档案业务问题研究的能力，能够制订档案工作

方案
４能够指导助理馆员开展工作。
５具备博士学位；或者具备硕士学位，取得助理馆员职称

后，在相应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满２年；或者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
学士学位，取得助理馆员职称后，在相应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满４
年；或者具备大学专科学历，取得助理馆员职称后，在相应专业

技术岗位任职满４年；或者具备高中毕业学历，取得助理馆员职
称后，在相应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满７年。

（四）副研究馆员

１熟悉档案工作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标准规范；
２系统掌握档案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备较高质量

完成业务工作的能力和素质。

３能够制定本单位、本系统、本行业的规章制度、标准规
范，对档案工作开展具有较强指导意义；具有较强档案业务问题

研究能力，有较高水平的代表性技术成果。

４在指导、培养中青年学术技术骨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能够指导馆员的工作和学习。

５具备博士学位，取得馆员职称后，在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任职满２年；或者具备硕士学位、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取
得馆员职称后，在相应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满５年。

（五）研究馆员

１深刻理解档案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标准规范。
２全面掌握档案专业基础理论和国内外前沿发展动态，能

够将档案工作与所在单位、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发挥引领与示范

作用，得到业内认可。

３能够创新性制定本单位、本行业的档案工作规定和发展
规划；针对档案工作中的重大疑难问题制定可行的研究和解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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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具有较强档案业务问题研究能力，有较高影响力的代表性技

术成果，提出促进档案事业发展的新思路、新方法。

４在指导、培养中青年学术技术骨干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能够有效指导副研究馆员的工作和学习。

５一般应具备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士及以上学位，
取得副研究馆员职称后，在相应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满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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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
司法部　农业农村部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知识产权局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实施
部分职业资格“先上岗、再考证”

阶段性措施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２４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教育厅 （教委、教育局）、司法厅 （局）、农业农村 （农

牧、畜牧兽医、渔业）厅 （局、委）、文化和旅游厅 （局）、卫

生健康委、知识产权局 （知识产权管理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

署要求，进一步强化稳就业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经国务

院同意，对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中部分职业资格实施 “先上

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实施 “先上

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凡符合教师资格考试报名条件和教师

资格认定关于思想政治素质、普通话水平、身体条件等要求的高

校毕业生，可以先上岗从事教育教学相关工作，再参加考试并取

得教师资格。对护士执业资格、渔业船员资格、执业兽医资格、

演出经纪人员资格、专利代理师资格等５项准入类职业资格实施
“先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凡符合该５项职业资格考试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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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可以先上岗从事相关工作，再参加考试并

取得职业资格。用人单位在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前招聘高校毕业
生的，不得将取得上述职业资格作为限制性条件。

二、对实施 “先上岗、再考证”的准入类职业资格，高校

毕业生在取得职业资格之前主要从事辅助性工作。其中，尚未取

得教师资格的高校毕业生先上岗的，不宜独立承担一门课的讲授

任务或幼儿园带班任务。尚未取得护士执业资格的护理、助产专

业高校毕业生先上岗的，可以先从事医疗护理员工作，但不得从

事诊疗技术规范规定的护理活动。尚未取得执业兽医资格的兽医

相关专业高校毕业生先上岗的，不得独立从事动物诊疗活动、开

具兽药处方。

三、尚未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高校毕业生，符合国家统

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条件和申请律师执业实习其他条件的，

可先申请实习登记，在律师事务所实习。实习期满经律师协会考

核合格并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或者自收到考核合格通知之

日起一年内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可以按规定申请律师

执业。

四、各地区统筹安排技能培训补贴时，要将先上岗的高校毕

业生纳入补贴范围。用人单位要按规定对先上岗的高校毕业生加

强岗位培训，提高其实际工作能力。

五、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落实好先上岗的高校毕业生各项

待遇保障，按照规定为其计算工龄，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等，切

实维护其合法权益。对实施 “先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的

准入类职业资格，高校毕业生参加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被聘用从事

相关工作的，事业单位与先上岗的高校毕业生签订聘用合同时，

应当按规定约定１年试用期；先上岗的高校毕业生在试用期内未
取得相应职业资格的，应当依法解除聘用合同。高校毕业生与用

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按照有关规定管理。

六、实施 “先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是当前形势下稳

定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举措。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

视，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监督指导，精心组织实施，做好政策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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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和舆论引导，让广大高校毕业生和社会公众充分了解政策，让

用人单位精准把握政策，确保政策落实落地。要根据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形势，合理安排职业资格考试，为高校毕业生参加考试提

供便利，统筹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和职业资格有关工作。

人 力 资 源 社 会 保 障 部

教 育 部

司 法 部

农 业 农 村 部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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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加强
技工院校劳动教育的实施意见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２７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

为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

劳动教育的意见》精神，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技工教育体

系，现就加强技工院校劳动教育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

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决策部署，坚持立德树人，坚

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劳动教育融入技工院校技

能人才培养全过程，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与德育、智

育、体育、美育相融合，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

时代风尚，倡导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注重教育实

效，实现知行合一、工学一体，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念，践行技能成才、

技能报国的理想。

（二）目标任务。结合技工教育特点，构建技工院校劳动教育

体系，精准把握劳动教育基本原则和基本内涵，开展以 “新时代、

新青年、新技能、新梦想”为特色的技工院校劳动教育。以培养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技能人才为导向，以引导学生理解和

形成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培养劳动精神和形成良好劳动习惯为目

标，以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等为抓手，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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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劳动实践中磨炼学生艰苦奋斗、精益求精的意志品质，引

导其成长为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高技能人才。

二、构建技工院校劳动教育体系

（三）优化劳动教育课程设置。各地要将劳动教育纳入技工

院校人才培养方案，增设劳动教育公共课必修课程。及时跟进优

化专业和课程设置，完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开足开齐劳动教育

课程。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开展技能传授，联合行业企业深度

参与课程开发。积极开设选修课并用好开学第一课，邀请大国工

匠、高技能人才楷模、劳动模范、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优秀

校友等进校园开展讲座，发挥榜样示范和典型引路的作用。通过

劳动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劳动观，深入体会劳动创造世界、创

造美好生活，提高践行工匠精神的自觉意识，练就工匠技艺，养

成劳动习惯，树牢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

最美丽的观念，培养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

（四）依托校企合作实习实训开展劳动教育。技工院校要充

分发挥校企合作办学特色，以实习实训课为主要载体开展劳动教

育，其中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专题教育不少于每学年

１６学时。深入推进校企双制、工学一体办学模式，积极开展企
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大力推广一体化课程教学改革，在实训教学

中融入劳动教育内容。遵循学生成长规律和职业能力形成规律，

统筹安排形式多样的实习工作，强化校企协同育人。加强与实习

单位的协作，在学生实习过程中加强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

新方法的使用，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积累职业经验。

（五）强化劳动教育时代特征。技工院校要聚焦新产业、新

经济、新职业发展方向，突出 “高、精、尖、缺”导向，培养

急需紧缺技能人才，体现劳动教育的时代性，提高针对性。紧密

结合产业经济发展方向开展劳动教育，实现产业、职业、专业与

就业创业联动发展，针对劳动新形态加强新职业、新业态技能人

才培养，增强学生职业荣誉感，强化技工教育就业导向。

（六）大力开展职业技能竞赛交流活动。把职业技能竞赛打

造成劳动教育的重要载体，组织引导技工院校师生积极参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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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大赛、全国技能大赛以及各级各类职业技能竞赛活动，定期

组织开展全国技工院校教师职业能力大赛和学生创业创新大赛。

在相关竞赛评价指标中融入劳动教育元素，突出劳动精神导向。

举办技能日、劳动周、劳动月、技能夏 （冬）令营、技能成果

展览、高技能人才研修交流、先进事迹报告会等技能与劳动展示

交流活动，创新劳动教育方式，增强劳动教育吸引力。

（七）统筹开展校内校外劳动教育。将劳动教育融入技工院

校日常教学工作，组织学生参加校园卫生保洁、绿化美化等形式

多样的校内劳动，开展班务整理、勤工俭学等实践活动，提高学

生劳动意识，养成良好劳动习惯。引导学生家庭发挥在劳动教育

中的基础作用，利用日常生活劳动实践，使学生掌握生活技能。

充分依托社会各方面资源，建立相对稳定的实习和劳动实践基

地。结合实习教学安排，组织学生到企业公司、工厂农场参加力

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参与新型服务性劳动。支持学生深入城乡社

区、企业事业单位等参加志愿服务、公益劳动等多种形式的社会

劳动实践。

（八）加强创业创新实践。将创业创新实践课程与劳动教育

课程相结合，建立健全技工院校创业培训体系，依托创业孵化基

地、众创空间、网络平台开展各类创业培训。充分发挥技工院校

就业指导机构、“互联网 ＋”等载体的作用，有条件的技工院校
可开设创业训练营、创业孵化基地、创业咨询服务机构，为学生

创业提供创业服务。鼓励技工院校积极参与 “中国创翼”创业

创新大赛、全国创业培训讲师大赛等各类创业创新比赛，支持学

生创业创新。

（九）强化劳动素养考核。将劳动素养纳入技工院校学生综

合素质评价体系，综合评估学生参加劳动技能和劳动成果展示、

技能竞赛活动情况，记录课内外劳动过程和结果，加强实际劳动

技能和价值体认情况的考核。将学生参加家务劳动和掌握生活技

能的情况按年度记入学生综合素质档案。把劳动素养评价结果作

为衡量学生全面发展情况的重要内容，作为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

和毕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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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技工院校劳动教育保障机制

（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建立技工院校专兼职结合的劳动

教育教师队伍。将劳动教育纳入教师培训内容，开展全员培训，

强化教师的劳动意识、劳动观念，提升实施劳动教育的自觉性。

对承担劳动教育课程的教师进行专项培训，提高劳动教育专业化

水平。鼓励开展劳动教育科学研究，组织经常性的劳动教育课程

教研活动，促进劳动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丰富教学内

容，优化教学方式，增强教学效果。有条件的地区和院校可组织

开展劳动教育教学竞赛，提高教师能力水平。

（十一）加强劳动教育教材建设。按规定制定劳动教育课程

标准，组织编写劳动教育教材。组织编写劳动实践活动指导手

册，明确教学目标、实践设计、工具使用、考核评价、安全保护

等劳动教育要求。推进技能人才培养标准、一体化课程规范和教

材建设紧密结合，推动世界技能大赛标准和成果进教材。积极运

用互联网平台推广应用数字化教学资源，体现劳动教育元素。

（十二）推动建设劳动基地。加大推动公共实训基地、高技

能人才培训基地和世界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建设力度。支持各地依

托技工院校建设行业或区域性实训基地，鼓励引企驻校、引校进

企、校企一体等方式，吸引优质企业与学校共建共享生产性实训

基地。发挥技工院校实训场地资源和紧密联系企业等优势，加强

与相关政府部门、大中小学和社会组织的合作交流，积极开放实

践场所，共建共享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

（十三）强化劳动保护安全保障。指导技工院校加强劳动安

全教育，强化劳动风险意识，建立健全安全教育与管理并重的劳

动安全保障体系。科学评估劳动实践活动的安全风险，排查清除

劳动实践中的隐患。强化对劳动过程每个岗位的管理，明确各方

责任，防患于未然。建立实习实训场地安全应急制度，对实习实

训场所专职管理人员定期开展应急处置知识学习和应急处理培

训。加强学生实习实训安全技能和操作规范培训并进行考核，未

通过考核的人员不得进入实习实训场所进行实训操作。制定劳动

实践活动风险防控预案，完善应急与事故处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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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化技工院校劳动教育组织实施

（十四）提高政治站位。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制度的重要内容，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

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技工院校是培养新时代高

素质技能人才的重要载体。加强技工院校劳动教育是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要途径，是提升技

工院校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要深入学习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要求，高度重视新时代技工院

校劳动教育，坚决贯彻落实部署要求，推动技工院校劳动教育工

作取得实效。

（十五）加强组织领导。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在地

方党委统一领导下，加强对本地区技工院校劳动教育工作的组织

领导，明确负责部门，层层压实工作责任。结合本地实际研究制

定实施方案，推动技工院校切实加强劳动教育。要指导技工院校

抓好工作落实。学校应制定劳动教育具体实施办法，明确实施机

构和人员、工作内容、方式方法等，开好课程、抓好教学、用好

教材、办好活动，多措并举深入开展劳动教育。

（十六）健全经费投入机制。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

协调有关部门加大经费支持力度，可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吸

引社会力量提供劳动教育服务。学校应建立劳动教育器材、耗材

补充机制，可按照规定统筹安排公用经费等资金开展劳动教育。

（十七）强化宣传引导。及时总结推广技工院校劳动教育典

型经验和优秀案例。组织开展好职业教育活动周、世界青年技能

日、技能中国行等活动，宣传校企合作、技能竞赛、技艺传承等

成果。结合高技能人才评选表彰和职业技能大赛等工作，大力宣

传劳动创造世界、技能成就未来的典型人物和事迹，弘扬劳动光

荣、创造伟大的主旋律，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劳动教育的良好

氛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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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
中央编办　财政部关于做好２０２０年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公开招聘

有关工作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２８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教育厅 （教委、教育局）、党委编办、财政厅 （局）：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关

于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部署要求，加强教师队伍特别是基层教

师队伍建设，推进教育事业发展，现就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做好２０２０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公开招聘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统筹谋划做好教师公开招聘工作

受疫情影响，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党中央、国务

院出台一系列稳就业重要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各地要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一思想，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当

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和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性，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教育改革发展，稳存量、拓增量，多措并举促进高校毕业生就

业，全面加强教师队伍特别是基层教师队伍建设，扎实做好

２０２０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公开招聘工作，鼓励和引导更多高校
毕业生补充到基层中小学幼儿园，满足教育发展需要。

二、挖潜创新，加强中小学教职工编制保障

各地要认真落实好国家进一步挖潜创新加强中小学教职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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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关政策要求，加大事业编制挖潜、创新和统筹调剂力度，盘

活用好现有资源尤其是教育系统各类事业编制，落实城乡统一的

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充分考虑多种增编因素，科学合理核定

中小学教职工编制，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更多的中小学教师岗位。

三、重点突破，加大幼儿园教师补充力度

各地要重点加强幼儿园教师公开招聘，落实 《幼儿园教职工

配备标准 （暂行）》，创新人员管理方式，保障幼儿园教师工资

待遇，依法依规参加社会保险。支持各地加强幼儿园编制配置，

有条件的省份每年核定一定数量的幼儿园教职工编制，招聘学前

教育专业高校毕业生到幼儿园就业。中央财政在分配相关资金

时，将统筹考虑各地幼儿园专任教师数因素，支持推进学前教育

改革发展。

四、优化供给，教师公开招聘实施 “先上岗、再考证”

各地在中小学幼儿园 （含 “特岗计划”）教师公开招聘工作

中，要根据岗位需求，科学合理地设置招聘条件，不得设置指向

性或与岗位无关的歧视性条件。要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七

部门有关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实施部分职业资格 “先上岗、再

考证”阶段性措施文件的要求，在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前招聘高
校毕业生的，不得将取得教师资格证书作为限制性条件。

五、积极支持，引导高校毕业生到艰苦边远地区学校任教

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中小学幼儿园按照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

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有关规定，在坚持公开招聘基本制度的基础

上，可以适当放宽年龄、学历、专业等招聘条件，拓宽招聘渠

道；可以拿出一定数量岗位面向本县、本市或者周边县市户籍人

员 （或者生源）招聘。其中，乡镇中小学幼儿园招聘本科以上

高校毕业生、县中小学幼儿园招聘硕士以上高校毕业生，可以结

合实际情况，采取面试、直接考察的方式公开招聘；可以根据应

聘人员报名、专业分布等情况适当降低开考比例，或不设开考比

例，划定成绩合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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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挂图推进，确保完成 “特岗计划”招聘计划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按照工作部署，制定工作推进图表，加

强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编制、财政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切实做

好今年的 “特岗计划”招聘组织实施工作，精心分配计划，广

泛宣传政策，吸引广大高校毕业生应聘。一次性招聘未完成计划

的省份，可以按规定依次递补聘用或组织二次招聘，保证招聘完

成率。实施地方 “特岗计划”的省份，要统筹中央和地方两级

“特岗计划”使用，优先完成中央 “特岗计划”。２０２０年中央
“特岗计划”教师招聘工作对湖北省招聘计划和湖北籍以及湖北

高校毕业生予以适当倾斜支持。

七、协同配合，落实教师招聘工作责任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编制、财政部门要加强协调

配合，各司其职，根据各类中小学幼儿园生源和教师队伍建设情

况，加大教师公开招聘力度，细化举措，明确任务，在去年招聘

高校毕业生数量的基础上，再扩大招聘一定数量的高校毕业生，

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从教。各地要结合实际，尽快启动２０２０年
教师公开招聘工作，招聘公告在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公开

招聘服务平台、教育部门网站及教育部 “２４３６５校园招聘”平台
上发布，通过多种途径广泛推介招聘信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教育部、中央编办将建立调度协调机制，定期调度各地教师

公开招聘落实进展情况，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和困难，并在相

关工作中给予支持。

八、大力扶持，增强民办学校吸纳就业能力

各地要加大就业政策落实力度，支持民办学校积极吸纳就

业，对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民办中

小学幼儿园按规定落实税收减免、社会保险补贴、一次性吸纳就

业补贴等扶持政策。对民办中小学幼儿园按规定落实阶段性减免

社会保险费政策。

请各省 （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将教师招聘工作联系人及

联系电话报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并每两周报送一次工作进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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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在２０２０年教师公开招聘工作结束后，报送 《２０２０年中小学
幼儿园教师岗位招聘毕业生情况统计表》。

联系方式：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聂静港，０１０－６６０９６８１３，６６０２０５２２
（传真），ｂａｏｚｈａｎｇｃｈｕ＠ｍｏｅｅｄｕｃ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 育 部

中 央 编 办

财 政 部

２０２０年５月９日

（联系单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司、教

育部教师工作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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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

２０２０年县级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工作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５０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卫生健康委：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高

校毕业生就业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强化稳就业举措，加强基层卫

生人才队伍建设，现就做好２０２０年县级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
开招聘高校毕业生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统筹谋划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工作

受疫情影响，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促进高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是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中央、国务院陆续出台

一系列稳就业举措，各地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一

思想，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和基层卫生人才

队伍建设的重要性，稳存量、拓增量，多措并举促进高校毕业生

就业，变压力为机遇，及时为县级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增加有生

力量。

二、扩大公开招聘规模

县级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统筹用好现有空编资源，提高空

缺岗位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的比例，或将适合高校毕业生的空缺

岗位主要用于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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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卫生健康部门要加大县级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开招聘力度，

在去年招聘高校毕业生数量的基础上，再扩大招聘一定数量的高

校毕业生，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从医。

三、提高公开招聘针对性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卫生健康部门应根据卫生健康

事业发展需要，深入分析地区环境、人才状况、医疗卫生机构需

求等情况，从基层实际需求出发，精准聚焦短缺人才，制定符合

本地实际的招聘方案和岗位要求。要按照 “干什么、考什么”

的人岗相适原则，充分结合卫生健康行业特点，对应聘人员进行

评价。

四、鼓励高校毕业生投身艰苦边远地区卫生健康事业

各地要积极鼓励和引导高校毕业生到艰苦边远地区县级及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就业。艰苦边远地区县级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

开招聘时，可根据情况适当放宽年龄、学历等招聘条件。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公开招聘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县级医疗卫生

机构招聘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人员，县级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招聘公共卫生、全科医学、妇产科学、老年医学、儿科学等急需

紧缺医学专业人才，可采取面试 （技术操作）、直接考察的方式

公开招聘。采取统一笔试方式的，可以根据应聘人员报名、专业

分布等情况适当降低开考比例，或不设开考比例，划定成绩合格

线。进一步做好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就业安置和履约管理工

作。对聘用的高校毕业生，按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 〈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意见〉

的通知》 （中办发 〔２０１６〕７９号）等规定确定工资待遇及工作
补贴。

五、促进人才合理流动

各地在吸引优秀人才服务基层的同时，应着力构建人才发展

平台，保持基层人才队伍稳定，推动卫生健康事业更加均衡、高

质量发展。对放宽条件招聘的人员，用人单位可以视情况在聘用

合同中约定３－５年最低服务期限，并明确违约责任和相关要求。
在最低服务期限内，其他单位不得以借调、帮助工作等方式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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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出或调走。要切实加强人才交流的管理，禁止采取另建档案等

违规做法调入人员，禁止上级医疗卫生机构从下级医疗卫生机构

“虹吸式”抢挖人才。对符合交流条件的人员，不得采取扣押档

案等做法阻碍人员合理流动。

六、加强工作指导监督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卫生健康部门要高度重视高校

毕业生招聘工作，加强协调配合，明确任务举措，主动担当作

为。要结合实际，扎实做好２０２０年县级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
开招聘工作，招聘公告要在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公开招聘

服务平台、卫生健康部门网站上发布，通过多种途径广泛推介招

聘信息。要严格执行公开招聘相关规定，认真组织实施，充分体

现公开、公平、公正。要严肃人事纪律，对公开招聘工作中出现

的违规违纪问题，按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 家 卫 生 健 康 委

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２日

（联系单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司、国

家卫生健康委人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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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共青团中央关于印发百万青年
技能培训行动方案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５９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财政厅 （局），团委：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实施职业技能提

升行动，扎实做好广大青年职业培训工作，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

年就业创业，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特

实施百万青年技能培训行动。

现将 《百万青年技能培训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

本地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 政 部

共 青 团 中 央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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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青年技能培训行动方案

一、行动目标

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把稳就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的要

求，实施百万青年技能培训行动，以高校毕业生和其他青年群体

为培训对象，以提升青年就业创业能力为核心，大规模开展青年

职业技能培训。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１年，面向各类青年群体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２００万人次以上，提高青年就业率和创业成功率，扩大
和稳定青年就业。

二、主题

百万青年长技能，促进就业见行动

三、对象范围

１４—３５周岁有就业创业意愿和培训需求的城乡各类青年劳
动者。

四、实施和参与主体

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具体组织实施，有关部门、行

业、企业、社会团体、职业院校和有关机构积极参与，形成工作

合力，健全组织实施网络，共同实施百万青年技能培训行动。

五、行动内容

（一）青年学徒培养计划。组织企业新招用高校毕业生或在

职青年职工等参加１年以上的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学徒培训主
要运用企业与技工院校、职业院校、职业培训机构、企业培训中

心等企校双师带徒、工学交替培养模式进行。通过企校合作，重

点培训与企业岗位相关的理论知识、操作技能、安全生产规范、

职业素养等，强化有针对性的理论知识学习和岗位技能训练，把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培养成为适合企业发展和岗位需要的高技能人

才。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１年，对组织高校毕业生等开展企业新型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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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培训的，给予企业每人每年５０００元以上的职业培训补贴，培
训耗材较高的职业 （工种），可提高补贴标准。

（二）青年以工代训计划。把企业青年职工作为企业稳岗扩

岗专项支持计划的重点对象，大力开展以工代训，实现以训稳岗。

支持中小微企业吸纳离校两年内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开展以工代训，

支持受疫情影响出现生产经营暂时困难导致停工停业的中小微企

业组织青年职工开展以工代训，支持外贸、住宿餐饮、文化旅游、

交通运输、批发零售等行业的各类企业开展以工代训，并按规定

给予企业职业培训补贴，受理期限截止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三）青年技能研修计划。以企业、技工院校和技能大师工

作室等为载体，开展青年技能研修培训。组织企业在职青年到技

能大师工作室或技工院校进行职业技能研修和实训，强化实际操

作技能训练和综合职业素养培养，增强和提升岗位工作能力。有

条件的地区，可提高对技能大师工作室的补贴标准，补贴资金从

就业补助金列支。组织技工院校、职业院校针对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等青年开设不超过３个月中长期技能训练班或进行非全日制弹
性学习，开展定向、定岗培训，补强技能短板，提升青年就业能

力。技能研修要对接人力资源市场、企业和青年需求，因材施

教，特色办班。

（四）青年创业培训计划。加大青年创业支持力度，面向有

创业意愿和培训需求的城乡青年，开展有针对性的创业培训。加

强创业意识教育、创业项目指导和网络创业等培训，提高创业能

力和创业成功率。要强化落实创业担保贷款、税费减免等扶持政

策，提供创业咨询指导、创业孵化、融资、法律咨询和事务代理

等全方位服务，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扶持和创业服务 “三位一

体”的工作体系。对创办企业成功且经营稳定的，按规定给予创

业补贴和优先贷款支持。

（五）青年新职业培训计划。立足青年特点，面向新职业、

新技能和新就业形态，重点开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

技术培训，媒体运营、网络营销、电子竞技、健康照护等新职业

培训，以及网络平台就业创业等新业态培训。大力推行线上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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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实行线上学习线下实训融合开展。鼓励各类

平台机构将培训与推荐就业紧密衔接。

（六）青年职业技能竞赛计划。广泛组织各级各类职业技能

竞赛，实现以赛促训。各地可设置智能制造、信息通信、生活服

务等职业赛项，举办职业技能竞赛活动。积极组织青年参加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赛、“振兴杯”青年职业

技能竞赛等竞赛活动。创新竞赛形式，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组织竞赛活动。要动员青年参加赛前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

升技能水平。

六、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将百万青年技能培训工作纳入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总体安排，做好相关组织管理、数据统计、调

度督导等工作。要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层层压实责任，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财政、共青团等密切配合、协同联动，共同推进工作

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充分发挥牵头和统筹协调作用，

财政部门要做好资金保障，共青团组织要广泛动员和发动各类青

年劳动者，积极参加各类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各地要根据实际统

筹实施，向广大青年提供不断线的培训和就业服务。

（二）落实经费保障和相关补贴政策。对参加培训行动的各

类青年，按规定给予补贴，所需资金可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

资金中列支。

（三）营造良好环境。广泛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大力宣传党

和国家关于加强青年职业培训工作的方针政策，宣传技能成才、

技能就业的典型事迹。加强政策咨询和服务保障工作，运用现场

集中办公、线上咨询办理、上门服务等多种方式，推动百万青年

技能培训政策落实落地，行动见到成效，为保持青年就业局势总

体平稳，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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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民政部
财政部　商务部　全国妇联
关于实施康养职业技能
培训计划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７３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民政厅 （局）、财政厅 （局）、商务厅 （局）、妇联：

健康照护、养老护理、家政服务、婴幼儿照护等康养服务从

业人员职业素质和工作质量，直接关系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和切身

利益。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要求，推进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促进康养服务技能人才培养和劳动者就业创业，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民政部、财政部、商务部、全国妇联决定组织实施

“康养职业技能培训计划”。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

（一）总体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做好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围绕做好 “六

稳”工作，服务落实 “六保”任务，聚焦当前人民群众反映强

烈的康养服务从业人员数量不足、职业技能水平不高等实际问

题，坚持培训先行、人人持证，大规模、高质量开展康养服务人

员职业技能培训，健全培养、使用、评价和激励工作体系，加快

培养数量充足、素质优良、技能高超、服务优质的康养服务技能

人才。

（二）目标任务。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２年，培养培训各类康养服
务人员５００万人次以上，其中养老护理员２００万人次以上；充分

·０８４·



利用现有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和公共实训基地，在全国建成１０个
以上国家级 （康养）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加强职业标准、培

训师资和教材建设，不断提升康养培训基础能力。

二、健全康养服务人员培训体系

（三）建立康养服务人员培训制度。建立以地方政府为工作

主体，有关部门协调支持，院校、企业、社会团体、职业培训机

构、公共实训基地、养老服务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等为实施载

体，适应康养服务市场需求和人员就业需要的职业技能培训制

度，全面推行康养服务人员就业上岗前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

训、转岗转业培训和创业培训。加强康养服务实训基地建设，支

持有条件的企业兴办培训实训机构。扩大职业院校 （含技工院

校，下同）招生和培养规模，积极面向有意愿从事康养服务的各

类人员开展培养培训。

（四）全面提升康养服务人员职业技能水平。以提升职业能

力为重点，强化康养服务人员的实际操作技能训练、综合职业素

质培养，并将法律知识、职业道德、从业规范、质量意识、健康

卫生等要求和心理学、营养学等方面的内容贯穿培训全过程。加

强失能失智人员照护、老年人照护、康复护理服务、饮食起居照

料、生活家务料理、婴幼儿照护、儿童照护、意外伤害预防与处

理等方面的岗位技能培训，提升从业人员职业技能水平。

（五）健全康养服务培训标准体系。按照健康照护师、养老

护理员、家政服务员、育婴员、保育员、孤残儿童护理员等国家

职业技能标准、培训大纲和最新行业企业考核评价规范开展培

训。针对不同培训对象的文化程度和就业经历，开发全面系统、

简便可行的培训课程。对基础性、易操作的知识和技能，组织开

发通用速成教材，帮助入职者尽快掌握职业技能要求。有关院校

和培训机构要优化课程设置，构建多层次、模块化、高质量的技

能课程体系。院校和培训机构要加强校企合作，推行 “职业培训

包”和 “工学一体化”培训模式，增强培训实效。

（六）大力培育康养服务企业和培训机构。支持健康照护、

养老、家政、托育服务等企业发展，推动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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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以龙头企业和培训机构为主体，支持建设高技能人才培训基

地、家政服务职业培训示范基地、家政劳务输出基地等，打造培

训实训体系，引领行业发展。鼓励和支持有关职业院校开设健康

管理 （健康服务与管理）、康复保健、老年保健与管理 （老年服

务与管理）、护理 （养老护理员、育婴员、保育员）、家政服务

与管理 （家政服务）、公共营养保健等相关专业，强化理论知识

和工作实训，加强高层次、综合性专业人才培养。

三、促进康养服务人员职业发展

（七）开展康养服务人员职业技能评价。紧跟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加强康养服务新职业和相关职业技能标准开发，做

好康养服务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畅通从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

五级 （初级工）、四级 （中级工）、三级 （高级工）到二级 （技

师）、一级 （高级技师）的职业发展通道，拓宽职业发展空间。

对经评价认定合格的，纳入证书查询系统和信息管理服务平台，

向社会公开。推进评价认定信息与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共享，为康

养服务人员培训、使用和监管提供数据支撑。要严格证书管理，

加强评价工作的事中事后监管，确保评价质量和效果，防止乱发

证和以次充好等不良现象。

（八）加强康养服务人员激励保障。加大康养服务人员的激

励力度，强化政府激励引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提升从业

人员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增强职业吸引力。各地、各有关部门

开展技能人才评选表彰，可适当向康养服务人员倾斜。鼓励市场

主体建立从业人员薪酬待遇与职业技能等级和服务内容、时间、

难易等挂钩机制，实现技高者多得，多劳者多得。鼓励家政服务

员通过全国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建立信用记录，引导消费者优

先选择信用良好的家政服务员。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康

养服务人员的职业指导、就业服务和关心关爱，维护其合法权

益。

（九）广泛组织职业技能竞赛活动。大力开展康养服务人员

职业技能竞赛，按照有关规定对获奖选手予以奖励，并晋升相应

的职业技能等级。组织开展面向贫困劳动力的职业技能竞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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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康养服务类职业 （工种）作为竞赛项目，引导和带动更多

贫困劳动力从事康养相关职业。推动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

护等项目的竞赛标准转化为职业教育培训标准和课程，促进人才

培养与国际接轨，提高培养质量和水平。

四、做好组织实施工作

（十）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康

养服务人员职业技能培训的重要意义，把康养职业技能培训计划

作为重要民生工程，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实施，建立地方政府主

导，人社、民政、财政、商务、妇联等部门协调配合的联动机

制，形成工作合力，推进培训信息与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共享，加

强康养服务人员信息信用管理。要将康养职业技能培训计划纳入

各地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同步进行部署、落实、督导和考核。各

地人社部门、民政部门共同做好养老护理员培养培训工作；各地

民政部门要做好养老院院长和专兼职老年社会工作者培养培训工

作。上述两项具体培训任务由各省 （区、市）按２０１９年底当地
６０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占全国总数比例确定。

（十一）加大培训补贴政策落实力度。各地要将健康照护

师、养老护理员、家政服务员、育婴员、保育员等作为急需紧缺

职业 （工种），纳入本地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两目录一系统”，

按规定落实好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创业培训补贴以及职业技能鉴

定补贴政策，所需资金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中列支；按

规定落实好生活费补贴政策，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

有条件的地方，可适当提高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各地不得以

地域、户籍、年龄、缴纳社保等为前提条件，限制上述人员参加

培训并享受培训补贴。

（十二）加大宣传和推动力度。各地要采取多种方式，做好

培训计划和从业人员待遇政策解读服务。创新方式和手段，开展

宣传服务周 （月）活动，通过现场咨询、 “１２３３３”热线、上门
宣传、发放政策宣传页、张贴宣传海报、投放公益广告等方式，

提高政策知晓度。要注重培育全国知名劳务输出地，打造康养服

务人员劳务品牌，扩大社会影响力。充分利用媒体，选树先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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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不断增强

康养服务人员的职业荣誉感和岗位吸引力，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

技能就业和技能成才。

附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民政部　财政部　商务部　全
国妇联关于实施康养职业技能培训计划的通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民 政 部

财 政 部

商 务 部

全 国 妇 联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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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民政部　财政部
商务部　全国妇联关于实施康养
职业技能培训计划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７３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民政厅 （局）、财政厅 （局）、商务厅 （局）、妇联：

健康照护、养老护理、家政服务、婴幼儿照护等康养服务从

业人员职业素质和工作质量，直接关系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和切身

利益。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要求，推进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促进康养服务技能人才培养和劳动者就业创业，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民政部、财政部、商务部、全国妇联决定组织实施

“康养职业技能培训计划”。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

（一）总体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做好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围绕做好 “六

稳”工作，服务落实 “六保”任务，聚焦当前人民群众反映强

烈的康养服务从业人员数量不足、职业技能水平不高等实际问

题，坚持培训先行、人人持证，大规模、高质量开展康养服务人

员职业技能培训，健全培养、使用、评价和激励工作体系，加快

培养数量充足、素质优良、技能高超、服务优质的康养服务技能

人才。

（二）目标任务。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２年，培养培训各类康养服
务人员５００万人次以上，其中养老护理员２００万人次以上；充分
利用现有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和公共实训基地，在全国建成１０个
以上国家级 （康养）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加强职业标准、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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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师资和教材建设，不断提升康养培训基础能力。

二、健全康养服务人员培训体系

（三）建立康养服务人员培训制度。建立以地方政府为工作

主体，有关部门协调支持，院校、企业、社会团体、职业培训机

构、公共实训基地、养老服务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等为实施载

体，适应康养服务市场需求和人员就业需要的职业技能培训制

度，全面推行康养服务人员就业上岗前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

训、转岗转业培训和创业培训。加强康养服务实训基地建设，支

持有条件的企业兴办培训实训机构。扩大职业院校 （含技工院

校，下同）招生和培养规模，积极面向有意愿从事康养服务的各

类人员开展培养培训。

（四）全面提升康养服务人员职业技能水平。以提升职业能

力为重点，强化康养服务人员的实际操作技能训练、综合职业素

质培养，并将法律知识、职业道德、从业规范、质量意识、健康

卫生等要求和心理学、营养学等方面的内容贯穿培训全过程。加

强失能失智人员照护、老年人照护、康复护理服务、饮食起居照

料、生活家务料理、婴幼儿照护、儿童照护、意外伤害预防与处

理等方面的岗位技能培训，提升从业人员职业技能水平。

（五）健全康养服务培训标准体系。按照健康照护师、养老

护理员、家政服务员、育婴员、保育员、孤残儿童护理员等国家

职业技能标准、培训大纲和最新行业企业考核评价规范开展培

训。针对不同培训对象的文化程度和就业经历，开发全面系统、

简便可行的培训课程。对基础性、易操作的知识和技能，组织开

发通用速成教材，帮助入职者尽快掌握职业技能要求。有关院校

和培训机构要优化课程设置，构建多层次、模块化、高质量的技

能课程体系。院校和培训机构要加强校企合作，推行 “职业培训

包”和 “工学一体化”培训模式，增强培训实效。

（六）大力培育康养服务企业和培训机构。支持健康照护、

养老、家政、托育服务等企业发展，推动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

探索以龙头企业和培训机构为主体，支持建设高技能人才培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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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家政服务职业培训示范基地、家政劳务输出基地等，打造培

训实训体系，引领行业发展。鼓励和支持有关职业院校开设健康

管理 （健康服务与管理）、康复保健、老年保健与管理 （老年服

务与管理）、护理 （养老护理员、育婴员、保育员）、家政服务

与管理 （家政服务）、公共营养保健等相关专业，强化理论知识

和工作实训，加强高层次、综合性专业人才培养。

三、促进康养服务人员职业发展

（七）开展康养服务人员职业技能评价。紧跟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加强康养服务新职业和相关职业技能标准开发，做

好康养服务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畅通从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

五级 （初级工）、四级 （中级工）、三级 （高级工）到二级 （技

师）、一级 （高级技师）的职业发展通道，拓宽职业发展空间。

对经评价认定合格的，纳入证书查询系统和信息管理服务平台，

向社会公开。推进评价认定信息与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共享，为康

养服务人员培训、使用和监管提供数据支撑。要严格证书管理，

加强评价工作的事中事后监管，确保评价质量和效果，防止乱发

证和以次充好等不良现象。

（八）加强康养服务人员激励保障。加大康养服务人员的激

励力度，强化政府激励引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提升从业

人员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增强职业吸引力。各地、各有关部门

开展技能人才评选表彰，可适当向康养服务人员倾斜。鼓励市场

主体建立从业人员薪酬待遇与职业技能等级和服务内容、时间、

难易等挂钩机制，实现技高者多得，多劳者多得。鼓励家政服务

员通过全国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建立信用记录，引导消费者优

先选择信用良好的家政服务员。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康

养服务人员的职业指导、就业服务和关心关爱，维护其合法

权益。

（九）广泛组织职业技能竞赛活动。大力开展康养服务人员

职业技能竞赛，按照有关规定对获奖选手予以奖励，并晋升相应

的职业技能等级。组织开展面向贫困劳动力的职业技能竞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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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康养服务类职业 （工种）作为竞赛项目，引导和带动更多

贫困劳动力从事康养相关职业。推动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

护等项目的竞赛标准转化为职业教育培训标准和课程，促进人才

培养与国际接轨，提高培养质量和水平。

四、做好组织实施工作

（十）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康

养服务人员职业技能培训的重要意义，把康养职业技能培训计划

作为重要民生工程，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实施，建立地方政府主

导，人社、民政、财政、商务、妇联等部门协调配合的联动机

制，形成工作合力，推进培训信息与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共享，加

强康养服务人员信息信用管理。要将康养职业技能培训计划纳入

各地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同步进行部署、落实、督导和考核。各

地人社部门、民政部门共同做好养老护理员培养培训工作；各地

民政部门要做好养老院院长和专兼职老年社会工作者培养培训工

作。上述两项具体培训任务由各省 （区、市）按２０１９年底当地
６０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占全国总数比例确定。

（十一）加大培训补贴政策落实力度。各地要将健康照护

师、养老护理员、家政服务员、育婴员、保育员等作为急需紧缺

职业 （工种），纳入本地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两目录一系统”，

按规定落实好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创业培训补贴以及职业技能鉴

定补贴政策，所需资金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中列支；按

规定落实好生活费补贴政策，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

有条件的地方，可适当提高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各地不得以

地域、户籍、年龄、缴纳社保等为前提条件，限制上述人员参加

培训并享受培训补贴。

（十二）加大宣传和推动力度。各地要采取多种方式，做好

培训计划和从业人员待遇政策解读服务。创新方式和手段，开展

宣传服务周 （月）活动，通过现场咨询、 “１２３３３”热线、上门
宣传、发放政策宣传页、张贴宣传海报、投放公益广告等方式，

提高政策知晓度。要注重培育全国知名劳务输出地，打造康养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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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员劳务品牌，扩大社会影响力。充分利用媒体，选树先进典

型，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不断增强

康养服务人员的职业荣誉感和岗位吸引力，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

技能就业和技能成才。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民 政 部

财 政 部

商 务 部

全 国 妇 联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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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
标志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７８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国务院有关部门、有关行业组织、中央企业人事劳动保

障工作机构：

为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标志的保护和规范使

用，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标志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 《特殊标志管理条例》及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我

部制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标志管理办法 （试

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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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

标志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 （以下简称

“全国技能大赛”）标志的保护和规范使用，维护全国技能大赛

标志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根据 《特殊标志管理条例》及知识产

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全国技能大赛筹办工作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全国技能大赛标志包括：
（一）名称

中文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中文简称 “全国

技能大赛”、英文名称 “
M'/="<'0=; NL<;;, O'*#:"<"<'0 '2 "!: C:'#;:

’
,

P:#>(;</ '2 O!<0=

”、英文缩写 “ＣＶＳＣ”。
（二）标识

全国技能大赛组委会对外公布的标识，图标原型源于 “技”

字笔意。

第三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为全国技能大赛标志所有人，
授权全国技能大赛组委会对全国技能大赛标志进行管理。

第四条　全国技能大赛标志的使用应当有助于全国技能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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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筹备和推广工作。使用人应当维护全国技能大赛和全国技能大

赛组委会的形象，按照本办法规范使用全国技能大赛标志。未经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或全国技能大赛组委会的许可，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擅自使用与全国技能大赛标志相同或近似的图形、文字

或其组合。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冒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或全
国技能大赛组委会的名义提供涉及全国技能大赛标志的商品或服

务，举办会议、大赛、展览、广告宣传、征集赞助等活动。

第六条　未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或全国技能大赛组委会的
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全国技能大赛标志中的名称、标识

等用于商品、商品包装、容器、商品交易文书上，不得用于任何

形式、任何媒体的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实施下列混淆行为，可能使人
认为其与全国技能大赛或全国技能大赛组委会存在特定联系。

（一）擅自使用与全国技能大赛、全国技能大赛组委会相同

或者近似的名称、简称、标识、图形，或上述相关元素不同形式

的组合。

（二）擅自使用全国技能大赛、全国技能大赛组委会等域名

主体部分、网站名称、网页、ＡＰＰ、小程序等。
（三）其他可能使人认为其与全国技能大赛、全国技能大赛

组委会存在特定联系的混淆行为。

第八条　为做好全国技能大赛筹办和推广工作，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或全国技能大赛组委会可以授权特定实体实施全国技能

大赛标志使用许可工作。

需要使用全国技能大赛标志且依法成立的企业、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个体工商户，应当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或全国技能

大赛组委会或其授权特定实体提出书面申请。经同意后，双方应

当签订书面协议，明确使用范围、地域和期限等。

第九条　被授权使用的单位应当在授权书载明的使用范围、
地域、期限内规范使用全国技能大赛标志。未经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或全国技能大赛组委会书面同意或许可，不得转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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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或全国技能大赛组委会在全国
技能大赛筹备和推广工作及城市文明公益宣传等非商业活动中，

可以自己使用或授权其他单位使用全国技能大赛标志。

第十一条　任何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工商户从
事或参加与全国技能大赛相关的服务平台、展示平台、线上或线

下活动等，且需使用全国技能大赛标志的，应当就使用行为取得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或全国技能大赛组委会或者其授权特定实体

书面授权。

上述单位经合法授权后，应当使用全国技能大赛相关服务平

台、展示平台、线上或线下活动等名称的全称，不得仅使用 “中

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或其简称。

第十二条　经合法授权的单位，应当加强标志使用的规范与
管理，遵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或全国技能大赛组委会制定的标

志使用管理办法。特殊标志的使用人应当是依法成立的企业、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工商户。特殊标志使用人应当同特殊标

志所有人签订书面使用合同。特殊标志使用人应当自合同签订之

日起１个月内，将合同副本报国务院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备案，并
报使用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存查。

第十三条　使用人违反本办法规定或超出授权书范围使用全
国技能大赛标志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或全国技能大赛组委会

或者其授权特定实体有权撤销授权，并依法追究使用人的法律责

任。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涉嫌侵犯全国技能大赛组委
会权利的行为，可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或全国技能大赛组委会

举报，或直接向有关知识产权行政部门举报。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或全国技能大赛组委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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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
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
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１００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教育厅 （教委、教育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人事

部门，教育部直属各高等学校：

高等学校教师 （以下简称高校教师）是我国专业技术人才

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推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和高层次

人才培养的重要力量。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和 《深化新时

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按照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进一步完善教师评价机

制，激励广大高校教师教书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加快教育现代化，现就深化高校教师职称

制度改革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以及全国教育大会精神，遵循高校教师职业特点和发展规

律，破除束缚高校教师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分类分

层，科学评价，充分调动广大高校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

高校教师活力、动力，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

伍，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人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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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原则

１坚持以德为先，教书育人。以师德为先，以教学为要，
以育人为本，提升师德师风要求，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

立学、以德施教，突出教书育人实绩，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２坚持以人为本，创新机制。把握高校教师成长的规律和
工作特点，完善评价标准，创新评价机制，科学客观公正评价，

让教师更具有获得感和成就感，激励教师人人尽展其才。

３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围绕高校教师职称评审重点
难点及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改革举措，增强高校教师职称

制度改革的实效性。

４坚持分类实施，自主评价。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
校及教师特点，采用业绩水平与发展潜力、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

合的方式，高校自主实施分类分层评价，政府依法宏观管理。

二、主要内容

深入贯彻高等教育领域 “放管服”改革精神，加快转变政

府职能，落实高校职称评审自主权，围绕健全制度体系、完善评

价标准、创新评价机制，形成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品德、能力

和业绩为导向，评价科学、规范有序、竞争择优的高校教师职称

制度。

（一）健全制度体系

１创新岗位类型。保持高校教师现有岗位类型总体不变，
一般设有教学为主型、教学科研型等岗位类型。适应新时代教师

队伍发展的需要，高校可根据自身发展实际，设置新的岗位

类型。

２健全层级设置。高校教师职称一般设置初级、中级、高
级，其中高级分设副高级和正高级。初级、中级、副高级、正高

级职称名称一般依次是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有条件的高

校可探索实行教师职务聘任改革，设置助理教授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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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完善评价标准

１严把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考核。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理想信念教育为

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把好思想政治关，将师德

表现作为教师职称评审的首要条件。完善思想政治与师德师风考

核办法，健全评价标准、体系及考核方案，提高考核评价的科学

性和实效性。

２突出教育教学能力和业绩。高校应把认真履行教育教学
职责作为评价教师的基本要求。加强教学质量评价，把课堂教学

质量作为主要标准，严格教学工作量，强化教学考核要求，提高

教学业绩和教学研究在评审中的比重。突出教书育人实绩，注重

对履责绩效、创新成果、人才培养实际贡献的评价。

３克服唯论文、唯 “帽子”、唯学历、唯奖项、唯项目等倾

向。规范学术论文指标的使用，论文发表数量和引用情况、期刊

影响因子等仅作为评价参考，不以 ＳＣＩ（科学引文索引）、ＳＳＣＩ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等论文相关指标作为前置条件和判断的直

接依据。核心是评价研究本身的创新水平和科学价值。高校结合

实际建立各学科高水平期刊目录和高水平学术会议目录。对国内

和国外的期刊、高水平学术会议发表论文、报告要同等对待，鼓

励更多成果在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内期刊和高水平学术会议发

表。不得简单规定获得科研项目的数量和经费规模等条件。不得

将出国 （出境）学习经历作为限制性条件。不得将人才称号作

为职称评定的限制性条件，职称申报材料不得设置填写人才称号

栏目，取消入选人才计划与职称评定直接挂钩的做法。

４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结合学科特点，探索项目报告、
技术报告、学术会议报告、教学成果、著作、论文、标准规范、

创作作品等多种成果形式，将高水平成果作为代表性成果。注重

代表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突出评价成果质量、原创价值

和对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以及支撑人才培养情况。注重质量评

价，防止简单量化、重数量轻质量，建立并实施有利于教师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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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和创新的评价制度。

（三）创新评价机制

１分类分层评价。结合学校特点和办学类型，针对不同类
型、不同层次教师，按照教学为主型、教学科研型等岗位类型，

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科技等不同学科领域，基础研

究、应用研究等不同研究类型，通用专业、特殊专业等不同专业

门类，建立科学合理的分类分层评价标准。职业院校要强化技术

技能要求，加强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２创新评价方式。鼓励采取个人述职、面试答辩、同行评
议、实践操作、业绩展示等多种灵活评价方式，完善同行专家评

议机制，健全完善外部专家评审制度，探索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

独立评价。给内、外部评审专家预留充足时间进行评鉴，引导评

审专家负责任地提供客观公正的专业评议意见，提高职称评价的

科学性、专业性、针对性。注重个人评价与团队评价相结合，考

察团队合作及社会效益，尊重和认可团队所有参与者的实际贡

献。探索国防科技、公共安全等特殊领域人才评价办法。

３建立重点人才绿色通道。引导教师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注重工作实绩，其工作成果不简单以发表论文、获得奖

项等进行比较评价。对取得重大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突破、解决

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在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中做出重大贡献的教师

以及招聘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等，在严把质量和程

序的前提下，可制定较为灵活的评价标准，申报高级职称时论文

可不作限制性要求，畅通人才发展通道。

４完善信用和惩戒机制。建立申报教师、评审专家及相关
人员诚信承诺和诚信信息共享机制。申报教师职称评审中存在弄

虚作假、学术不端的，按国家和学校相关规定处理。因弄虚作

假、学术不端等通过评审聘任的教师，撤销其评审聘任结果。引

导建立学术共同体自律文化，建立完善评审专家的诚信记录、利

益冲突回避、履职尽责评价、动态调整、责任追究等制度，严格

规范专家评审行为。对违反评审纪律的评审专家、党政领导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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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责任人员，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５健全聘期考核机制。科学合理设置考核评价周期，聘期
考核与年度考核、日常考核相互结合，并适当延长基础研究人

才、青年人才等考核周期，把考核结果作为调整岗位、工资以及

续订聘用合同的依据，完善退出机制，实现人员能上能下、能进

能出。

（四）落实自主评审

１下放职称评审权。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
自主组织评审、按岗聘用，主体责任由高校承担。高校要加强对

院系的指导和监管，院系要将符合条件的教师向上一级评审组织

推荐。条件不具备、尚不能独立组织评审的高等学校，可采取联

合评审、委托评审的方式。高校自主制定教师职称评审办法、操

作方案等评审文件，按相关规定进行备案。职称评审办法应包括

教师评价标准、评审程序、评审委员会人员构成规则、议事规

则、回避制度等内容。高校制定的教师评价标准不低于国家规定

的基本标准，可结合实际明确破格条件。高校聘用研究人员等到

教师岗位的，可结合实际制定职称评价具体办法。职业院校、应

用型本科高校对特殊高技能人才可适当放宽学历要求。对长期在

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高校教师，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教

育行政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放宽学历和任职年限要求。

２加强监管服务。按照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办法，加强
对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监管，开展业务指导，搭建平台，优

化服务，为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提供支持。定期按一定比例开展抽

查，根据抽查情况、群众反映或舆情反映较强烈的问题，有针对

性地进行专项巡查，并将抽查、巡查情况通报公开。对因评审工

作把关不严、程序不规范，造成投诉较多、争议较大的高校，责

令限期整改。对整改无明显改善或逾期不予整改的高校，暂停其

自主评审工作直至收回评审权，并进行责任追究。加强职称评审

信息化建设，探索推广在线申报和评审，简化申报信息和材料报

送等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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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优化思想政治工作评审

１规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评审体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职称评审纳入单列计划、单设标准、单独评审体系，高级岗位

比例不低于学校平均水平。建立符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职业特

点和岗位要求的评价标准，注重考察教学工作业绩和育人实效，

将在中央和地方主要媒体上发表的理论文章等纳入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职称成果评价范围。

２强化教师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作为教师的基本职责，把教师课程思政建设情况和育人效果作为

评价的重要内容。晋升高一级职称的青年教师，须有至少一年担

任辅导员、班主任等学生工作经历，或支教、扶贫、参加孔子学

院及国际组织援外交流等工作经历，并考核合格。

（六）实行评聘结合

１高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主设置岗位，结合岗位空缺情
况开展教师职称评审，并将通过评审的教师聘用到相应岗位，实

现教师职称评审与岗位聘用有效衔接。

２对此次改革前本高校评审通过、已经取得高校教师职称
但未被聘用到相应岗位的人员，有关地方和高校要结合实际研究

具体办法，妥善做好这部分人员择优聘用等相关工作。

三、组织实施

（一）加强领导，优化服务。深化高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

是进一步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推动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的重要举措。各地区、各部门、

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改革的重要意义，坚持党管人才原

则，充分发挥党的思想优势、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加强党的领

导，周密部署，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配合，

优化服务，为深化高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创造良好条件。

（二）严格程序，确保公正。各高校要按照职称制度改革要

求，认真做好职称工作，确保标准公开、程序公平、结果公正。

要建立健全职称工作机制，明确岗位任职条件，规范竞聘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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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公示制度，健全申诉机制，畅通意见渠道，强化自我监督，

主动接受外部监督。

（三）科学谋划，稳妥推进。各地区、各高校要正确处理好

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把推进高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与全面

履行职责、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有机结合

起来，确保改革平稳有序进行。

本意见适用于普通高等学校，其他高等学校可参照执行。

附件：高等学校教师职称评价基本标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 育 部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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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高等学校教师职称评价基本标准

　　一、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自觉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修养，

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爱岗敬业，为人师表，教书育

人。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统一、言传与身教相统一、潜心问道与关

注社会相统一、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相统一。

二、具备教师岗位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教育教学能力，承担教

育教学任务并达到考核要求，按要求履行教师岗位职责和义务。

三、身心健康，心理素质良好，能全面履行岗位职责。

四、高等学校教师任现职以来，申报各层级职称，除满足上

述基本条件外，还应分别具备以下条件：

（一）助教

１掌握基本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教学态度端正。协助
讲授课程部分内容。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教学，在学生培养工作

中做出积极贡献。

２具有一定的本专业知识。
３具备硕士学位；或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见习１

年期满且考核合格。

（二）讲师

１掌握基本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教学基本功扎实，教
学态度端正，教学效果良好。承担课程部分或全部内容的讲授工

作。将思想政治教育较好融入教学，在学生培养工作中做出积极

贡献。

２具有扎实的本专业知识，具有发表、出版的学术论文、
著作或教科书等代表性成果。

３具备博士学位；或具备硕士学位，并担任助教职务满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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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或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并担任助教职务满４年。
（三）副教授

教学科研型

１治学严谨，遵循教育教学规律，教学经验较丰富，教学
效果优良，形成有一定影响的教育理念和教学风格，在教学改

革、课程建设等方面取得较突出的成绩。承担过公共课、基础课

或专业课的讲授工作，教学水平高。将思想政治教育较好融入教

学过程，在学生培养工作中做出较大贡献。

２具有本专业系统、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渊博的专业知识，
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和学术造诣。具有发表、出版的有较大

影响的学术论文、教学研究成果、著作或教科书等代表性成果，

受到学术界的好评。参与过重要教学研究或科研项目，或获得代

表本领域较高水平的奖项，或从事科技开发、转化工作以及相关

领域的创造、创作，取得较为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３具备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士及以上学位，且担任讲
师职务满５年；或具备博士学位，且担任讲师职务满２年。

教学为主型

１治学严谨，遵循教育教学规律，教学经验较丰富，教学
效果优良，形成有较大影响的教育理念和教学风格，在教学改

革、课程建设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承担过公共课、基础课或专

业课的系统讲授工作，教学水平高。将思想政治教育较好融入教

学，在学生培养工作中做出较大贡献。

２具有本专业系统、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渊博的专业知识，
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和学术造诣，积极参与教学改革与创

新。具有发表、出版的有较大影响的教学研究或者教改论文，著

作或教科书等代表性成果，受到学术界的好评。参与过具有较大

影响的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或获得教学类重要奖项。

３具备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士及以上学位，且担任讲
师职务满５年；或具备博士学位，且担任讲师职务满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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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教授

教学科研型

１治学严谨，遵循教育教学规律，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效
果优良，形成有较大影响的教育理念和教学风格，在教学改革、

课程建设等方面取得突出成果。承担过公共课、基础课或专业课

的系统讲授工作，教学水平高超。将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融入教

学，在学生培养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

２具有本专业系统、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渊博的专业知识，
具有突出水平的研究成果和学术造诣。具有发表、出版的有重要

影响的学术论文、教学研究成果、著作或教科书等代表性成果，

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主持过重要教学研究或科研项目，或作

为主要参与者获得代表本领域先进水平的奖项，或从事科技开

发、转化工作以及相关领域的创造、创作取得重大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３具备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士及以上学位，且担任副
教授职务满５年。

教学为主型

１治学严谨，遵循教育教学规律，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效
果优秀，形成很好影响的教育理念和教学风格。在教学改革、课

程建设等方面取得创造性成果，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承担过公共

课、基础课或专业课的系统讲授工作，教学水平高超。将思想政

治教育有效融入教学，在学生培养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

２具有本专业系统、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渊博的专业知识，
具有突出水平的研究成果和学术造诣，积极推进教学改革与创

新。具有发表、出版的有重要影响的教学研究或者教改论文，著

作或教科书等代表性成果，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主持过具有

重要影响的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或作为主要参与者获得教学类重

要奖项。

３具备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士及以上学位，且担任副
教授职务满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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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百日
免费线上技能培训行动方案的通知

人社部函 〔２０２０〕２４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

为贯彻落实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实施职业技能

提升行动 “互联网 ＋职业技能培训计划”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１０号），按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和职业技能提
升行动工作部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决定在全国组织实施百日

免费线上技能培训行动。现将 《百日免费线上技能培训行动方

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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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免费线上技能培训行动方案

一、行动名称

百日免费线上技能培训行动 （简称 “线上培训行动”）。

二、行动主题

抗疫接力，技能就业，助力脱贫。

三、行动目标

在２０２０年３月下旬至６月底，集中实施线上培训行动，大
规模开展免费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实现 “百日５１５”目标：遴选
５０家以上线上技能培训平台，推出覆盖１００个以上职业 （工种）

的数字培训资源，实现线上培训实名注册５００万人次以上。
四、对象范围

企业返岗、待岗职工，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失业人员、高

校毕业生、“两后生”、贫困劳动力等城乡各类劳动者。

五、实施和参与主体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头组织，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具体实施，充分调动有关部门、企业、行业协会和社会团体的积

极性，形成工作合力。

六、行动内容

（一）加大对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的支持。在６月底前，依
托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各地遴选公布的线上技能培训平台，

对劳动者免费开放线上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所属 “中国职业培训在线”等６家在线培训平台，要设立线上培
训专区专栏，向湖北等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三区三州”深度

贫困地区和挂牌督战贫困地区，加大线上培训资源免费开放力

度，扩大课程免费范围，延长免费时间。各地要重点对企业返

岗、待岗职工、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失业人员、贫困劳动力等

·５０５·



开展线上培训，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和脱贫攻坚，提高重点就业群

体就业创业能力。

（二）加强线上平台建设。各地要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

各地征集的资质合法、信誉良好、服务优质的线上职业技能培训

平台及数字资源，纳入各地 “两目录一系统” （培训评价机构、

培训项目目录和补贴性培训实名制信息管理系统）。培训平台要

提升线上培训质量，做好线上培训统计和监管，实现督促学习、

记录学习、数据统计和过程监控等功能。

（三）丰富数字培训资源。组织推动线上培训平台按照各地

产业发展和就业需求，以及各类劳动者技能需求和特点，不断丰

富数字培训资源。

要根据疫情防控和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工作需求，重点开展医

护用品制造、心理疏导、健康照护、家政服务、养老护理、托

幼、网约配送、电商等市场急需紧缺职业培训，持续开展家电维

修、保安、汽修、电工、餐饮、美发、种养殖、妇女手工等从业

人员多的职业培训，并着眼产业发展需要，开展先进制造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以及循环农业、智慧农业、智能建

筑、智慧城市建设等新产业和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职

业新技能线上培训。要把通用职业素质、法律法规、职业指导、

安全生产、消防环保、健康卫生、疫病防控等内容贯穿线上培训

全过程。

要提供优质的线上培训课程，邀请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全

国技术能手、技能大师、世界技能大赛专家教练和获奖选手、岗

位技能标兵、非遗传承人、绝招绝技绝活手艺人、企业生产作业

工作法创造人、优秀乡土技能人才等进行在线直播、视频录播、

实时互动。

（四）重点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培训。对在受疫情影响停工期

间 （整体停工或部分停工）的各类企业自主或委托开展的职工

线上培训，按规定纳入职业培训补贴范围，所需资金可从职业技

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中列支。对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开展项目制培

训，可按规定预拨一定比例的培训补贴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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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及时提供培训补贴。对参加线上培训并取得相应课程

培训合格证明的学员，按照规定给予培训补贴，所需资金可从职

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中列支。对参加线上培训的建档立卡贫

困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两后生”中农村

学员和城市低保家庭学员，在培训期间给予一定的生活费补贴，

所需资金可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

（六）加强线上培训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线上培训信息采

集和全过程监控机制，定期采集培训数据，分析线上培训状况，

确保学员线上培训有签到注册、有学习记录、有答疑测试，学习

过程可查询、可追溯。动态发布新职业，加快职业技能标准开

发，全面推行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持续征集面向全国和各省

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基础电信企业要按

照 《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支持鼓励劳动者参与线

上职业技能培训的通知》 （发改办就业 〔２０２０〕１００号）要求，
对在疫情期间参加线上职业技能培训予以优惠，服务支持线上培

训工作。

七、工作要求

（一）建立工作机制。各地要高度重视线上培训行动，建立

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参与的联席工作机制，统筹部署疫情

防控和线上培训行动，加强宏观指导、政策协调和组织推动，集

中力量开展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广泛动员各类劳动者积极参加线

上培训。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社会团体、企业、院校和培训机

构以及社会各方面的作用，共同做好线上技能培训工作。

（二）加强监督检查工作。加强对线上课程资源审核把关，

确保课程质量。规范线上培训补贴标准，严格监管线上培训过

程，杜绝套取培训补贴资金情况的发生。对以虚假线上培训等套

取、骗取资金的机构、培训平台及个人须依法依纪严惩。

（三）加大指导督导。加大工作调度和督促，建立线上培训

行动双周调度制度。各地按照 《线上培训行动实施情况双周调度

表》要求，按时上报线上培训情况。要强化工作基础，优化工作

流程，完成目标任务分解，做好统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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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广泛宣传和发动。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网和各级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官网的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栏对各地线上

培训行动开展情况进行广泛宣传，在有关央媒、部属媒体、新媒

体、系统矩阵进行宣传报道。要通过新闻发布会、线上集中宣

讲、微信公众号定向推送、网络直播等方式，大力宣传线上培训

行动。采用在线问答、热线电话等方式，对线上培训政策进行答

疑解惑，全面解读线上培训的最新政策。

附件：线上培训行动实施情况双周调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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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线上培训行动实施情况双周调度表

　　 省 （区、市）

线上培训学员情况 纳入机构目录的线上培训平台数量

实名注册

学员人次数

线上培训

总人次数
面向全省 面向地市

部推荐５４家线上
平台机构※

注：※采用情况 （具体平台名称）可另附页 截至日期：２０２０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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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农民工
稳就业职业技能培训计划的通知

人社部函 〔２０２０〕４８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扎实做好 “六稳”

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确保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大力

提升广大农民工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特实施农民工稳就业

职业技能培训计划。现将 《农民工稳就业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印

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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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稳就业职业技能培训计划

一、工作目标

深入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将职业技能培训作为促进农村

转移劳动力就业、稳定农民工工作岗位、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助力贫困劳动力增收脱贫的重要抓手，面向广大农民工群体，开

展大规模、广覆盖和多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１年，
每年培训农民工７００万人次以上，促进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推
动农民工稳岗就业和返乡创业，改善农民工就业结构，将农民工

培育成为重要的人力资源。

二、对象范围

在岗农民工、城镇待岗和失业农民工、农村新转移劳动力、

返乡农民工、贫困劳动力等。

三、实施和参与主体

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具体组织实施，各地、各有关部

门、行业、企业和社会团体积极参与，形成工作合力。

四、工作内容

（一）以企业为主，组织开展在岗和待岗农民工以工代训，

实现以训稳岗。支持企业吸纳农民工就业，面向新吸纳农民工开

展以工代训。对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

员、登记失业人员中的农民工就业，并开展以工代训的，根据吸

纳人数给予企业职业培训补贴。支持困难企业开展以工代训。对

受疫情影响出现生产经营暂时困难导致停工停业的中小微企业，

组织待岗农民工开展以工代训、以训稳岗的，根据组织以工代训

人数给予企业职业培训补贴。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外贸、住宿、餐

饮、文化、旅游、交通、运输、批发零售等行业可将以工代训补

贴范围扩展到各类企业。以上以工代训职业培训补贴政策受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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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截止到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扶贫车间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吸纳

贫困劳动力就业并开展以工代训，以及参保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

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中的农民工就业并开展以工代训的，给予一

定期限的职业培训补贴，最长不超过６个月。政策执行期限按职
业技能提升行动政策执行。

（二）以输入地为主，组织转岗和失业农民工开展定向定岗

培训，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输入地可结合当地产业发展和企业

用工需求以及农民工就业意愿，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定向、定岗

培训和专项技能培训，提升转岗和失业农民工技能，支撑当地产

业发展。要注重围绕市场急需紧缺职业，大力开展建筑、机械、

维修、家政、养老、餐饮、保安、物流等适合农民工就业的技能

培训和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直播销售员、汽车代驾员等新职业

新业态培训。

（三）以输出地为主，组织返乡农民工开展就业创业培训，

促进农民工就近就业创业。结合县域经济发展和公益岗位需求，

重点围绕县域内生产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乡土产业、休闲

旅游业、餐饮业等开展技能培训，提高返乡农民工职业转换和再

就业能力，促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根据区域经济和人文特点，

结合新经济、新业态，大力开展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鼓励准备

创业和创业初期的农民工参加创办企业、创业实训、经营管理等

课程培训，提升项目选择、市场评估、资金预测、创业计划等能

力，推动返乡农民工创业。对新生代返乡创业农民工，积极开展

大数据、人工智能、电子商务等新技术新领域创业培训，促进提

高创业质量和层次。加大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政策扶持，健全创

业培训与创业服务相结合的工作体系，不断提高返乡农民工创业

成功率。

五、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广泛动员农民工参加培训。各地要把

农民工促就业、扩就业和稳就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高度重视农

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督促指导行业、企业和各级人力资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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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障部门做好各类培训组织工作，广泛动员广大农民工参加各

类技能培训。鼓励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劳务派遣公司以及劳务中

介机构组织新招用农民工、待岗农民工、失业农民工和返乡农民

工等群体，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创业培训，

并给予培训补贴。

（二）加大培训供给，提高培训质量。各级人社部门要对接

人力资源市场、企业和农民工需求，及时发布培训项目目录、培

训机构目录、培训种类方式以及就业信息等，方便农民工培训和

就业。针对农民工特点，支持技工院校、职业院校、职业培训机

构、企业培训中心等开展定向、定岗、订单培训，提升培训质

量。利用互联网、手机客户端等平台载体，积极开展线上职业技

能培训。

（三）落实相关补贴政策，加大支持力度。落实农民工免费

培训政策、参加培训的贫困劳动力生活费补贴政策和企业以工代

训政策。对同一职业 （工种）同一技能等级通过初次职业技能

鉴定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

书、特种作业操作证书、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书的参训人员，给

予技能鉴定补贴。各地要认真落实中央要求，提高培训补贴标

准。农民工培训补贴资金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中列支，

农民工培训数量纳入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月对账统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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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做好
２０２０年技工院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人社部函 〔２０２０〕５２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力发展技工教育重要指示精

神和 《政府工作报告》总体部署，根据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

施方案》和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有关要
求，推动扩大２０２０年技工院校招生规模，提高招生质量，现就
做好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明确目标任务。持续扩大技工院校招生规模是大力发展

技工教育、缓解技能人才短缺和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举措，是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好 “六稳”、落实 “六保”

的重要任务。根据服务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和脱贫攻坚实际需

求，２０２０年全国技工院校招生工作的目标任务是，以 “爱劳动、

上技校、长技能、好就业”为主题，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

坚持稳中求进，进一步加强劳动教育，强化技工院校培养特色，

优化培养结构，做好专业更新，推进校企合作，全面提升技工院

校学生 （学员）职业技能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全国技工院校

计划招生１３０万人，其中招收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不少于３万
人，技师学院扩招１０万人。各地要根据全国招生目标任务，结
合当地职普比例、经济支撑、办学条件、生源情况等因素综合测

算招生能力，并考虑疫情防控要求，做好工作任务和指标的细化

分解，做到一省 （市）一任务、一校一计划，精心谋划、周密

组织、全面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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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将技工院校招生纳入职业教育统一招生平台。各地要根

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关于做好技工院校招生工作的

通知》（人社部发 〔２０１９〕１１９号）要求，积极做好统筹协调，
将技师学院、技工学校纳入职业教育统一招生平台，组织好招生

工作。技工院校要在统一招生平台中做好与初高中生源的对接，

引导组织初高中毕业生进入技工院校学习。支持进入高等学校序

列的技师学院纳入高职 （专科）统一招生平台，并以ＸＸ职业技
术学院 （ＸＸ技师学院）予以明确体现，支持这些学院参与高职
扩招。开辟多种招生渠道，继续统筹用好社会招生、校企合作招

生、提前分流招生、校校合作招生、地区间合作办学招生等各类

招生渠道。推动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 （技

师）班毕业生分别按相当于中专、大专、本科学历落实相关待

遇，增强招生吸引力。

三、深入实施技能脱贫千校行动。会同扶贫部门加大技能脱

贫千校行动组织实施力度，完善绿色通道，为贫困学生做好 “一

站式”招生服务。强化政策落实，及时将中等职业教育助学金、

免学费和 “雨露计划”补贴政策，以及贫困劳动力职业培训补

贴、生活费补贴等政策落实到位。持续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框架

下技工教育帮扶，落实对口帮扶任务，开展 “一对一”、 “一对

多”帮扶，帮助西部地区学生到东部地区就读技工院校。聚焦

“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尤其是５２个未摘帽贫困县和１１１３
个贫困村，组织贫困学生上技校、学技能，强化宣传服务，实现

应招尽招。

四、大力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指导技工院校紧跟新产

业、新技术、新职业发展，充分发挥服务就业创业特色优势，面

向企业职工、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失业人员、退役军人、贫困

劳动力等群体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增加非全日制招生，大力

开展劳动预备制培训、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对非全日制学生采

取弹性学制，实行学分制管理，支持自主学习，分阶段完成学

业。发挥企业办技工院校和民办技工院校与企业联系紧密的优

势，扩大职业培训规模，按规定落实职业培训补贴、以工代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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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政策，积极参与农民工稳就业职业技能培训计划、高校毕业

生等青年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充分考虑技工院校承担培训任务情

况，合理核定绩效工资总量和水平。对承担培训任务较重的院

校，在原总量基础上及时核增所需绩效工资总量。

五、加强招生工作组织领导。各级人社部门要高度重视技工

院校招生工作，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上来，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计划要求，切实

履行主体责任，积极应对疫情影响，统筹部署做好招生工作。建

立完善招生工作机制，压实责任，形成工作合力，努力完成任

务。做好招生日常宣传和重大活动宣传，突出技工院校办学特

色、就业成效，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充分利用

“技工教育网”（
!""#

：
%% &-)/;=,,)/'*)/0

）共建共享全国技工院校招

生宣传平台，做好信息完善和精准宣传。加强技工院校招生资质

和招生简章核查力度，公布具备招生资质的技工院校信息，设立

招生监督举报电话，加大对违规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建立招生

月调度制度，我部对各地招生情况进行定期调度和通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２０２０年６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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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
２０２０年职业技能提升攻坚行动的通知

人社部函 〔２０２０〕１０５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

为全力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深入实施，努力完成今年各项

工作目标任务，决定在１０月下旬至 １２月底，集中开展 “２０２０
年职业技能提升攻坚行动”。

一、强化各项政策贯彻落实

（一）加大专账资金使用效能。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做好职

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

〔２０１９〕１１７号），优先使用专账资金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以
工代训和技能扶贫等各项工作，切实加快专账资金使用执行进

度。有条件的地区可安排经费，对培训组织动员工作进行奖补。

（二）激发以工代训政策新动能。认真贯彻落实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企业稳岗扩岗专项支出计划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３０号）精神，发挥专账资金稳定和扩大就业
的积极作用，全力支持中小微企业以及外贸、住宿餐饮、文化旅

游、交通运输、批发零售等行业的各类企业开展以工代训。

（三）加大政策落实力度。充分利用就业补助资金，重点加

强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职业培训实名制信息管理系统建

设、企业院校和培训机构的实训设施设备升级改造、教材开发、

师资培训、教学改革以及职业技能竞赛等基础工作。

二、强化组织实施工作力度

（四）健全工作协调机制。贯彻落实２０１９年国务院第４５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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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
重点任务分工》，充分调动和发挥发展改革、教育、工业和信息

化、住房城乡建设、财政、农业农村、退役军人事务、应急管

理、国资等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参

与，并共同做好职业技能培训工作。

（五）开展常态化的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前提下，统筹做好线上线下培训工作，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

展。各地要根据本地疫情防控实际情况，全面有序恢复大规模线

下培训。加快完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等多元

化评价方式，跟进开展技能等级认定和证书核发工作。

三、强化培训质量管理

（六）提高培训针对性实效性。坚持就业导向，紧密围绕劳

动者就业需求、企业用人需求，引导培训资源向市场急需紧缺、

企业生产需要、安全生产必需、新职业新业态领域职业培训聚

集。加大急需紧缺职业、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

务业以及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的各类职业技能培

训。聚焦就业重点群体，为企业在岗职工、困难企业转岗职工、

失业人员、农民工、未就业大学生和贫困劳动力等提供技能培训

服务。

（七）强化监管保证培训质量。依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要

求，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鼓励推广 “职业培训包”、“互联网 ＋”
等培训方式，提升培训质量。完善培训和评价机构、培训项目目

录和实名制职业培训信息管理系统 （“两目录一系统”）并实行

动态管理。采用 “制度 ＋科技”的手段，运用大数据、视频监
控等对培训机构、培训鉴定评价过程等进行全方位监管。严格证

书管理，加强评价工作的事中事后监管，确保评价质量和效果。

（八）强化风险防控。加强培训资金监管，每季度定期向社

会公开资金使用情况。加强属地化监管职责，完善相关政策措施

和制度建设，做好补贴培训督导检查工作。对以虚假培训等套

取、骗取资金的，要依法依纪严惩，典型案例在全系统通报。

（九）提高培训管理服务水平。优化培训补贴支付方式，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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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推行企业申领补贴承诺制，提升培训补贴申领发放效率。探索

开展培训管理服务外包，利用第三方优质资源力量组织实施培训

管理服务，解决基层工作人员短缺问题。面向全国引进优质培训

和评价服务机构，组织开展培训和评价工作，并纳入 “两目录一

系统”，方便劳动者按需选择。大力推广社保卡加载电子培训券

试点工作，实现劳动者免垫付享受职业技能培训。

四、强化督导调度和宣传工作

（十）加大工作督导和宣传工作力度。按月通报本辖区完成

培训任务情况。通过挂牌督办、实地督导、蹲点调研、召集约谈

等方式督导加快工作进度。积极开展服务企业和基层活动，面向

企业、院校、培训机构、技能鉴定评价机构和城乡各类劳动者，

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服务活动。因地制宜创新开展集中服务活

动，将政策、服务送到劳动者，送到企业、院校和培训机构。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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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创业培训
“马兰花计划”的通知
人社部函 〔２０２０〕１０９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方案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的通知》 （国办发 〔２０１９〕２４号）等文
件精神，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促进劳动者成功创业、稳定

和扩大就业，决定面向有创业意愿和培训需求的城乡各类劳动者

实施创业培训 “马兰花计划”（以下简称 “马兰花计划”）。现就

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六稳”“六保”，认真落实职业技能提升行动部署要求，扎实推

进脱贫攻坚的战略措施，按照政府激励引导、社会广泛参与、劳

动者自主选择的原则，面向劳动者开展创业培训，提升劳动者就

业创业能力，为加快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就业倍增效

应提供有力支撑。

二、工作目标

实施 “马兰花计划”，健全并完善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创

业者自主选择的创业培训工作机制。创业培训机构突破５０００家，
并结合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发展一批更高水平、更具影响

力的创业培训示范基地。培育一支覆盖各类培训课程的创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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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力争年培训量不低于８０００人，参照技能大师工作室
做法，支持优秀创业培训师资等成立创业指导工作室。扩大创业

培训规模，提升创业培训质量，２０２１年培训量不低于２００万人
次，力争年培训量逐年有所提高。

三、工作措施

（一）明确创业培训内容。针对不同的创业阶段有针对性地

开展创业培训。准备创业和创业初期的人员可参加创业意识、创

办企业、网络创业、创业 （模拟）实训等培训课程，提升项目

选择、市场评估、资金预测、创业计划等能力；已经成功创业的

人员可参加改善企业和扩大企业的培训课程，健全管理体系，制

定发展战略，抵御外部风险，稳定企业经营，扩大就业岗位。

（二）扩大创业培训群体范围。创业培训要面向有创业意愿

和培训需求的城乡各类劳动者。重点对贫困家庭子女、贫困劳动

力、城乡未继续升学初高中毕业生 （以下简称 “两后生”）、各

类职业院校 （含技工院校，下同）学生、高校学生、离校２年内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返乡入乡创业人员、

乡村创业致富带头人、下岗失业人员、转岗职工、小微企业主、

个体工商户、就业困难人员 （含残疾人）、退役军人、即将刑满

释放人员等开展创业培训。

（三）促进技能与创业创新结合。推动职业院校创业创新培

训，将创业创新课程纳入教学计划，使有创业意愿和培训需求的

学生都有机会参加创业创新培训。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开展多

种形式的创业创新活动，将学生在校期间开展的 “试创业”实

践活动纳入政策支持范围。依托各地创业培训师资培训计划，加

速职业院校创业培训师资培养。

（四）完善创业培训资源建设。依托 《创业培训标准 （试

行）》，开发适用于不同创业群体、不同创业阶段的创业培训课

程和教材，构建创业培训课程库和案例库。完善灵活多样的培训

模式，积极采取小班互动式教学，辅以创业实训、观摩游学、创

业指导等。探索 “互联网＋创业培训”，有条件的地区可按照有
关要求规范试点翻转课堂等线上学习与线下培训相融合的培训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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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加强网络创业培训技术平台的课程设置、教学管理和后续服

务等功能建设。

（五）促进创业培训机构发展。加强创业培训机构规范管

理，指导创业培训机构严格按照 《创业培训标准 （试行）》开展

创业培训，强化培训效果评估和培训后续服务。广泛发动更多优

势资源参与创业培训，支持符合条件的职业培训机构、就业创业

培训 （实训）中心、各类职业院校、高校、创业孵化基地、众

创空间等实体开展创业培训。鼓励培训机构将培训服务 “送上

门”，为各类职业院校、高校、企业等机构组织提供培训课程、

师资等创业培训优质资源。

（六）加强创业培训师资队伍建设。各地要进一步加强创业

培训师资管理，完善进出、考评和激励机制。建立创业培训师资

库，实现创业培训师资动态管理。制定长期师资培养计划，定期

组织各类创业培训师资培训，并通过提高培训、研讨交流、教学

观摩、讲师大赛等活动，提升创业培训师资培训指导能力。鼓励

有条件的地区根据创业培训师资培训需求，探索创新市场化师资

培训模式。持续组织 “马兰花全国创业培训讲师大赛”，以赛促

培训，以赛促交流，以赛促提高。

（七）完善创业培训质量监控体系。依托 《创业培训标准

（试行）》，完善创业培训质量监控和效果评估体系。利用大数

据、区块链等技术，完善创业培训管理工作，加强创业培训信息

化平台建设，做好创业培训日常管理、过程监督、培训考核、证

书管理、效果评估、资金管理等一体化管理服务，实现培训机构

全覆盖、培训人员全实名、培训资金全记录、培训过程可追溯、

培训质量可监控。

（八）强化创业培训后续服务。加强创业培训与创业服务的

有效衔接和统筹推进。依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创业服务

机构，为参加培训的创业者提供开业指导、创业担保贷款、创业

孵化、创业见习、企业咨询等服务，推动开展线上创业服务。吸

纳创业培训师资、创业指导师、企业家、投资人等建立创业导师

库，有条件的地区可结合本地实际，探索支持优秀创业导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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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

（九）推动创业培训助力脱贫致富。各地要加强对贫困地

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的创业培训指导。结合乡村创业特点和

培训需求，开发创业培训指导课程。加强贫困地区创业培训师资

队伍和创业导师队伍建设。挖掘宣传返乡入乡人员、乡村创业致

富带头人和扶贫创业培训师资的典型事迹。

四、工作要求

（十）加强实施管理。“马兰花计划”是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的重要内容，各地要高度重视，建立工作机制，确保高质量完成

任务。结合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整体要求，强化督导管理，结合实

际制定实施方案，明确目标，落实责任。对创业培训项目和创业

培训机构实行目录清单管理，及时公布创业培训课程和创业培训

机构目录。加强部门协作，协调解决 “马兰花计划”中遇到的

实际困难和问题。

（十一）落实资金保障。创业培训所需补贴从就业补助资金

或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中合理统筹安排。职业技能提升行

动期间，优先使用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各地可结合实际

提高培训补贴标准。有条件的地区可结合本地实际，对教学资源

开发、线上创业培训、管理人员培训、管理平台开发等基础工作

给予经费支持。各地要健全资金管理制度，明确监管主体，强化

使用监管，保障使用安全，提高使用效益。

（十二）注重宣传引导。面向城乡各类劳动者加大创业培训

政策宣传力度。结合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开展 “马兰花计划”主

题宣传活动。积极运用各种宣传媒介和平台，广泛宣传创业者、

创业培训师资、创业培训机构、创业培训管理人员的典型事迹，

发挥示范作用，交流工作经验，深入推动创业带动就业工作。

附件：马兰花创业培训项目介绍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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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马兰花创业培训项目介绍

　　马兰花创业培训项目 （以下简称项目）是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面向有创业意愿和培训需求的城乡各类劳动者开展的示范

性创业培训，通过激发创业意识、提高创业能力、稳定企业经

营，为劳动者提供创业培训和指导。

一、项目背景

本世纪初，为应对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就业压力，原劳动保

障部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实施 “创办和改善你的企业 （ＳＩＹＢ）
中国项目”，引进ＳＩＹＢ课程体系和管理技术，对下岗失业人员等
就业重点群体开展创业培训。同时，国家出台积极就业政策，探

索补贴培训与小额担保贷款相结合，并逐步建立政策扶持、创业

培训和创业服务 “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为我国推动创业促

就业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二、项目特点

（一）管理体系基础实。项目依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建

立了部、省、市、培训机构四级管理体制。部职业能力建设司负

责政策制定及工作推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负责组织实

施、技术开发及队伍建设等；省、市级创业培训主管部门负责日

常管理及监督评估等；培训机构负责培训组织和后续服务。目

前，全国有创业培训机构４０００余家。
（二）补贴政策有渠道。项目主要依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

统，面向就业困难人员等就业重点群体开展补贴性创业培训。补

贴资金渠道主要通过就业补助资金或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

资金。

（三）课程体系较完善。项目以国际劳工组织 ＳＩＹＢ课程为
基础，覆盖创业全过程，包括初创阶段的创业意识 （ＧＹＢ）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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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办企业 （ＳＹＢ）课程，已创业阶段的改善企业 （ＩＹＢ）课程
和扩大企业 （ＥＹＢ）课程。项目自主开发网络创业培训课程，帮
助创业者在网上开店创业。项目通过课程库逐步开发和吸收适用

于不同群体和业态的课程体系。

（四）师资队伍建设强。项目累计培养师资６万余人，覆盖
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并培养蒙、维、藏语师资服务边远地

区。这些师资包括创业培训服务机构人员、高校师资、创业专

家、企业家等。为加强师资能力提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每两

年组织一届 “马兰花全国创业培训讲师大赛”。

（五）带动就业效果好。项目通过小班互动式教学，实现较

高的学员满意度、创业成功率和企业稳定率，就业带动效果凸

显，成为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推动 “双创”稳就业，助

力脱贫攻坚，促进职业能力提升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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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
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事业单位人事管理

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社厅发 〔２０２０〕８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事业单位人事管

理相关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地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在疫情防控期间均改为网上组

织或延期举行，暂停组织线下现场报名、笔试、面试活动，以减

少人员聚集交叉感染风险。相关调整事项要及时以适当形式告知

考生并向社会公告。如确属工作急需组织公开招聘的，应落实卫

生防疫要求，尽量采用电话、视频、互联网等非现场接触方式办

理有关事项，相关体检、考察活动可延后开展。

二、疫情防控相关医疗卫生机构等事业单位需要紧急补充医

护人员等疫情防控工作人员的，可简化招聘程序，设立招聘绿色

通道。可由事业单位或其主管部门采用网上面试、考察等方式直

接招聘聘用，以保障疫情防控工作急需，相关招聘手续可疫情过

后补办。

三、激励医疗卫生机构医护人员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疫情

防控工作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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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对于在疫情防控中做出贡献的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和集体特别是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贡献突出的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和集体，可根据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规定》有关

规定开展及时奖励。对于获得嘉奖、记功、记大功的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给予一次性奖金，获奖人员所在地区或者单位经批准可以

追加其他物质奖励，所需经费按规定渠道解决。对于在疫情防控

中不服从指挥、调遣或者消极对抗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可根据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有关规定，给予警告、记

过、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要

及时总结宣传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先进事迹，树典型，立标杆，激

励引导广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主动履职，担当

作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１月３０日

（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司）

·７２５·



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做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校

毕业生工作的通知
人社厅发 〔２０２０〕２７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组织部、政府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人民团体

组织人事部门：

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要注重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统筹做好

毕业、招聘、考录等相关工作，让他们顺利毕业、尽早就业”。

为切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现就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做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工作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各地各部门要落实分区分级精准防控要求，在切实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安全有序开展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要

创新招聘方式，尽量采用电话、视频、网络等形式组织线上报

名、笔试、面试。对疫情低风险地区，可在落实卫生防疫要求、

控制规模、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现场笔试、面试等工作。对

疫情高、中风险地区高校毕业生报名参加招聘的，暂不组织现场

笔试、面试，以适当方式开展线上笔试、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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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加大事业单位面向高校毕业生的公开招聘力度，今明

两年事业单位空缺岗位主要用于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 （含择业期

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其中，湖北省事业单位可以

面向湖北省高校的毕业生或湖北籍高校毕业生开展专项招聘。

三、要组织指导事业单位及早发布招聘公告，公布岗位数量

和岗位条件，及时为高校毕业生应聘提供岗位信息，增加就业机

会。招聘公告须在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公开招聘服务平

台、主管部门网站上发布；有条件的地区，可在省级事业单位人

事综合管理部门公开招聘服务平台上集中发布；要有针对性地通

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介广泛推介招聘信息，扩大信息

发布范围和社会知晓度。

四、要积极鼓励和引导高校毕业生到艰苦边远地区基层事业

单位工作，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建功立

业。艰苦边远地区乡镇事业单位招聘本科以上高校毕业生、县级

事业单位招聘硕士以上高校毕业生，以及招聘行业、岗位、脱贫

攻坚急需紧缺专业高校毕业生，可以结合实际情况，采取面试、

直接考察的方式公开招聘；可以根据应聘人员报名、专业分布等

情况适当降低开考比例，或不设开考比例，划定成绩合格线。

五、要积极鼓励和引导高校毕业生参加 “三支一扶”基层

服务项目计划。对高校毕业生参加 “三支一扶”计划服务期满

且考核合格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专项招聘，并增加工作实

绩在组织考察中的权重。对今明两年经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统一组织招募参加 “三支一扶”计划，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

的人员，所在基层事业单位有岗位空缺的可以直接聘用，并不再

约定试用期。

六、各地各部门要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制定事业单位公开招

聘活动防疫指南，落实落细各项防疫措施。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

理部门、主管部门和事业单位要统筹毕业和招聘工作的衔接，优

化做好高校毕业生特别是疫情严重地区高校毕业生公开招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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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考试、考察、体检、聘用报到等工作，保障疫情高风险地区

高校毕业生公平参加招聘的权益，切实把党中央、国务院对高校

毕业生的关心关爱落实到位。

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１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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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
做好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

退出目录有关工作的通知
人社厅发 〔２０２０〕８０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国务院有关部门、有关行业组织人事劳动保障工作机构，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兵员和文职人员局：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分步取消水平评价类技
能人员职业资格，推行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为贯彻落实国

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就

业创业，现就做好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退出国家职业资

格目录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要深刻理解和领会取消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

推行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重要意义。将技能人员水平评价

由政府认定改为实行社会化等级认定，接受市场和社会认可与检

验，这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技能人才培养

使用机制的一场革命，有利于破除对技能人才成长和弘扬工匠精

神的制约，促进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和有关部门、行业组织要从加强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

价、激励工作大局出发，稳妥有序推进技能人才评价制度改革，

将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分批有序退出目录，不再由政府

或其授权的单位认定发证，转为社会化等级认定，由用人单位和

相关社会组织按照职业标准或评价规范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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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支持服务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二、今年年底前，拟分批将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退

出目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的１４项职
业资格 （涉及２９个职业）拟于９月３０日前第一批退出。其他部
门 （单位）组织实施的６６项职业资格 （涉及１５６个职业）拟于
１２月３１日前第二批退出。与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
全等密切相关的职业 （工种）拟依法调整为准入类职业资格。

上述有关工作请于今年年底前完成 （具体安排详见附件）。

三、妥善处理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退出目录的有关

后续工作。对已发布鉴定考试公告或已受理鉴定考试报名的，可

以根据考生意愿，继续做好鉴定考试工作，或者退回有关费用。

对已组织完成鉴定考试的，要做好职业资格证书发放等工作。对

按技能人才职业资格证书培养计划招生的职业院校 （含技工院

校），或企业招收的企业新型学徒，要支持其执行培养培训计划，

保证政策不断线，帮助学生 （学员）毕结业时能够取得相应职

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四、加强职业资格证书管理。要规范实施职业技能鉴定，保

证鉴定质量，严格职业资格证书发放，严禁违规、突击发放证

书。退出目录前已发放的职业资格证书继续有效，可作为持证者

职业能力水平的证明。

五、做好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要认真总结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试点工作，大力推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要推动各类企业等

用人单位全面开展技能人才自主评价，遴选发布社会培训评价组

织并指导其按规定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支持劳动者实现技能提升。

六、对与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密切相关的

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有关单位要抓紧配合做好相关法

律法规制定修订工作，依法将其调整为准入类职业资格。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要加快职能转变，加强职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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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等级认定工作的质量监管，做好公共服务。有关单位职业技能

鉴定中心可结合实际探索向社会培训评价组织转型。

附件：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退出目录安排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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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退出目录安排
（水平评价类７６项）

序

号
职业资格名称 实施部门 （单位）

批

次

１
机械设备修

理人员

设备点检员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电工
应急管理部、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

锅炉设备检修工、变电设备检

修工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工程机械维修工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２

２
通用工程机

械操作人员
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

交通运输部、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
２

３
建筑安装施

工人员

电梯安装维修工、制冷空调系

统安装维修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
１

４
土木工程建

筑施工人员

筑路工、桥隧工
交通运输部、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

防水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电力电缆安装运维工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２

５
房屋建筑施

工人员

砌筑工、混凝土工、钢筋工、

架子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２

６
水生产、输

排和水处理

人员

水生产处理工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联合会、中国电力企

业联合会、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工业废水处理工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联合会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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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业资格名称 实施部门 （单位）

批

次

７
气 体 生 产、

处理和输送

人员

工业气体生产工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联合会

工业废气治理工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联合会、中国电力企

业联合会

压缩机操作工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联合会、中国煤炭工

业协会

２

８
电力、热力

生产和供应

人员

锅炉运行值班员、发电集控值

班员、变配电运行值班员、继

电保护员、燃气轮机值班员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２

锅炉操作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
１

９
仪器仪表装

配人员
钟表及计时仪器制造工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２

１０
电子设备装

配调试人员

广电和通信设备电子装接工、

广电和通信设备调试工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

１１
计算机制造

人员
计算机及外部设备装配调试员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

１２
电子器件制

造人员

液晶显示器件制造工、半导体

芯片制造工、半导体分立器件

和集成电路装调工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

１３
电子元件制

造人员

电子产品制版工、印制电路制

作工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

１４

电 线 电 缆、

光纤光缆及

电工器材制

造人员

电线电缆制造工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２

１５
输配电及控

制设备制造

人员

变压器互感器制造工、高低压

电器及成套设备装配工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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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业资格名称 实施部门 （单位）

批

次

１６
汽车整车制

造人员
汽车装调工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２

１７
医疗器械制

品和康复辅

具生产人员

矫形器装配工、假肢装配工 民政部 ２

１８
金属加工机

械制造人员
机床装调维修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１

１９
工装工具制

造加工人员
模具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１

２０
机械热加工

人员

铸造工、锻造工、金属热处理

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１

２１
机械冷加工

人员

车工、铣工、钳工、磨工、冲

压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１

电切削工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２

２２
硬质合金生

产人员

硬质合金成型工、硬质合金烧

结工、硬质合金精加工工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２

２３
金属轧制人

员

轧制原料工、金属轧制工、金

属材热处理工、金属材精整工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

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金属挤压工、铸轧工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２

２４
轻有色金属

冶炼人员
氧化铝制取工、铝电解工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

会
２

２５
重有色金属

冶炼人员

重冶火法冶炼工、电解精炼

工、重冶湿法冶炼工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

会
２

２６炼钢人员 炼钢原料工、炼钢工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２

２７炼铁人员
高炉原料工、高炉炼铁工、高

炉运转工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２

２８
矿物采选人

员
井下支护工、矿山救护工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

国钢铁工业协会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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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业资格名称 实施部门 （单位）

批

次

２９
陶瓷制品制

造人员

陶瓷原料准备工、陶瓷烧成

工、陶瓷装饰工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
２

３０

玻璃纤维及

玻璃纤维增

强塑料制品

制造人员

玻璃纤维及制品工、玻璃钢制

品工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 ２

３１

水 泥、 石

灰、石膏及

其制品制造

人员

水泥生产工、石膏制品生产

工、水泥混凝土制品工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 ２

３２
药物制剂人

员
药物制剂工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２

３３
中药饮片加

工人员
中药炮制工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２

３４

涂 料、 油

墨、颜料及

类似产品制

造人员

涂料生产工、染料生产工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联合会
２

３５
农药生产人

员
农药生产工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联合会
２

３６
化学肥料生

产人员
合成氨生产工、尿素生产工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联合会
２

３７
基础化学原

料制造人员

硫酸生产工、硝酸生产工、纯

碱生产工、烧碱生产工、无机

化学反应生产工、有机合成工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联合会
２

３８
化工产品生

产通用工艺

人员

化工总控工、防腐蚀工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联合会
２

制冷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
１

３９炼焦人员 炼焦煤制备工、炼焦工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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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业资格名称 实施部门 （单位）

批

次

４０
工艺美术品

制作人员
景泰蓝制作工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２

４１
木制品制造

人员
手工木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２

４２
纺织品和服

装剪裁缝纫

人员

服装制版师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２

４３印染人员
印染前处理工、印花工、印染

后整理工、印染染化料配制

工、纺织染色工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２

４４织造人员 整经工、织布工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２

４５纺纱人员 纺纱工、缫丝工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２

４６
纤维预处理

人员
纺织纤维梳理工、并条工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２

４７
酒、饮料及

精制茶制造

人员

酿酒师、品酒师、酒精酿造工、

白酒酿造工、啤酒酿造工、黄酒

酿造工、果露酒酿造工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评茶员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

社、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

２

４８
乳制品加工

人员
乳品评鉴师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２

４９
粮油加工人

员
制米工、制粉工、制油工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
２

５０
动植物疫病

防治人员

农作物植保员、动物疫病防治

员、动物检疫检验员、水生物

病害防治员

农业农村部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员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２

５１
农业生产服

务人员

农机修理工、沼气工、农业技

术员
农业农村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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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业资格名称 实施部门 （单位）

批

次

５２
康复矫正服

务人员

助听器验配师、口腔修复体制

作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２

眼镜验光员、眼镜定配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１

５３
健康咨询服

务人员
健康管理师、生殖健康咨询师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２

５４
计算机和办

公设备维修

人员

信息通信网络终端维修员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

５５
汽车摩托车

修理技术服

务人员

汽车维修工
交通运输部、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
１

５６
保健服务人

员
保健调理师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２

５７
美容美发服

务人员
美容师、美发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１

５８
生活照料服

务人员

孤残儿童护理员 民政部 ２

育婴员、保育员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１

５９
有害生物防

制人员
有害生物防制员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２

６０
环境治理服

务人员
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联合会
２

６１
水文服务人

员
水文勘测工 水利部 ２

６２
水利设施管

养人员

河道修防工、水工闸门运行

工、水工监测工
水利部 ２

６３
地质勘查人

员

地勘钻探工、地质调查员、地勘

掘进工、地质实验员、物探工
自然资源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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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业资格名称 实施部门 （单位）

批

次

６４
检验、检测

和计量服务

人员

农产品食品检验员
农业农村部、国家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

纤维检验员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

社

贵金属首饰与宝玉石检测员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自然资源部

机动车检测工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交通运输部

２

６５
测绘服务人

员

大地测量员、摄影测量员、地

图绘制员、不动产测绘员
自然资源部

工程测量员
自然资源部、交通运

输部

２

６６
安全保护服

务人员

保安员
公安部、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

拟依照法

定程序调

整为准入

类职业资

格

安检员
中国民用航空局、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拟依照法

定程序调

整为准入

类职业资

格

智能楼宇管理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２

安全评价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１

６７
人力资源服

务人员

劳动关系协调员、企业人力资

源管理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１

６８
物业管理服

务人员
中央空调系统运行操作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２

６９
信息通信网

络运行管理

人员

信息通信网络运行管理员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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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业资格名称 实施部门 （单位）

批

次

７０
广播电视传

输服务人员

广播电视天线工、有线广播电

视机线员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２

７１
信息通信网

络维护人员

信息通信网络机务员、信息通

信网络线务员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

７２
餐饮服务人

员

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西式

烹调师、西式面点师、茶艺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
１

７３仓储人员 （粮油）仓储管理员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
２

７４
航空运输服

务人员
民航乘务员、机场运行指挥员 中国民用航空局

拟依照法

定程序调

整为准入

类职业资

格

７５
道路运输服

务人员
机动车驾驶教练员 交通运输部 ２

７６
消防和应急

救援人员

消防员、应急救援员 应急管理部

森林消防员
应急管理部、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

拟依照法

定程序调

整为准入

类职业资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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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长江流域禁捕退捕渔民
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

人社厅发 〔２０２０〕８１号

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

南省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及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长江流域禁捕有

关工作的通知》（国办发明电 〔２０２０〕２１号）要求，做好退捕渔
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提升其就业创业能力，实现上岸转移就

业，现就做好长江流域退捕渔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通知如下：

一、迅速将长江流域退捕渔民纳入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免费培

训范围。各地要按照 “应培尽培，应补尽补”的原则，将长江

退捕渔民作为就业重点人群，纳入免费职业技能培训范围，根据

安置保障攻坚方案制定专门的培训计划，对确有培训需求的退捕

渔民，至少提供１次职业培训。要结合退捕渔民就业创业意愿和
文化技能基础开展各类职业培训，并在培训期间给予符合条件的

贫困人员生活费补贴 （含交通费）。对退捕渔民在户籍地、常住

地、培训地、求职就业地参加培训后取得证书 （职业资格证书、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特种作业操作证书、特

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培训合格证书）的，给予职业培训补贴。

二、加强工作协调联动。各地要按照安置保障专项工作组的

要求，积极配合农业农村、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退捕渔民

职业技能培训及跟踪服务。职业能力建设部门要明确专人负责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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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渔民的培训工作，并加强与就业、养老、农保、信息等相关业

务领域的协调联动。要及时对接农业农村部门退捕渔民建档立卡

“回头看”数据，跟踪掌握退捕渔民的转产就业培训需求，区分

年龄层次和基础文化差异，有针对性地开展技能培训、创业培

训、以工代训和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

三、分类施策开展技能培训。坚持市场导向，推荐退捕渔民

参加急需紧缺职业就业技能培训，提高其转移就业能力。针对文

化程度低、技能比较单一的大龄渔民，积极配合农业农村部门，

开展水产养殖、水产品加工等实用技能培训，或推荐参加家政、

养老、保安等职业技能培训，缩短职业转换的空档期，实现快速

转产上岸。退捕渔民在进行技能等级评价和考核时，可根据其文

化程度水平，适当减少理论内容的考核。针对具备一定文化基

础、愿意择行择业的中青年退捕渔民，围绕电商、汽修、电工等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要充分发挥新职业新业态吸纳就业的作用，

面向退捕渔民开展直播销售员、公共卫生辅助服务员、网约配送

员、快递员、汽车代驾员等职业技能培训。支持企业通过开展企

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吸纳退捕渔民就业。针对有意愿外出务工的退

捕渔民，要加强退捕渔民的流动监测和信息互联共享，组织退捕

渔民围绕生产制造、建筑加工、休闲旅游、餐饮服务等开展技能

培训，帮助退捕渔民外出就业。

四、加大创业培训力度。将有创业需求和培训愿望、具备一

定创业条件或已创业的退捕渔民全部纳入创业培训服务范围，开

展创业培训服务。对具备一定条件的退捕渔民开展以创办个体工

商户和创办小微企业为重点的创业能力培训，提供开业指导和创

业孵化、创业政策支持，提高创业成功率。对已创业退捕渔民，

持续开展改善或扩大企业经营的创业能力提升培训和企业经营指

导，加强创业公共服务，提升经营管理能力。加强创业培训项目

开发、创业担保贷款、后续扶持等服务，支持引导退捕渔民成为

创业致富带头人，带动更多渔民就业创业。

五、大力开展以工代训。发挥企业用工主体和培训主体的作

用，以渔民转产就业为目标，支持企业开展以工代训吸纳退捕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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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促进退捕渔民转移安置就业。对大龄、身有残疾、长期失业

和专业以捕鱼为生计的退捕渔民，符合条件的要及时认定为就业

困难人员，落实相关培训政策。各地要组织企业、农民合作社和

扶贫车间等生产经营主体积极吸纳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就业，对

吸纳退捕渔民就业并按规定开展以工代训的，根据吸纳人数给予

职业培训补贴。

六、提供线上培训服务。充分考虑渔民沿江分散居住、不习

惯固定时间工作等现实因素，结合实施 “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
计划”，为退捕渔民提供全天候、可居家的线上职业技能培训服

务。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设立退捕渔民线上培训专栏，加大退捕

渔民技能培训课程的制作和供应。要进一步开放线上培训平台开

班功能，支持培训机构申请开设培训班级，分批组织退捕渔民参

加技能培训。

七、靠前做好培训组织管理。指导培训机构、技工院校围绕

当地重点产业，研发适合退捕渔民的培训课程，制定培训方案，

开设 “退捕专班”，提高退捕渔民参加技能培训的积极性。要加

强退捕渔民培训期间的动态管理，及时跟踪培训进展，为退捕渔

民提供培训报名、培训组织、培训补贴发放等全流程便捷高效培

训服务。各地可对生活困难的退捕渔民开展项目制培训，企业开

展培训或者培训机构开展项目制培训，可先行拨付一定比例的培

训补贴资金。

八、做好调度宣传工作。要加强工作调度，按照 《关于做好

长江禁捕退捕渔民安置保障集中攻坚专项工作的通知》（人社厅

明电 〔２０２０〕３５号）的要求，按周对退捕渔民参加培训的人次
数进行调度，并将退捕渔民相关数据包含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月

对账表 “农民工”群体之中。要加强与新闻媒体沟通协调，创

新宣传方式，找准宣传视角，重点宣传长江生态修复中涉及退捕

渔民职业技能培训的政策措施、经验做法和积极成效，引导帮助

渔民实现技能就业创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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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关于在全国事业单位集中开展
脱贫攻坚专项奖励工作的通知

人社厅发 〔２０２０〕８３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系列重要指

示精神，激励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根据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规

定》（人社部规 〔２０１８〕４号，以下简称 《奖励规定》），我部决

定今年下半年在全国事业单位集中组织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奖励，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奖励范围

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党和国家关于脱贫

攻坚重大战略部署中，表现突出、成绩显著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和集体。重点向基层一线倾斜。

二、奖励条件和种类

在贯彻落实脱贫攻坚重大战略部署中，表现突出、作出较大

贡献，在本单位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集体，

给予嘉奖；

取得突破性成就、作出重大贡献，在本地区本行业本领域产

生较大影响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集体，给予记功；

取得重大突破性成就、作出杰出贡献，在本地区本行业本领

域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集体，给予记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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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奖励程序与权限

本次专项奖励的程序与权限按照 《奖励规定》要求执行。

四、有关工作要求

（一）周密安排、精心组织。此次专项奖励工作，政策性

强、影响面大，要高度重视，认真筹划，统一部署，集中开展，

扎实细致做好评选工作。自通知下发之日起，各地要尽快启动部

署，在１１月底之前完成专项奖励工作。
（二）坚持优中选优。专项奖励工作要坚持把推进脱贫攻坚

的工作实绩作为衡量标准，体现广泛性、注重代表性，做到宁缺

毋滥。坚持向一线的基层岗位倾斜，向脱贫攻坚任务重、难度大

的贫困地区倾斜，向脱贫成效明显的地区倾斜。四级及以上管理

岗位人员一般不推荐，六级以上管理岗位人员从严掌握。

（三）严格程序权限、做到公开透明。要在坚持评选标准的

基础上，按规定的时间和范围做好公示，注意多方面听取意见，

确保每名推荐人选经得起检验，确保专项奖励工作公开、公平、

公正。

（四）统筹好各类表彰奖励。２０２０年是脱贫攻坚工作的决胜之
年，各地要加强统筹协调，处理好各类表彰奖励的关系，对因同

一事迹已经表彰奖励过的集体和个人，原则上不再重复奖励，已

经获得国家级或省级荣誉称号的不再重复奖励。本次脱贫攻坚专

项奖励不影响事业单位依据 《奖励规定》开展的定期奖励工作。

（五）做好典型事迹宣传，形成示范效应。各地可在１０月
１７日国家扶贫日前后集中宣传一批先进典型，对已给予记大功
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集体的事迹，要在国家扶贫日前及时上报

人社部。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发挥先进

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各地请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底前将奖励情况报告、记大功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和集体相关材料，报人社部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司。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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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关于支持企业大力开展技能
人才评价工作的通知
人社厅发 〔２０２０〕１０４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国务院有关部委、直属机构人事劳动保障工作机构，有

关行业组织、企业人事劳动保障工作机构：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

价、激励制度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化技能人才评价制度改革，现

就做好支持企业大力开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企业自主开展技能人才评价。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放管服”改革要求，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向用人主体放权，按

照 “谁用人、谁评价、谁发证、谁负责”的原则，支持各级各

类企业自主开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发放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推

动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等用人单位为主体、以职业技能等

级认定为主要方式的技能人才评价制度。解决水平评价类技能人

员职业资格退出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后技能人才评价载体缺失、评

价工作急需跟进等问题，不断优化政策，畅通技能人才发展通

道，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

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

二、企业自主确定评价范围。符合条件、经备案的企业可面

向本企业职工 （含劳务派遣、劳务外包等各类用工人员）组织

开展职业技能水平评价工作，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并将人才

评价与培养、使用、待遇有机结合。企业可结合生产经营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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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和新发布的职业 （工种），自主确定评价

职业 （工种）范围。对职业分类大典未列入但企业生产经营中

实际存在的技能岗位，可按照相邻相近原则对应到职业分类大典

内职业 （工种）实施评价。支持企业参与新职业开发工作，推

动较为成熟的技能岗位纳入国家职业分类体系。

三、企业自主设置职业技能等级。企业可以国家职业技能标

准设置的五级 （初级工）、四级 （中级工）、三级 （高级工）、二

级 （技师）和一级 （高级技师）为基础，自主设置职业技能岗

位等级，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评价等级结构，建立技能人才成长

通道。企业可设置学徒工、特级技师、首席技师等岗位等级，并

明确其与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相应技能等级之间的对应关系；企业

还可在技能等级内细分层级。

四、依托企业开发评价标准规范。适应产业发展和技术变革

需求，发挥企业技术优势开发职业技能标准或评价规范，建立科学

合理、符合生产实际的评价标准体系。企业可根据相应的国家职业

技能标准，结合企业工种 （岗位）特殊要求，对职业功能、工作内

容、技能要求和申报条件等进行适当调整，原则上不低于国家职业

技能标准要求。无相应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企业可参照 《国家职

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自主开发制定企业评价规范。支持较为

成熟和影响较大的企业评价规范，按程序申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五、企业自主运用评价方法。建立以职业能力为导向、以工

作业绩为重点、注重工匠精神和职业道德养成的技能人才评价体

系。坚持把品德作为评价的首要内容，重点考察劳动者执行操作

规程、进行安全生产、解决生产问题和完成工作任务的能力，并

注重考核岗位工作绩效，强化生产服务结果、创新成果和实际贡

献。要把技能人才评价工作融入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灵活

运用过程化考核、模块化考核和业绩评审、直接认定等多种方

式。探索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技能评价方式。

六、积极开展职业技能竞赛评价。发挥以赛促训、以赛促评

作用，将职业技能竞赛作为技能人才评价的重要方式之一，促进

评价工作公开公平公正。鼓励企业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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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评价规范要求，大力开展职业技能竞赛、岗位练兵、技术比

武等活动，并将竞赛结果与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相衔接。支持企业

职工参加各级各类职业技能竞赛，对在职业技能竞赛中取得优异

成绩的人员，可按规定晋升相应职业技能等级。

七、贯通企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适应人才融合发展趋势，

建立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与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贯通机制，破除身

份、学历、资历等障碍，搭建企业人才成长立交桥。落实在工程

技术领域实现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意见要

求，逐步扩大贯通领域，能扩尽扩，能融尽融。

八、提升企业评价服务能力。加强企业评价基础能力建设，

发挥已有职业技能鉴定技术优势和组织优势，依托设在企业的职

业技能鉴定所站、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等组织

开展评价工作。鼓励备案企业申请为社会培训评价组织，为其它

中小企业和社会人员提供人才评价服务。深化产教融合、企校合

作，支持企业为院校学生提供人才评价服务，引导院校科学合理

设置专业和课程。

九、加强质量督导和服务保障工作。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要按照属地原则，加强对本地区企业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的指

导服务和质量督导。要健全工作机制，优化服务流程，简化程

序，采取上门服务、现场集中办理、网上申报、告知承诺、网络

核验等方式，做好企业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的备案、质量管理和技

术支持服务工作。加强跨地区协作，企业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要加强与企业子公司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沟通

衔接，建立信息互通、结果互认机制。企业按规定颁发的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纳入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建设的证书查询系

统，向社会公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将取得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的人员纳入人才统计范围，并按规定落实相应人才政策。

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工作中遇到的突出问题，请及

时向我部反映。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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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

技能扶贫工作的通知
人社厅函 〔２０２０〕８１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带

来的不利影响，全面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技能扶贫工作，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技能扶贫工作。各地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的重要讲话精神，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以湖

北等疫情严重地区、“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５２个未摘帽
贫困县为重点，采取更加有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积极克服

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切实做好技能扶贫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应有贡献。

二、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持续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鼓励支持广大贫困劳动力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按规定将贫困劳动

力纳入职业培训补贴范围，并给予一定的生活费 （含交通费）

补贴。在满足疫情防控要求前提下，通过 “春潮行动”、新生代

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等专项培训行动，组织贫困劳动力和贫

困家庭子女参加线下培训。实施 “互联网 ＋职业技能培训计
划”，开展百日免费线上技能培训行动，向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

“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５２个未摘帽贫困县加大线上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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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开放力度，扩大课程免费范围。鼓励通过项目制购买服务等

方式为贫困劳动力提供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并按规定给予生活费

（含交通费）补贴。

三、支持企业面向贫困劳动力开展以工代训。认真落实 《职

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 （国办发 〔２０１９〕２４
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企业稳岗扩岗专项

支持计划的通知》（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３０号）有关要求，支持中
小微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开展以工代训，支持受疫情影响出

现生产经营暂时困难导致停工停业的中小微企业组织职工开展以

工代训，支持外贸、住宿餐饮、文化旅游、交通运输、批发零售

等行业的各类企业开展以工代训。

四、加大５２个未摘帽贫困县技能扶贫支持力度。有关省
（自治区）要加大对未摘帽贫困县的支持力度，精准摸排培训需

求，提供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帮助贫困户技能脱贫。当地

设有技工院校和培训机构的，可按规定根据毕业生就业人数或培

训实训人数给予补贴经费支持；当地没有技工院校和培训机构

的，要加大省内 “一帮一”对口帮扶和送训到县工作力度，调

剂培训资源，提升培训能力。要积极组织５２个未摘帽贫困县的
劳动力参加全国扶贫职业技能大赛，展示技能脱贫成果，激发内

生动力。

五、做好贫困地区技能人才评价工作。“三区三州”等深度

贫困地区要结合当地产业需求，依托企业和院校，着重选择就业

需求量大、简单易学的就业技能，大力开展职业技能评价，积极

组织开发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主动为本地农村转移劳动者、

贫困劳动力等提供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服务。

六、合理调整培训补贴标准。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抓好 “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

意见》和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国办发
〔２０１９〕２４号），市 （地）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

门可根据有关规定结合实际确定职业培训补贴标准，提高贫困劳

动力、农民工培训补贴标准和急需紧缺职业 （工种）培训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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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提升行动专账资金要向培训需求量大、培训任务重、培训

工作好的地区倾斜。

七、深入开展技能脱贫千校行动。指导技工院校积极招收有

就读意愿的贫困地区学生和劳动者、受疫情影响家庭子女、参加

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及其子女等，优先招收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子女。指导贫困地区技工院校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全力做好学

生教学和贫困劳动力等社会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工作。

八、强化 “三区三州”等技工院校建设和对口帮扶。各有

关省份和院校要按照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

持 “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技工教育发展的通知》要求，

持续推进深度贫困地区技工院校建设和技工院校对口帮扶工作。

对口帮扶地区和院校要研究制定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的帮扶工

作方案，细化完善年度目标任务，扎实推动落实，帮助提升深度

贫困地区技工院校自身发展能力。加大对南疆四地州、西藏等地

技工院校支持帮扶工作力度，推进部区共建南疆四地州技工院校

建设工作，进一步加强西藏技师学院师资援派培训等工作。

九、优化贫困家庭学生资助政策。技工院校要关心关爱贫困

家庭学生，重点关注贫困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的建档立

卡、低保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其优先申请资助，做到应助尽

助。对受疫情影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在落实国家资助政策

的基础上，采取减免学杂费或给予生活补助等方式予以支持。评

定劳动出版 “技能雏鹰”助学金时，要优先考虑受疫情影响的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十、统筹做好职业技能竞赛工作。今年我部将面向贫困劳动

力组织开展全国扶贫职业技能大赛、２０２０年 “三区三州”职业

技能大赛等竞赛活动。各地要把扶贫工作相关要求纳入本地区职

业技能竞赛工作统筹安排。要结合疫情防控常态化各项要求，做

好第４６届世界技能大赛省级及以下线上集训工作，鼓励历届世
界技能大赛专家、教练、选手利用线上辅导等方式，对贫困地区

加大指导力度。

十一、加强培训与就业工作联动。做好技能扶贫与就业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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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对接和工作衔接，结合技能提升行动月对账工作，加强贫

困劳动力培训情况统计，做好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信息平台培训

数据动态更新等工作。发挥平台大数据对技能扶贫工作的支撑作

用，按月定期分析平台数据，及时掌握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失业

状态。尚未实行职业培训实名制信息管理的省份，要加快系统建

设，准确掌握贫困劳动力培训信息，推动培训评价信息与就业社

保信息联通共享。

十二、积极做好技能扶贫宣传工作。各地要通过多种形式，

做好技能扶贫有关政策和技能人才成长成才典型事迹宣传工作，

引导更多贫困地区劳动力走技能成才、技能脱贫之路。统筹利用

线上职业培训、技工教育等网络平台，宣传技校学生技能成才先

进事迹等。我部依托学习强国技能频道开设 “世赛奖牌故事”

栏目，推出历届世赛获奖选手先进事迹视频报告，请各地积极组

织有关企业职工、院校师生观看。

各地要及时将工作进展、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等报送我部。

联系人：马威、朱兵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４２０７４８１、８４２０７４３６
手机号码：１３８１１４１８１４１、１３５２１３５５９２７
电子邮箱：ｊｉｎｅｎｇｆｕｐｉｎ＠１６３ｃｏｍ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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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
职业技能大赛宣传工作的通知

人社厅函 〔２０２０〕１５４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国务院有关部门、有关行业组织人事劳动保障工作机构：

经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 （以下

简称 “大赛”）定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０日至１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
举办，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竞赛项目最多、参赛规模最大的一

次全国性、综合性职业技能赛事。为在全国范围做好大赛宣传工

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宣传内容

坚持以 “新时代新技能新梦想”为主题，着重做好以下三

个方面的宣传，不断拓宽大赛影响力，营造 “劳动光荣、技能宝

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推动全社会进一步关心关注重视技

能人才工作。

（一）党中央、国务院对技能人才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广大

技能人才的深切关怀；举办本次大赛的目的意义，完善职业技能

竞赛体系对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发挥的积极作用和影响。

（二）大赛主题、口号、吉祥物、项目设置等相关知识，大

赛开闭幕式、赛项比拼和技能交流展示项目、中华绝技展演等重

大活动盛况，大赛开放、绿色、节俭的办赛理念和公平公正的良

好赛风。

（三）各地区、有关行业参赛选手选拔情况，集训备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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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比拼、技艺展示等风采和感人事迹，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技工

院校教学改革和发展经验成果，地方行业特色技能技艺等。

二、具体安排

各地区和有关行业部门要在赛前、赛中、赛后三个阶段，全

方位搭建宣传平台，不断创新宣传形式，切实提升效果，拓宽大

赛影响力。

（一）赛前阶段。以大赛倒计时３０天、倒计时１０天为重要
节点，组织开展赛前宣传，为大赛举办营造浓厚的氛围，提高全

社会知晓度和关注度。一是协调本地区本行业各类媒体，通过开

辟专栏、专刊、专版等方式，组织专题报道，搭建全方位的宣传

报道平台。二是动态发布参赛选手选拔、集训等备赛情况，积极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官方网站、学习强国平台

技能频道、技能中国微信公众号、中国就业网、中国就业创业微

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供稿。三是通过邀请典型人物、技能大师参

与 “视频打ｃａｌｌ寄语大赛”等形式，普及大赛主题、口号、吉祥
物、标识等知识，全面反映社会各界对全国技能大赛的热切

期望。

（二）赛中阶段。以大赛活动盛况和参赛队员风采为重点，

围绕社会关注点和新闻点，组织开展赛中宣传，在全社会掀起关

注大赛、关注技能人才的热潮。一是组织本地区本行业媒体，从

不同角度加大对开闭幕式、技能成果展示、中华绝技展演等重大

活动的盛况宣传。二是通过制作百姓喜闻乐见、易于扩散传播的

图片、视频、动漫、Ｈ５等作品，加强与新媒体合作，展示本地
区本行业参赛选手奋发进取、顽强拼搏的风采风貌。三是挖掘参

赛选手背后的故事，特别是来自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参赛选手技能

脱贫的感人事迹，采写专题稿件。四是通过采访参赛选手、裁判

员、指导教师等方式，报道大赛的办赛理念和创新举措。

（三）赛后阶段。以大赛举办成果为重点，持续做好赛后宣

传，切实发挥大赛引导全社会关注技能、投身技能的带动作用。

一是组织报社等媒体，通过采写参赛综述、侧记等方式，反映本

地区本行业参赛组织、表彰奖励获奖选手情况，以及参赛对办好

·５５５·



区域、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推动技能人才工作的启发。二是充分

利用新媒体，通过制作发布备赛、参赛、获奖集锦等短视频，扩

大赛事持续影响。三是组织电视台等媒体，策划制作奖牌故事等

专题节目，展现参赛选手参赛后在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上发生的

积极变化，实现技能成才、技能就业、技能脱贫的情况。

三、有关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地区要充分认识做好大赛宣传工作

的重大意义，会同有关行业加强对大赛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配

备工作力量，落实宣传经费，在配合做好 “点亮技能之光”等

重大宣传活动基础上，加强本地区、本行业宣传策划。

（二）加强组织协调。各地区、各有关行业要提早落实随队

记者到比赛现场进行采访报道事宜，及时组织地方行业媒体记者

注册报名，原则上媒体数控制在 ３家左右，人数控制在 ５—１０
人。要严格遵守宣传工作有关规定要求，加强宣传稿件的审核把

关和媒体的协调，注意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做好有关敏感问题

的舆论引导工作。

（三）强化保障服务。各地区、各有关行业要为媒体记者提

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及时分享有关宣传素材，做好宣传服务和

引导。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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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关于大力开展以工代训工作的通知

人社厅明电 〔２０２０〕２９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

为贯彻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企业稳岗扩

岗专项支持计划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３０号，以下简称
３０号文件）精神，现就大力开展以工代训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贯彻落实３０号文件以工代训政策
３０号文件拓宽了以工代训范围，明确了以工代训三项政策：

加大对新吸纳劳动者企业的支持，加大对困难企业的支持，加大

对重点行业的支持，并明确以工代训补贴政策受理期限截止到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原有以工代训政策执行期限不变。
各地要大力开展以工代训，将以工代训作为今年职业技能提

升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组织领导和实施推动。要全力支持

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开展以工代训，支持受疫情影响

出现生产经营暂时困难导致停工停业的中小微企业组织职工开展

以工代训，支持外贸、住宿餐饮、文化旅游、交通运输、批发零

售等行业的各类企业开展以工代训，确保完成今年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的各项目标任务。

二、细化和完善以工代训政策措施

各地人社部门要按照 ３０号文件要求，结合本地工作实际，
细化以工代训各项政策，创新和完善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政策体

系，明确管理服务流程和补贴标准。６月１５日前，省 （区、市）

人社部门要会同财政部门完成补贴标准制定工作，我部职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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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将予以督导和通报。各地人社部门要将

以工代训人员数、支持企业数和资金支出数等信息实施情况纳入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月对账统计范围。

三、优化以工代训管理服务

各地要优化经办服务，做好做实以工代训各项服务管理工

作，精简申领证明材料，推行 “打包办”和 “快速办”，建立补

贴资金网上申领渠道，提高审核发放效率，推广 “不见面”服

务，努力实现补贴受理审核发放全程网办。各地要加强职业技能

提升行动专账资金监管机制，加强监督检查，对违规使用、骗取

套取资金的要依法依规严惩。

四、加紧做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相关工作

我部近期拟相继出台农民工稳就业职业技能培训计划、百万

青年技能培训行动、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康养培训计划”等专

项培训计划。各地可结合实际，抓紧组织实施，并根据当地党

委、政府对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适时开展线下培训、技能等级

认定和技能竞赛等各项工作。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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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印发《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
制度规定》《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

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
建人规 〔２０２０〕３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委、局）、交通运输厅 （委、局）、水利 （水务）厅 （局）、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委、局），有关单位：

根据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为统一、规范监理工程师职业

资格设置和管理，现将 《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监理

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原建

设部、人事部 《关于全国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

（建监 〔１９９６〕４６２号）同时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交 通 运 输 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水 利 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８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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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确保建设工程质量，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充分发挥监理工程师对施工质量、建设工期和建设资金使用等方

面的监督作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职业资格制度有关规定，制定

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监理工程师，是指通过职业资格考试取
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并经注册后从事建

设工程监理及相关业务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三条　国家设置监理工程师准入类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
业资格目录。

凡从事工程监理活动的单位，应当配备监理工程师。

监理工程师英文译为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ｎｇ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第四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共同制定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并按照职责分

工分别负责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的实施与监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的实施与监管。

第二章　考　试

第五条　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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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统一组织。

第六条　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设置基础科目和专业科目。
第七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牵头组织，交通运输部、水利部

参与，拟定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基础科目的考试大纲，组织

监理工程师基础科目命审题工作。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按照职责分工分别

负责拟定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专业科目的考试大纲，组织监

理工程师专业科目命审题工作。

第八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审定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
考试科目和考试大纲，负责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

并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对监理工程师职

业资格考试工作进行指导、监督、检查。

第九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
运输部、水利部确定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合格标准。

第十条　凡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法规，具有良
好的业务素质和道德品行，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申请参加

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

（一）具有各工程大类专业大学专科学历 （或高等职业教

育），从事工程施工、监理、设计等业务工作满６年；
（二）具有工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

位，从事工程施工、监理、设计等业务工作满４年；
（三）具有工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或专业

学位，从事工程施工、监理、设计等业务工作满２年；
（四）具有工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

经批准同意开展试点的地区，申请参加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

考试的，应当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第十一条　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合格者，由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

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 （或电子证书）。该证书由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统一印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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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类别分别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用印，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第十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主
管部门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行政主管部门应加

强学历、从业经历等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资格条件的审核。

对以贿赂、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的，

按照国家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进行

处理。

第三章　注　册

第十三条　国家对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实行执业注册管理制
度。取得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且从事工程监理及相关业务活

动的人员，经注册方可以监理工程师名义执业。

第十四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按照职
责分工，制定相应监理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并监督执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按专业类别分别负

责监理工程师注册及相关工作。

第十五条　经批准注册的申请人，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
通运输部、水利部分别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理工程师注册

证》（或电子证书）。

第十六条　监理工程师执业时应持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注
册证书、执业印章样式以及注册证书编号规则由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会同交通运输部、水利部统一制定。执业印章由监理工程师按

照统一规定自行制作。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由监理工程师本人保

管和使用。

第十七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按照职
责分工建立监理工程师注册管理信息平台，保持通用数据标准统

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归集全国监理工程师注册信息，促进

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和信用信息互通共享。

第十八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负责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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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完善监理工程师的注册和退出机制，对以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

证书等违法违规行为，依照注册管理的有关规定撤销其注册

证书。

第四章　执　业

第十九条　监理工程师在工作中，必须遵纪守法，恪守职业
道德和从业规范，诚信执业，主动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加

强行业自律。

第二十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按照职
责分工建立健全监理工程师诚信体系，制定相关规章制度或从业

标准规范，并指导监督信用评价工作。

第二十一条　监理工程师不得同时受聘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单
位执业，不得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业，严禁 “证书挂靠”。出

租出借注册证书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监理工程师依据职责开展工作，在本人执业活
动中形成的工程监理文件上签章，并承担相应责任。监理工程师

的具体执业范围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按照

职责另行制定。

第二十三条　监理工程师未执行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
性标准实施监理，造成质量安全事故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

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取得监理工程师注册证书的人员，应当按照国
家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有关规定接受继续教育，更新专业知

识，提高业务水平。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施行之前取得的公路水运工程监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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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格证书以及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效用不变；

按有关规定，通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

的全国统一考试，取得的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与本规定中监

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效用等同。

第二十六条　专业技术人员取得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可认
定其具备工程师职称，并可作为申报高一级职称的条件。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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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

第一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共同委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承担监

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的具体考务工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

通运输部、水利部可分别委托具备相应能力的单位承担监理工程

师职业资格考试工作的命题、审题和主观试题阅卷等具体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共同负责本地区监理工程师职业

资格考试组织工作，具体职责分工由各地协商确定。

第二条　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设 《建设工程监理基本理

论和相关法规》《建设工程合同管理》《建设工程目标控制》《建

设工程监理案例分析》４个科目。其中 《建设工程监理基本理论

和相关法规》《建设工程合同管理》为基础科目，《建设工程目

标控制》《建设工程监理案例分析》为专业科目。

第三条　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专业科目分为土木建筑工
程、交通运输工程、水利工程３个专业类别，考生在报名时可根
据实际工作需要选择。其中，土木建筑工程专业由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负责；交通运输工程专业由交通运输部负责；水利工程专业

由水利部负责。

第四条　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分４个半天进行。
第五条　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成绩实行４年为一个周期

的滚动管理办法，在连续的４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考试科目，
方可取得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

第六条　已取得监理工程师一种专业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
报名参加其它专业科目考试的，可免考基础科目。考试合格后，

核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统一印制的相应专业考试合格证明。

该证明作为注册时增加执业专业类别的依据。免考基础科目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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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专业类别的人员，专业科目成绩按照２年为一个周期滚动管理。
第七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参加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考

试可免考基础科目：

（一）已取得公路水运工程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

（二）已取得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

申请免考部分科目的人员在报名时应提供相应材料。

第八条　符合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条件的报考人
员，按当地人事考试机构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完成报名。参加考试

人员凭准考证和有效证件在指定的日期、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

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所属单位、中央管理企业的人员按属地

原则报名参加考试。

第九条　考点原则上设在直辖市、自治区首府和省会城市的
大、中专院校或者高考定点学校。

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原则上每年一次。

第十条　坚持考试与培训分开的原则。凡参与考试工作 （包

括命题、审题与组织管理等）的人员，不得参加考试，也不得参

加或者举办与考试内容相关的培训工作。应考人员参加培训坚持

自愿原则。

第十一条　考试实施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执行国家
人事考试工作人员纪律规定和考试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遵守考

试工作纪律，切实做好从考试试题的命制到使用等各环节的安全

保密工作，严防泄密。

第十二条　对违反考试工作纪律和有关规定的人员，按照国
家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参加原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并在有效期内的
合格成绩有效期顺延，按照４年为一个周期管理。《建设工程监
理基本理论和相关法规》《建设工程合同管理》《建设工程质量、

投资、进度控制》《建设工程监理案例分析》科目合格成绩分别

对应 《建设工程监理基本理论和相关法规》 《建设工程合同管

理》《建设工程目标控制》《建设工程监理案例分析》科目。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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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

人力资源培养开发项目（专业技术类）
管理办法》的通知
湘人社规 〔２０２０〕１号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我省人力资源开发，规范专业技术类项目管理，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的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５〕８７号）和 《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关于印发 〈湖南省芙蓉

人才行动计划〉的通知》（湘办发 〔２０１７〕４２号）等文件精神，
结合我省实际，我们制定了 《湖南省人力资源培养开发项目

（专业技术类）管理办法》，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湖南省高层次人力资源培养开发项目 （专业技术类）

管理办法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 南 省 财 政 厅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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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南省人力资源培养开发项目

（专业技术类）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省人力资源开发，促进我省专业技术人才
知识更新，保障博士后科研人员生活科研条件，吸引集聚留学人

员来湘创业，为创新型省份建设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支撑，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的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５〕８７号）和 《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关于印发 〈湖南省芙蓉

人才行动计划〉的通知》（湘办发 〔２０１７〕４２号）等文件精神，
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人力资源培养开发项目 （专业技术类）（简称 “项

目”）实行制度办法、申报流程、评议结果、分配方案、绩效评

价全过程公开。

第三条　项目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工程培训项目、
博士后科研人员支持培养项目和留学人员来湘创业支持培育项目。

第二章　项目支持范围和申报条件

第四条　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工程培训项目支持范围和申
报条件

（一）支持范围

１高级专家、专技工作高层次管理人员研修班；
２重大战略、重点领域、新兴优势产业专技人员专题高级

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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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高层次急需紧缺专技人才出国 （境）学术交流；

４重点产业企业高精尖缺专技人才知识更新补助；
５湖南省１２１创新人才培养工程等人才项目人选培养。
（二）申报条件

１高级专家或专技工作高层次管理人员研修班。主要针对
国家级和省级人才工程人选、副高职称以上专业人员或负责专技

工作的高层次管理人员，组织开展政策学习、省情研修或专项培

训等。

２重大战略、重点领域、新兴优势产业专技人员专题高级
研修班。各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业主管部门、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省级以上继续教育基地等，结合区域、行业、领

域产业发展和专技人才知识更新需要，紧扣重大战略、重点领

域、新兴优势产业链等遴选培训主题开展专项培训。

３专项调训任务。根据省委、省政府，省委人才工作领导
小组及办公室、省级议事协调机构等年度专项需求，强化某领域

专技人才队伍建设，有针对性举办专题研修培训班。

４高层次急需紧缺专技人才出国 （境）学术交流。申请人

出国 （境）学术交流所选专业学科须符合我省经济社会建设发

展要求，有助于了解世界最前沿科技发展态势，熟悉掌握先进科

学技术。

５人才工程人选培训。围绕湖南省１２１创新人才培养工程、
湘西特聘专家支持计划、企业急需紧缺人才等高层次专业技术人

才工程 （项目）入围人选开展的知识更新、学术交流、能力提

升等活动项目。

第五条　博士后科研人员支持培养项目支持范围和申报条件
（一）支持范围

１博士后科研人员日常经费资助；
２博士后留 （来）湘就业创业支持培养项目。

（二）申报条件

１博士后日常经费资助：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协作研发中心办理了进站手续，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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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工作的博士后科研人员。

２博士后留 （来）湘就业创业支持培养项目：博士后出站３
年内留 （来）湘工作，在我省自主创办企业或与我省企业 （不

含驻湘央企）签订劳动合同，自主创办企业可优先享受资助。

第六条　留学人员来湘创业支持培育项目支持范围和申报条件
（一）支持范围

留学人员来湘开展或从事的创业项目。

（二）申报条件

申报人员需为留学回国人员，同时满足以下申报条件：

１申报人应为所创办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一般应在国 （境）

外获得硕士 （含）以上学位；

２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发明专利，技术创新性强，具有市
场潜力；

３熟悉相关领域和国际规则，有经营管理能力，如有海外
自主创业经验者可优先考虑；

４企业注册时间不超过３年；
５企业注册资金现金资产不低于５０万元人民币，留学人员

出资额占企业注册资本的５０％以上；
６申报人诚信守法，无违法犯罪记录。

第三章　项目申报流程与审查

第七条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省财政厅发布项目申报通
知，并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和省财政厅官网或有关媒体公开。

第八条　省属项目由省直主管部门对申报项目真实性、必要
性等进行初审后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市 （州）项目由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组织申报，并由市州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对申报项目真实性、必要性等进行初审，汇总后报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中央在湘单位由在湘一级单位对申报项

目真实性、必要性初审后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各申报单位 （个人）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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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切实履行审核职责，必要时可实地

走访了解，有效甄别申报材料真实性，防止出现骗 （套）取财

政资金等行为。

第九条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对申报项目进行复审，主要
包括以下方面：

（一）申报项目是否符合专项资金支持范围，申报单位 （个

人）是否符合申报条件。

（二）申报材料是否齐全完整，格式是否正确规范，各级各

部门推荐意见是否明确等。

第十条　对复审合格的项目，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从专
家库中随机抽取不少于５名专家进行评议，根据申报情况、评议
结果和年度资金预算规模，研究确定支持项目、资助金额和资金

分配方案，并将入围项目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和省财政厅官

网公示５个工作日。

第四章　资金用途范围

第十一条　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工程培训项目资助经费主
要用于：高层次急需紧缺专技人才出国 （境）访学交流的交通、

培训、住宿等；各类研修培训班聘请师资讲课、场租、现场观摩

等；湖南省１２１创新人才培养工程人选、企业急需紧缺专业技术
人才参加培训、学术研讨、交流、论坛、购买专业书籍文献等。

第十二条　博士后日常资助经费主要用于博士后人员生活补
助、社保和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等。博士后留 （来）湘就业创业

支持培养项目资助经费主要用于博士后科研创新、设备购置、创

业场租补助等。

第十三条　留学人员来湘创业支持培育项目资助经费主要用
于留学回国人员来湘创业项目的科研创新、市场开拓、贷款贴

息、设备购置、团队建设等方面。

第十四条　资助经费不得用于办公用房和职工宿舍建设、购
置交通工具、违规发放津补贴以及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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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补助资金采取无偿资助的方式，遵循公开公平、
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和讲求效益的原则，确保资金使用规范、安

全和高效。原则上同一项目不重复安排补助资金 （培训主题相同

或相近，但参训对象不同、培训效应明显的项目除外）。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　人力资源培养项目须在获资助当年度完成，并按
规定使用补助资金，项目完成后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报送以

下总结材料：

（一）培训项目总结、培训通知 （出国境学术交流项目提交

邀请函复印件）、参训人员花名册 （出国境学术交流项目提交出

国境签证复印件）和经费决算表等材料。

（二）博士后就业创业支持培养项目获资助人需报送当年度

就业创业情况和经费使用说明。

（三）留学人员来湘创业支持培育项目获资助人需报送创业

项目实施情况、公司当年度财务报表和经费使用情况等。

第十七条　各项目申报单位 （个人）、执行单位 （个人）需

配合做好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估、审计等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会同财政部门不定期对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抽查，

督促项目执行单位 （个人）按规定实施项目，加强绩效评估结果

的运用，绩效评估结果作为以后申报项目、安排资金的重要依据。

第十八条　资助经费必须专款专用，严禁虚报、冒领、截
留、挤占、挪用。在各级检查抽查中发现违规使用资金的，收回

已资助经费。出现违规情况的，依照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

例》有关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２０２０年 ２月 １７日起施行，有效期 ５
年。此前有关政策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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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委托下放技工学校设立

审批权限的通知
湘人社规 〔２０２０〕８号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推动我省技工院校发展，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根据中

央、省关于放管服改革有关要求以及 《关于印发技工院校设置标

准 （试行）的通知》（人社部发 〔２０１２〕８号）、《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关于做好技工院校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１２〕６３号）精神，经研究，决定将我省普通技工学校、高级
技工学校 （以下简称 “技工学校”）设立审批权限由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委托下放至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切实做

好技工学校设立审批工作，促进我省技工教育事业发展，现就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技工学校设立审批权限下放的意义

技工学校设立审批权限委托下放，是适应我省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关规定

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放管服改革、为

基层和群众提供高效审批服务的迫切需要，对推动技工学校改革

发展，加快技能人才培养具有积极的作用。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门要从经济社会发展和技能人才工作的大局出发，加强

对技工院校设立审批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审批制度和工作机

制，做到思想认识到位、组织领导到位、职责分工到位、人员落

实到位、措施保障到位，确保技工学校设立委托审批权限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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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

二、明确委托下放审批权限和管理权限范围

自本通知实施之日起，除技师学院由省人民政府审批设立

外，其他由单位、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申请设立普通技工学

校、高级技工学校，均由学校所在地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组织专家进行评估，由当地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印发技工院校设置标准 （试行）的通

知》（人社部发 〔２０１２〕８号）和 《关于做好技工院校审批管理

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 〔２０１２〕６３号）规定进行审批，依法核
发技工院校办学许可证，并将审批情况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备案。

技工院校日常管理实行属地化原则。所有技工院校 （含技师

学院、高级技工学校、普通技工学校）日常管理，均由所在地市

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受理经办。日常管理主要包括教学管

理、师资培训、学籍注册、毕业证书核发、资助管理、变更事

项等。

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审批设立的技工院校，涉及撤

销、合并、变更管理体制等情形的，须征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同意。

三、制定技工教育发展规划

各地要按照我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规划明确的原则，根据区

域经济发展、产业布局和促进就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科学规划

技工教育发展规模，优化布局，制定好本地区技工教育发展规

划，确保我省技工院校达到适度的数量和规模，促进技能人才供

给侧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侧紧密对接。要不断优化技工学校、高

级技工学校和技师学院的比例结构，逐步形成以技师学院为龙

头、高级技工学校为骨干、普通技工学校为基础的覆盖城乡劳动

者的现代技工教育培训体系，以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为契机，建立

与新时期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相适应的技工教育发展机制。要

以技工教育发展规划为统领，指导技工学校设立审批工作科学有

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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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定技工学校设立委托审批办法

各地要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抓紧制定技工学校设立审批办

法，并向社会公开。要明确申请受理、材料审核、实地考察、专

家评审、审查备案、研究决定、公示公开等各个环节的工作职

责。要明确技工院校设立审批的服务部门、服务依据、服务类

型、申报条件、服务流程、申报资料、办理时限等服务规范。要

根据申请主体以及设立形式 （正式设立、筹备设立），分类明确

设立审批程序，并制作相应申报范本。技工学校设立条件按照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印发技工院校设置标准 （试行）的

通知》（人社部发 〔２０１２〕８号）执行。对于边远贫困地区和特
殊行业举办技工学校，培养规模和相应的办学条件要求可适当放

宽，具体办法由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定，报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备案。

五、切实加强管理与服务

各地要加强对技工院校办学的日常监督，保持学校良好教学

秩序，维护师生合法权益；要加强技工院校安全工作管理，落实

安全工作责任制；要认真研究并及时解决技工院校办学中遇到的

问题，采取切实可行措施，指导和帮助技工院校做好招生工作；

要按照 “高端引领、多元办学、内涵发展”的要求，指导技工

院校科学发展，积极面向城乡各类劳动者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培

训，有效提升办学质量和服务能力；要主动加强与同级财政、发

改、教育等部门沟通协调，积极争取项目和资金，支持技工教育

不断发展。

六、本通知自２０２０年６月１日起实施，有效期５年。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８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职业能力建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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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
中共湖南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印发《关于加强
基层事业单位人事人才工作
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湘人社规 〔２０２０〕１２号

各市州委组织部、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财政局：

现将 《关于加强基层事业单位人事人才工作的若干意见》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中 共 湖 南 省 委 组 织 部

中共湖南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 南 省 财 政 厅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３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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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基层事业单位人事人才

工作的若干意见

　　为深入贯彻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全面加强基层建设的若干意

见》（湘发 〔２０１９〕１３号）和 《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规范乡镇 （街道）职责权限实施方案〉

等五个方案的通知》（湘办 〔２０１９〕８５号）精神，加强基层事业
单位人事人才工作，拓展基层事业单位人员职业空间，强化待遇

保障，引导人才服务基层、扎根基层，制定如下意见。

一、完善基层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制度

１适当提高基层事业单位中、高级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
进一步畅通基层专业技术人员岗位等级晋升通道。参照 《湖南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 〈湖南省深化中小

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试行）〉的通知》 （湘人社发

〔２０１６〕５０号）相关规定，按照中级增加５个百分点、高级增加
３个百分点调整乡镇其他各类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

２推进乡镇 （街道）事业单位岗位管理制度、聘用制度改

革。乡镇 （街道）事业单位整合、调整到位之后，应按相关规

定制定或调整岗位设置方案。对于规模较小、人数较少、无法按

照规定结构比例进行岗位设置的乡镇 （街道）事业单位，允许

“打捆”统一进行岗位设置，统筹使用岗位职数。乡镇 （街道）

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应在机构编制部门核准的编制限额内进行。经

组织人事部门办理了进人手续、机构编制部门办理了入编手续，

且参加了２００６年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机关事业单位养
老保险的乡镇 （街道）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可以纳入事业单位

岗位管理；已经超编超岗的，应采取措施逐步消化到位。同时，

根据岗位职责和任职条件要求，聘用工作人员，签订聘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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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合同管理。

二、创新基层事业单位招聘制度

３健全基层专业技术人才招聘机制，放宽基层专业技术人
员招聘条件。乡镇事业单位招聘专业技术人员，可结合本地实际

需要，经县级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核准，报市级事业单位

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备案后，参照执行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湖南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做好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

的通知〉》 （湘人社发 〔２０１７〕５号）的相关规定，实行 “三放

宽一允许”（放宽年龄、学历、专业，允许限制户籍）等政策。

４面向特定对象定向招聘乡镇 （街道）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着力解决基层 “招人难、留人难”问题。允许乡镇 （街道）事

业单位在编制限额内拿出全年管理岗位招聘计划的３０％，面向
全县 （市、区）范围内任职满１个任期经考核合格且仍在任的村
（社区）干部、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的大学生村官等服务基层项

目人员、退役军人定向招聘乡镇 （街道）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定向招聘应坚持竞争、择优的原则，严格执行开考比例的相关规

定，防止将定向招聘变为 “萝卜招聘”。

５乡镇 （街道）事业单位在核准的编制内招聘以下人才，

可采取直接考核的方式招聘：①连续任满３个任期、表现优秀的
村 （社区）党组织书记，纳入全省脱贫攻坚干部考察调研 “四

个一批”名单的村 （社区）党组织书记、主任；②农村订单定
向免费本科医学生、贫困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本土化培养学

生、农技特岗人员定向培养学生；③取得执业 （助理）医师资

格或卫生技术中级及以上职称或全日制医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急

需紧缺人才；④取得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和助
理全科医生培训合格证书的人员。

三、畅通基层专业技术人员晋升通道

６单列基层一线人才职称评审。全省职称评审对基层专业
技术人才实行 “单独分组、单独评审、单独确定通过率”。所有

系列 （专业）统一的职称评审应根据当年度基层申报参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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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分设基层专业技术人才组，经申请，数量太少无法分设的，

同等条件下予以倾斜。在核定的岗位结构比例内，经相应系列

（专业）主管部门申请，副高级职称可以在５５％的基础上适当调
整通过率。

７建立 “定评定聘”基层专业技术人才职称制度。在基层

卫生、教育、农业、林业等领域建立 “定向评价定向使用”的

基层职称评审制度，制定基层高级职称比例单列、总量控制，不

占各地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比例的操作办法。

８贯通基层社工人才职称评审路径。通过考试取得助理社
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的，直接认可其具备初、中级职

称，用人单位可根据相关任职条件和岗位空缺情况择优聘任相应

专业技术职务。满足相关规定且符合晋升高一层级职称条件的，

可凭相应职业资格直接申报参评。

四、引导和鼓励人才向基层流动

９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贯彻落实高校毕业生基层
成长计划，实施能力素质培育、岗位锻炼成才、职业发展支持、

成长环境营造、服务体系建设等计划，探索实施基层成长计划后

备人才遴选培养工作。持续实施高校毕业生 “三支一扶”计划，

每年招募一批大学生到基层支农支医支教扶贫，加强人员管理和

保障，将 “三支一扶”队伍打造成扶贫帮困、支援基层建设发

展的先锋力量。

１０引导专业技术人员服务基层。将专业技术人才服务艰苦
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的年限、工作业绩作为晋升职称的重要内

容，所有系列 （专业）在制定年度评审量分细则时赋予一定评

价权重。部分系列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实行 “凡晋必下”，城

市中小学教师晋升中、高级职称应有１年或累计２年以上农村学
校工作经历；执业医师晋升为副高级职称的，应当有累计１年以
上在县级以下或者对口支援的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

经历；农业、林业等系列 （专业）晋升高级职称须有１年以上基
层一线工作经历。

１１规范基层事业单位人员调配。严格规范基层事业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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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调配工作流程，严肃工作纪律，严把基层服务年限关，保持基

层干部队伍相对稳定。加强基层人员借调管理，严格借调程序，

规范借调行为。

五、落实基层事业单位人员工资福利待遇

１２完善事业单位工资制度，规范事业单位绩效工资管理。
基层事业单位应按国家规定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落实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基本工资标准正常增长机制。对到县以下事业单位工

作的高校毕业生可提前转正定级，转正定级时薪级工资按规定予

以高定：未列入艰苦边远地区或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高定

一级；列入三类及以下艰苦边远地区或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的高定两级。农、林、水第一线科技人员等艰苦岗位专业技术人

员，按规定实行向上浮动一级工资。完善基层事业单位绩效工资

管理，绩效工资分配与绩效考核结果挂钩，坚持多劳多得，优绩

优酬，重点向一线人员、关键岗位、业务骨干和做出突出成绩的

工作人员倾斜。在单位绩效工资总量内按规定设立农村基层教育

卫生人才津贴、全科医生津贴、精神卫生职业风险补助等津补

贴，相应适当核增绩效工资总量。

１３逐步提高乡镇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收入水平，并向条
件艰苦的偏远乡镇和长期在乡镇工作的人员倾斜。落实艰苦边远

地区津贴增长机制和农业有毒有害保健津贴、畜牧兽医医疗卫生

津贴、传染病疫情防治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等特殊岗位津贴补

贴。严格落实公务交通补贴有关政策。

１４切实保障基层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健全基层中小学教
师工资长效联动机制，核定绩效工资总量时统筹考虑当地公务员

实际收入水平，确保基层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

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按照我省关于保障全省义务

教育教师工资待遇的有关规定，完善保障政策，加大督导力度，

切实落实基层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继续实施农村基层教育人

才津贴等政策，切实提高乡村教师待遇。

１５完善基层医疗卫生工作人员绩效工资制度。在核定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的绩效工资总量时，允许突破现行绩效工资调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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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给予重点倾斜，具体倾斜幅度由各地按照与当地县市区级公

立医院绩效工资水平合理平衡的原则自行确定；允许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在当年医疗服务收入 （不含药品、耗材、检查、化验收

入）扣除成本和提取各项基金后的结余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增

发单位当年的奖励性绩效工资，增发部分纳入单位当年绩效工资

总量，不作为绩效工资基数，提取比例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结合

主管部门对其绩效考核的结果确定。提升全科医生工资水平，使

其与当地县市区级公立医院同等条件临床医师工资水平相衔接。

六、完善基层事业单位人员激励机制

１６鼓励农技人员离岗创业，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县
及以下事业单位农技人员提出申请，经所在单位同意，主管部门

批准，报县级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备案，可在辖区内的乡

村创办农技推广或农产品生产经营企业。离岗创业人员与所在单

位双方签订协议，３年内保留人事关系，定期向原单位报告创业
情况，参加原单位考核。工资福利、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待

遇参照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

专业技术人员离岗创新的实施意见》（湘人社发 〔２０１７〕６２号）
的相关规定执行。

１７各类人才工程人选的选拔推荐向基层倾斜。在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百千万人才工程、湖南省优秀专家、省政府特殊津

贴、湖南省１２１创新人才工程人选的选拔推荐中，加大基层服务
业绩权重，向为基层作出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倾斜。省级人

才工程的选拔适当单列基层指标数。

１８表彰奖励向基层一线倾斜。进一步突出表彰奖励基层导
向，对作出显著成效和贡献的基层单位及个人给予更多的支持和

正向激励。严格控制领导干部评选表彰数量，严格控制单位主要

领导及法人代表参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重点向乡镇倾斜，

奖励比例应高于县市区直属事业单位。乡镇事业单位在开展定期

奖励时，按奖励规定权限经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同意，嘉

奖比例可由２０％提高到２５％、记功比例可由２％提高到３％。
本意见自２０２０年８月１日起施行，有效期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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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印发《湖南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
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湘人社规 〔２０２０〕１７号

各市州党委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省直各单位组织

（人事）部门：

现将 《湖南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实施细则 （试行）》印

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中 共 湖 南 省 委 组 织 部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９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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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

实施细则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全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工作科学化、制
度化、规范化，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队伍，

根据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规定》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湖南实际，制

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人事综合管理部门根据工
作需要，组织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开展培训，适用本实施细则。

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的培训，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本，以全

面增强公共服务本领为重点，突出政治训练、政治历练，强化专

业能力、专业精神，坚持政治统领、服务大局，坚持分类分级、

全员覆盖，坚持精准效能、按需施训，坚持联系实际、改革创

新，坚持依法治教、从严管理，增强培训的时代性、针对性、有

效性。

第四条　省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负责全省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培训的综合管理工作。市州、县市区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

理部门负责本辖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的综合管理工作。事业

单位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相关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

工作，指导本行业本系统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事业单位负责

本单位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

第五条　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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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开展工作人员培训工作进行监督检查，上级事业单位人事综合

管理部门应当对下级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开展培训相关工

作进行监督检查，制止和纠正违反本实施细则的行为，并对有关

责任人员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

第二章　培训对象

第六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的对象是事业单位在编在册
在岗工作人员。

有计划地加强对中青年骨干特别是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的

培训。

第七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有接受培训的权利和义务，一般
每年度参加各类培训的时间累计不少于１２天或者９０学时。

第八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学习培训和廉洁自
律各项规定，完成规定的培训任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因故未按规定参加培训或者未达到培训要

求的，应当及时补训。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培

训，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组织处理或者处分。参加培

训期间违反培训有关规定和纪律的，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

直至组织处理或者处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弄虚作假获取培训经

历的，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九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参加组织选派的脱产培训期间，
其工资和各项福利待遇与在岗人员相同，一般不承担所在单位的

日常工作、出国 （境）考察等任务。因特殊情况确需请假的，

必须严格履行手续。

第三章　培训内容与类型

第十条　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摆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最突出的位置，教育引导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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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突出事业单位公益性、服务性、专业性、技术性特点，有

针对性地开展岗位必备的能力素质、知识体系培训和廉政警示、

职业道德教育，不断提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适应新时代、实现新

目标、落实新部署的能力。

第十一条　加强培训需求调研，推进分类分级培训。完善培
训内容体系，重点提升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理想信念、思想觉

悟、职业道德和综合素养。管理人员培训，注重提高管理能力、

专业水平和职业素养；专业技术人员培训，注重提高专业技术水

平和创新创造创业能力；工勤技能人员培训，注重提高职业技能

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

第十二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分为岗前培训、在岗培
训、转岗培训和专项培训，根据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不同岗位

特点，按照规定的方式进行。

第十三条　岗前培训是对事业单位新聘用工作人员应当进行
的培训，以提高适应单位和岗位工作的能力。对新聘用的高层次

人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安排岗前培训。

岗前培训内容包括公共科目和专业科目。公共科目包括应当

普遍掌握的政治理论、法律法规、政策知识、行为规范、纪律要

求等。专业科目包括所聘或者拟聘岗位所需的理论、知识、技

术、技能等。

公共科目培训由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编制计划，统一

组织或者委托专门培训机构组织，或者授权主管部门、事业单位

按规定组织，一般采取脱产培训方式进行。专业科目培训由主管

部门或者事业单位组织，一般采取脱产培训、网络培训、以师带

徒等方式进行。

岗前培训一般在工作人员聘用之日起６个月内完成，最长不
超过１２个月，累计时间不少于５天或者４０学时。

第十四条　在岗培训是正常在岗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应当定
期参加的培训，以增强思想政治素质、培育职业道德、更新知识

结构、提高工作能力。

管理人员在岗培训内容包括公共科目和专业科目。公共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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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本实施细则第十三条执行，专业科目包括所聘岗位需要更新

的政策法规、理论知识和管理实务，包括公共管理、财务、资

产、人事、外事、安全、保密、信息化等。

管理人员在岗培训由主管部门负责，统一组织或者委托专门

培训机构组织，专业科目培训也可授权事业单位按规定组织。公

共科目培训一般采取脱产培训、网络培训、在职自学等方式进

行。在一个聘期内至少参加一次不少于３天或者２０学时的公共
科目脱产培训。专业科目培训一般采取脱产培训、网络培训、集

体学习等方式进行。

专业技术人员、工勤技能人员在岗培训分别按照继续教育、

职业技能培训等相关规定执行，注重加强政治理论、职业道德、

爱国奉献精神等方面培训。

第十五条　转岗培训是对岗位类型发生变化或者岗位职责任
务发生较大变化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应当进行的培训，以提高适

应新岗位职责任务的能力。

岗位类型发生变化的，转岗培训内容根据其拟聘或者所聘岗

位类型，按照本实施细则第十一条执行。岗位类型不变但岗位职

责任务发生较大变化的，转岗培训内容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转岗培训的方式由事业单位或者主管部门自主确定。

转岗培训一般应当在岗位类型或者岗位职责任务发生变化前

完成，根据工作需要，也可在发生变化后３个月内完成，累计时
间不少于５天或者４０学时。

第十六条　专项培训是对参加重大项目、重大工程、重大行
动等特定任务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应当进行的培训，以适应完成

特定任务的要求。

专项培训的内容和方式由任务组织方根据该工作任务的实际

需要确定，可以采取团队集训等办法进行。

事业单位新聘用工作人员参加专项培训的，其培训时间可计

入本实施细则第十三条规定的岗前培训累计时间中。

·６８５·



第四章　培训方式与方法

第十七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一般采取脱产培训、网络
培训、在职自学等方式，也可结合实际以集体学习、团队集训、

以师带徒等方式进行。

第十八条　脱产培训以组织调训为主。进一步健全组织调训
制度，加强统筹协调，避免和防止多头调训、重复培训、长期不

训等问题。探索 “错峰”调训和分段式培训，缓解工学矛盾。

第十九条　积极探索适应信息化发展趋势的网络培训方式，
推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模式。完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网络培

训制度，建设精品课程库，提高培训教学和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第二十条　建立健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职自学制度。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所在单位应当支持鼓励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职自

学，并提供必要条件。

第二十一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到教学、科研、生产单位进
行相关的继续教育实践，参加学术会议、学术讲座、学术访问活

动等，经同级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认定，按规定折算培训

学时。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岗前、在岗、转岗、专项培训视同完成

继续教育培训学时。

第二十二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应当根据内容要求和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特点，综合运用讲授式、研讨式、案例式、模拟

式、体验式等教学方法，实现教学相长、学学相长。

第五章　培训保障

第二十三条　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师资条
件、人员素质、办学基本条件、教学管理水平、教学质量等条

件，通过一定方式合理确定一批培训机构，用好用活各类培训资

源，提升培训工作质量。

第二十四条　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事业单位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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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事业单位可以委托符合条件的党校 （行政学院）、干部网络

学院、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培训机构等承担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培训任务。

部门和系统的培训机构，应当按照各自职责，承担本部门和

本系统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任务，也可以根据需要接受委托

培训。

统筹用好干部党性教育基地、党员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等。

第二十五条　从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工作的授课人员，
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得传播违反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

政策、违反中央决定的错误观点。培训组织方要对师资人选和培

训内容进行严格把关。

第二十六条　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会同有关行业主管
部门和行业组织，根据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不同岗位特点，加

强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

第二十七条　事业单位按规定列支人员培训经费。加强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培训经费管理，厉行节约，勤俭办学，提高经费使

用效益。培训经费应当严格用于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严禁挪作

他用。

第六章　考核与评估

第二十八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情况应当作为其考核的
内容和岗位聘用、等级晋升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二十九条　事业单位新聘用的工作人员，未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岗前培训的，应推迟转正定级时间，直至完成岗前培训。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未按规定完成在岗培训的，聘期结束后不

得续签聘用合同，不得晋升岗位等级。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规定期限内未完成转岗培训的，一般不

得转岗聘用；已经转岗聘用的，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不予

办理岗位异动备案手续。

·８８５·



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未按规定完成培训任务的，不得申

报机关事业单位工勤岗位等级考试、考核。

第三十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的考核一般由培训主办单
位或者培训机构实施，并将考核情况及时反馈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所在单位。

第三十一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实行登记管理。事业单
位应当建立和完善工作人员培训档案，对工作人员参加培训的种

类、内容、时间和考试考核结果等情况进行登记。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参加脱产培训情况应当记入年度考核登记

表，参加２个月以上的脱产培训情况应当记入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任免审批表。

第三十二条　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负责对培训机构进
行评估，评估内容主要包括办学方针、培训质量、师资队伍、组

织管理、学风建设、基础设施、经费保障等。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主办单位要对培训班进行评估，评估

内容主要包括培训设计、培训实施、培训管理和培训效果等。

评估结果作为改进培训工作、提高培训质量的重要依据。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机关工勤人员的培训，参照本实施细则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实施细则由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有效
期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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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印发《湖南省技工院校办学

水平评估办法》的通知
湘人社规 〔２０２０〕１９号

各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各技工院校：

现将 《湖南省技工院校办学水平评估办法》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７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职业能力建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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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技工院校办学水平评估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技工院校管理、提高教学质量，建立技工院
校办学层级升降及退出机制，加快推进技工大省建设，根据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印发技工院校设置标准 （试行）的通

知》（人社部发 〔２０１２〕８号） 《关于做好技工院校审批管理工
作的通知》（人社部发 〔２０１２〕６３号）的相关规定，结合我省实
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技工院校办学水平评估坚持 “统一标准、分类实

施、客观公正、注重实效”的原则，做到评估标准符合实际，评

估程序简便透明，评估结果真实可用。

第三条　评估对象为全省批准设立满３年或升格满３年的技
工院校。

第二章　评估内容和方法

第四条　评估内容包括学校管理、教育教学、办学保障和办
学效益四个方面。

（一）学校管理：主要评估办学方向、管理体系、学籍管理

与资助和校园安全等方面情况。

（二）教育教学：主要评估德育工作、专业建设、课程教

学、教学研究、学生技能、教材使用和校企合作等方面情况。

（三）办学保障：主要评估办学投入、校园建设、实训条

件、教师队伍和智慧校园等方面情况。

（四）办学效益：主要评估培养规模、学生毕业与就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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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荣誉和社会影响等方面情况。

具体指标、分值、评估标准与要求和计分方式等详见 《湖南

省技工院校办学水平评估细则》（以下简称 《评估细则》）。

第五条　评估主要采取数据比对、现场评估和问卷调查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实行量化评分。

第三章　组织实施

第六条　评估由湖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统一组织。成立由
分管厅领导负责的评估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

在湖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具体负责评估组织

实施工作，建立评估专家库，按纪检规定程序成立评估工作组。

第七条　评估以五年为周期。评估对象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确定，并于当年年初公布当年度评估技工院校名单。

第四章　评估结果及应用

第八条　评估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和不合格三个等次。满分
１０００分，评估得分８５０分以上为优秀，６００－８５０分为合格，６００
分以下为不合格。

第九条　评估对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直接评估为不合格。
（一）近三年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未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技

工院校设置标准５０％，即普通技工学校在校生少于４００人、高级
技工学校在校生少于１０００人、技师学院在校生少于１５００人；

（二）消防、食品安全和学校治安等措施不力发生重特大安

全事故；

（三）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四）其他严重违反技工院校办学相关规定，造成恶劣社会

影响。

第十条　湖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根据评估结果确定评估
等次，并将评估结果予以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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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评估不合格的技工院校均纳入整改范围，由湖南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下达整改意见，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负责督促落实。

整改期限原则上不超过一年，整改完成后，须再次申请评估。

确因不可抗力因素或其他客观原因，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

整改，经湖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研究决定，可以适当延长整

改时间。

第十二条　对经评估存在以下情况的技工院校，分别给予相
应处理：

（一）对３年以上未招生且无全日制在校生的技工院校，取
消办学资格并撤销办学许可证；

（二）对不予整改或整改后再次评估不合格的技师学院、高

级技工学校，参照技工院校设置标准，降至相应办学层次。对不

予整改或整改后再次评估不合格的普通技工学校，取消办学资格

并撤销办学许可证。

第十三条　举办单位和各级人社部门要坚持 “以评促建、以

评促改”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评估结果应用，将评估报告作为

指导技工院校改善办学条件、规范办学行为、提高育人水平、增

强学校综合实力和打造学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依据。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湖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
定和全省技工院校发展实际，适时对 《评估细则》进行调整。

第十五条　评估工作相关人员应当严格遵守评估工作规定和
廉洁纪律，不得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 ９日起实施，有效期 ５
年。原有关文件内容与本办法相冲突的，以本办法为准。本办法

由湖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负责解释。

附件：湖南省技工院校办学水平评估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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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附
件
：

湖
南
省
技
工
院
校
办
学
水
平
评
估
细
则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
级

指
标

三
级
指

标
分
值

内
涵
标
准
与
要
求

普
通
技
工
学
校

高
级
技
工
学
校

技
师
学
院

计
分
方
式

备
查
材
料

１．
学
校

管
理

（
１５
０
分
）

１
－
１

办
学

方
向

１
－
１
－
１

坚
持
技

工
教
育

方
向

２０

以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为
指
导
，
全
面
贯
彻
党
的
教
育

方
针
，
坚
持
教
育
培
训
与
生
产
实
际
相
结
合
，
服
务
经
济
建
设
和
社
会
发
展
、

促
进
劳
动
者
就
业
的
办
学
方
向
。
坚
持
以
立
德
树
人
为
根
本
，
以
职
业
能
力

培
养
为
目
标
，
实
行
学
制
教
育
与
职
业
培
训
并
举
、
学
校
教
育
与
企
业
培
养

相
结
合
的
办
学
模
式
，
办
学
定
位
准
确
，
形
成
了
符
合
技
工
教
育
要
求
的
教

育
教
学
管
理
体
系
。

坚
持
技
工
教
育
方
向
，
能

按
要
求
落
实
到
位
得
２０

分
；
坚
持
技
工
教
育
方
向
，

基
本
落
实
要
求
得
１２
分
；

其
他
不
得
分
。

学
校
贯
彻
党
的
教
育
方
针

和
办
学
理
念
、
办
学
方
向

及
发
展
战
略
有
关
资
料
；

学
校
教
学
改
革
与
发
展
规

划
、
年
度
工
作
计
划
、
年
度

工
作
总
结
和
有
关
人
才
培

养
改
革
方
案
相
关
资
料
。

１
－
２

管
理

体
系

１
－
２
－
１

领
导
结

构
与
素

质

２０

应
配
备
政
治
素
养
高
、管
理
能
力
强
、

熟
悉
技
能
人
才
培
养
规
律
的
领
导
班

子
。
校
长
应
具
有
本
科
以
上
学
历
以

及
高
级
专
业
技
术
职
务
或
高
级
技
师

职
业
资
格
，
且
具
有
３
年
以
上
职
业

教
育
、职
业
培
训
或
企
业
工
作
经
历
。

其
他
校
级
领
导
应
具
有
本
科
以
上
学

历
和
中
级
以
上
专
业
技
术
职
务
或
技

师
以
上
职
业
资
格
。

应
配
备
政
治
素
养
高
、
管
理
能
力
强
、

熟
悉
技
能
人
才
培
养
规
律
的
领
导
班

子
。
院
（
校
）
长
、
教
学
副
院
（
校
）
长

应
具
有
本
科
以
上
学
历
以
及
高
级
专

业
技
术
职
务
或
高
级
技
师
职
业
资

格
，
且
院
（
校
）
长
应
具
有
５
年
以
上

职
业
教
育
、
职
业
培
训
或
企
业
工
作

经
历
。

达
标
得
２０
分
。
不
达
标

的
，
每
１
点
减
５
分
，
本
项

分
值
减
完
为
止
。

学
校
人
事
档
案
或
能
够
验

证
的
学
校
领
导
综
合
情
况

介
绍
（
包
括
自
然
状
况
、

教
育
背
景
、
工
作
经
历
、
业

务
实
绩
和
奖
惩
情
况
等
）

及
符
合
任
职
条
件
的
佐
证

材
料
。

１
－
２
－
２

管
理
机
构

设
置

２０

应
设
置
与
技
能
人
才
培
养
相
适
应

的
教
育
教
学
、
行
政
后
勤
服
务
、
招

生
就
业
及
培
训
工
作
等
管
理
机
构
，

并
建
立
健
全
相
应
的
规
章
制
度
。

内
设
机
构
设
置
合
理
，
部
门
职
责
和

教
职
工
岗
位
职
责
清
晰
，
规
章
制
度

健
全
，
建
立
并
有
效
运
行
质
量
管
理

及
现
代
治
理
体
系
。

机
构
健
全
、
配
置
分
工
合

理
、
人
员
配
备
到
位
且
素

质
高
得
２０
分
；
机
构
基
本

健
全
、
配
置
分
工
基
本
合

理
、
人
员
配
备
基
本
到
位

１２
分
；
不
健
全
不
得
分
。

学
校
机
构
设
置
、
机
构
职

责
分
工
及
负
责
人
有
关
佐

证
补
充
材
料
；
学
校
管
理

制
度
，
质
量
控
制
机
制
及

运
行
有
关
材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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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
级

指
标

三
级
指

标
分
值

内
涵
标
准
与
要
求

普
通
技
工
学
校

高
级
技
工
学
校

技
师
学
院

计
分
方
式

备
查
材
料

１．
学
校

管
理

（
１５
０
分
）

１
－
３

学
籍

管
理

与
资

助

１
－
３
－
１

学
籍
登

记
及
异

动
处
理

３０
规
范
登
记
学
生
学
籍
，
杜
绝
双
重
学
籍
；
及
时
、
规
范
处
理
学
籍
异
动
情
况
，

即
时
准
确
反
映
学
生
在
籍
情
况
。

学
籍
登
记
及
异
动
处
理
规

范
及
时
，
无
违
规
违
纪
情

况
，
得
３０
分
；
学
籍
登
记

及
异
动
处
理
基
本
规
范
，

无
违
规
违
纪
情
况
，
得
１８

分
；
其
他
不
得
分
。

近
三
年
学
籍
登
记
、
学
籍

异
动
处
理
有
关
工
作
记
录

和
相
关
数
据
资
料
。

１
－
３
－
２

资
助
管

理
服
务

３０
严
格
执
行
国
家
有
关
资
助
政
策
，
规
范
资
助
服
务
，
落
实
各
类
奖
、
补
、
贷
、
助

措
施
，
管
理
到
位
。

严
格
执
行
资
助
政
策
，
管

理
服
务
成
效
显
著
，
无
违

规
违
纪
现
象
，
得
３０
分
；

能
够
执
行
资
助
政
策
，
管

理
服
务
成
效
较
好
，
无
违

规
违
纪
现
象
，
得
１８
分
；

其
他
不
得
分
。

近
三
年
执
行
资
助
政
策
、

落
实
资
助
服
务
的
有
关
材

料
。

１
－
４

校
园

安
全

１
－
４
－
１

校
园
安

全

３０

须
加
强
安
全
管
理
工
作
，
实
行
安
全

责
任
制
度
，
保
证
学
生
日
常
生
活
、

学
习
和
实
习
安
全
。
制
定
了
应
对

各
种
突
发
事
件
的
预
案
。
安
全
管

理
台
帐
有
关
记
录
完
整
、
归
档
清

晰
。

应
具
有
健
全
和
完
善
的
安
全
管
理
与

综
治
联
动
网
络
体
系
，
落
实
安
全
责

任
制
度
，
保
证
学
生
日
常
生
活
、
学
习

和
实
习
安
全
。
有
完
善
的
应
对
各
种

突
发
事
件
的
预
案
。
安
全
管
理
台
帐

有
关
记
录
完
整
、
归
档
清
晰
。

安
全
管
理
工
作
规
范
，
成

效
显
著
，
近
三
年
无
安
全

事
故
，
得
３０
分
；
有
一
定

成
效
，
近
三
年
无
安
全
事

故
，
得
１８
分
；
其
他
不
得

分
。

校
园
安
全
管
理
制
度
、
应

急
预
案
，
近
三
年
校
园
安

全
管
理
台
帐
、
事
件
处
理

记
录
等
有
关
材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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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
级

指
标

三
级
指

标
分
值

内
涵
标
准
与
要
求

普
通
技
工
学
校

高
级
技
工
学
校

技
师
学
院

计
分
方
式

备
查
材
料

２
教
育

教
学

（
３３
０
分
）

２
－
１

德
育

工
作

２
－
１
－
１

德
育
工

作
成
效

和
校
风

校
纪

３０

重
视
德
育
和
学
生
管
理
工
作
，
开
展

多
种
形
式
的
学
生
思
想
品
德
、
职
业

指
导
教
育
和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
校
风

校
纪
好
。

重
视
德
育
工
作
和
校
园
文
化
建
设
，

将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体
系
融
入
办

学
全
过
程
，
积
极
开
展
职
业
道
德
、
公

民
行
为
规
范
和
法
制
等
方
面
的
教
育

以
及
学
生
生
涯
规
划
、
就
业
创
业
指

导
和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
认
真
开
展

“
思
政
课
程
”
改
革
，
积
极
推
动
“
课

程
思
政
”
建
设
。
着
力
培
养
工
匠
精

神
与
职
业
素
养
。
建
立
学
校
、
家
庭
、

企
业
和
社
会
紧
密
结
合
的
德
育
工
作

网
络
。
校
风
校
纪
好
。

机
制
健
全
，
成
效
显
著
得

３０
分
；
机
制
较
健
全
，
有

一
定
成
效
１８
分
；
机
制
不

健
全
、
成
效
不
好
，
不
得

分
。

学
生
党
团
机
构
设
置
、
德
育

组
织
机
构
及
相
关
制
度
材

料
，近
三
年
计
划
总
结
、
经

费
安
排
、
班
级
考
核
评
比
、

德
育
培
训
方
案
、
职
业
指
导

与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
德
育
先

进
集
体
或
个
人
评
比
表
彰
、

学
生
操
行
评
定
等
材
料
。

近
三
年
班
主
任
工
作
检
查

（
主
题
班
会
、个
别
教
育
、
班

级
管
理
、宿
舍
管
理
）
、
德
育

活
动
及
纪
实
材
料
。
反
映

校
风
校
纪
、文
明
单
位
或
平

安
校
园
表
彰
等
材
料
。

２
－
２

专
业

建
设

２
－
２
－
１

专
业
数

量
及
与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结
合
程

度

３０
专
业
设
置
应
紧
密
结
合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需
要
设
置
专
业
，
常
设
专
业
不

少
于
３
个
。

专
业
设
置
应
与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紧
密
结
合
，
适
应

新
型
工
业
化
发

展
和
产
业
优
化

升
级
的
需
要
，
适

应
社
会
和
企
业

对
高
级
技
工
的

需
求
。
常
设
高

级
技
工
专
业
不

少
于
４
个
。

专
业
设
置
应
与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紧
密

结
合
，
适
应
新
型
工

业
化
发
展
和
产
业

优
化
升
级
的
需
要
，

适
应
社
会
和
企
业

对
高
级
技
工
、
技
师

和
高
级
技
师
的
需

求
。
常
设
预
备
技

师
（
技
师
）
专
业
不

少
于
２
个
。

常
设
专
业
达
标
，
符
合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需
要
，
正
常

开
班
，
得
２０
分
。
符
合
以

上
要
求
，
每
增
加
一
个
专

业
加
２
分
；
有
重
点
专
业

的
每
个
加
２
分
。
本
项
分

值
加
满
为
止
。
不
达
标
不

得
分
。

近
三
年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

专
业
设
置
及
重
点
专
业
情

况
及
相
关
佐
证
材
料
。

·６９５·



书书书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
级

指
标

三
级
指

标
分
值

内
涵
标
准
与
要
求

普
通
技
工
学
校

高
级
技
工
学
校

技
师
学
院

计
分
方
式

备
查
材
料

２
教
育

教
学

（
３３
０
分
）

２
－
３

课
程

教
学

２
－
３
－
１

一
体
化

课
程
教

学
改
革

３０

积
极
试
点
实
施
一
体
化
教
学
课
程
改
革
。
建
立
理
论
与
实
践
相
融
合
、
教
学

内
容
与
岗
位
需
求
相
适
应
的
注
重
综
合
素
质
培
养
的
课
程
体
系
，
制
定
并
实

施
一
体
化
课
程
改
革
方
案
和
课
程
发
展
规
划
，
取
得
实
际
成
效
，
成
果
丰
富
。

重
点
专
业
试
点
实
施
一
体
化
教
学
，
一
体
化
课
程
改
革
专
业
学
生
数
具
有
一

定
规
模
。

一
体
化
教
学
课
改
试
点
院

校
得
基
础
分
１０
分
，
取
得

成
效
的
试
点
专
业
每
个
加

５
分
；
非
试
点
院
校
，
自
发

进
行
一
体
化
教
学
课
改
，

取
得
成
效
的
试
点
专
业
每

个
加
５
分
。

近
三
年
教
学
计
划
、
课
程

大
纲
、
教
师
备
课
笔
记
，
一

体
化
课
程
体
系
开
发
、
课

程
改
革
方
案
及
阶
段
性
改

革
成
果
，
典
型
案
例
及
相

关
材
料
。

２
－
３
－
２

在
校
教

学
课
时

比
例

２０
在
校
教
学
课
时
不
少
于
总
课
时
２
／３
。

达
标
得
２０
分
；
不
达
标
不

得
分
。

近
三
年
教
学
计
划
、
教
学

大
纲
、
教
师
授
课
表
、
管
理

运
行
记
录
等
。

２
－
３
－
３

实
训
实

习
课
占

比

２０
实
训
实
习
课
不
少
于
总
课
时
１
／２
。

达
标
得
２０
分
；
不
达
标
不

得
分
。

近
三
年
实
习
计
划
、
实
习

大
纲
、
教
师
授
课
表
，
实
习

管
理
运
行
记
录
等
。

２
－
４

教
学

研
究

２
－
４
－
１

教
科
研

成
果

（
校
本

教
材
开

发
）

４０

有
专
门
教
学
科
研
机
构
，
有
专
门
教
研
人
员
组
织
开
展
院
校
教
科
研
活
动
，

学
校
每
年
教
科
研
活
动
６
次
以
上
；
学
校
教
师
积
极
参
与
各
级
教
科
研
活

动
、
部
省
级
项
目
与
课
题
研
究
并
取
得
研
究
成
果
；
学
校
教
师
参
与
教
学
研

究
、
技
术
改
新
、
实
用
专
利
、
发
明
设
计
等
得
到
权
威
机
构
认
可
并
用
于
实
践

发
挥
作
用
。
近
三
年
，
学
校
结
合
区
域
经
济
特
点
或
行
业
、
企
业
职
业
岗
位

的
新
要
求
，
主
体
专
业
均
编
写
了
符
合
技
工
教
育
特
点
的
专
业
课
校
本
教

材
，
并
已
在
校
内
连
续
使
用
一
年
以
上
。

有
教
学
科
研
机
构
并
正
常

开
展
教
科
研
活
动
得
基
础

分
２０
分
。
相
关
教
科
研

成
果
在
省
级
获
奖
或
经
省

级
认
定
的
每
个
加
３
分
；

开
发
校
本
教
材
且
校
内
连

续
使
用
一
年
以
上
的
每
例

加
２
分
。
本
项
分
值
加
满

为
止
。

教
学
科
研
机
构
情
况
、
教

科
研
活
动
记
录
等
；
课
题

研
究
、
论
文
发
表
、
技
术
革

新
、
发
明
专
利
、
经
费
落
实

等
相
关
佐
证
材
料
；
应
用

技
术
研
究
成
果
及
推
广
服

务
，
校
本
教
材
及
出
版
教

材
相
关
材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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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
级

指
标

三
级
指

标
分
值

内
涵
标
准
与
要
求

普
通
技
工
学
校

高
级
技
工
学
校

技
师
学
院

计
分
方
式

备
查
材
料

２
教
育

教
学

（
３３
０
分
）

２
－
５

学
生

技
能

２
－
５
－
１

学
生
竞

赛
成
绩

６０
积
极
有
序
参
赛
、
不
弄
虚
作
假
、
遵
守
竞
赛
纪
律
，
取
得
优
异
成
绩
。

世
界
技
能
大
赛
夺
牌
得

６０
分
；
全
国
技
能
大
赛
一

等
奖
每
人
次
加
４０
分
，
二

等
奖
每
人
次
加
２０
分
，
三

等
奖
每
人
次
加
１０
分
；
省

级
技
能
大
赛
一
等
奖
每
人

次
１０
分
、
二
等
奖
每
人
次

５
分
、
三
等
奖
每
人
次
２

分
。
普
通
技
工
学
校
获
以

上
奖
项
的
每
人
次
再
加
１

分
，
获
市
级
技
能
竞
赛
一
、

二
等
奖
的
每
人
次
２
分
。

同
一
竞
赛
同
一
届
同
一
人

多
级
获
奖
的
，
以
最
高
分

计
算
，
不
重
复
累
计
。
本

项
分
值
加
满
为
止
。

近
三
年
参
加
各
级
人
社
部

门
主
办
或
参
与
组
织
实
施

的
技
能
竞
赛
表
彰
通
报
文

件
、
获
奖
名
单
汇
总
表
。

２
－
６

教
材

使
用

２
－
６
－
１

规
范
使

用
部
颁

教
材

３０
各
专
业
按
照
规
定
配
备
与
所
设
专
业
相
配
套
的
部
颁
教
材
。
公
共
课
和
专

业
基
础
课
教
材
、
人
社
部
开
学
第
一
课
全
部
使
用
人
社
部
颁
国
家
级
规
划
教

材
。

规
范
使
用
得
３０
分
。
违

规
使
用
一
例
减
１０
分
，
本

项
分
值
减
完
为
止
。

近
三
年
各
专
业
教
学
计

划
、
课
程
安
排
、
教
材
征
订

记
录
等
。

·８９５·



书书书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
级

指
标

三
级
指

标
分
值

内
涵
标
准
与
要
求

普
通
技
工
学
校

高
级
技
工
学
校

技
师
学
院

计
分
方
式

备
查
材
料

２
教
育

教
学

（
３３
０
分
）

２
－
７

校
企

合
作

２
－
７
－
１

校
企
合

作
规
模

及
校
外

实
习
基

地
建
设

４０
积
极
开
展
校
企
合
作
，
每
个
专
业
至
少
１
家
具
有
实
质
性
的
合
作
企
业
，
建

立
满
足
各
专
业
学
生
实
习
需
要
的
校
外
实
习
基
地
。
校
企
合
作
有
实
质
性

内
容
，
合
作
紧
密
，
参
与
度
高
，
连
续
合
作
２
年
以
上
，
取
得
合
作
成
效
。

合
作
企
业
数
量
达
标
，
校

外
实
习
基
地
建
设
成
效
显

著
，
得
基
础
分
３０
分
；
合

作
企
业
数
量
达
标
，
校
外

实
习
基
地
建
设
成
效
较
好

得
基
础
分
２０
分
。
合
作

企
业
数
量
达
标
，
额
外
的

每
个
加
２
分
，
本
项
分
值

加
满
为
止
。
不
达
标
不
得

分
。

校
企
合
作
单
位
统
计
表
，

合
作
协
议
等
资
料
；
学
生

实
习
基
地
合
作
协
议
、
实

习
方
案
、
实
习
过
程
记
录
、

企
业
评
价
等
统
计
资
料
。

２
－
７
－
２

责
任
保

险
与
实

习
报
酬

３０

学
校
按
照
有
关
规
定
，
全
面
落
实
学
生
到
企
业
顶
岗
实
习
责
任
保
险
制
度
，

帮
助
实
习
学
生
按
时
获
得
合
理
的
实
习
报
酬
，
工
作
落
实
到
位
、
学
生
满
意

度
高
。
学
校
按
照
有
关
国
家
、
地
方
政
府
对
职
业
院
校
学
生
参
加
“
顶
岗
实

习
”
的
最
新
政
策
和
规
定
，
与
顶
岗
实
习
企
业
签
订
了
实
习
责
任
保
险
、
实

习
报
酬
等
相
关
协
议
，
并
实
施
了
有
效
的
监
督
、
检
查
。
随
机
抽
样
调
查
，
实

习
学
生
满
意
度
高
，
满
意
率
达
９０
％
以
上
（
或
满
意
度
较
高
，
满
意
率
达

７５
％
以
上
）
，
一
般
随
机
抽
样
应
不
少
于
１５
０
名
学
生
。

工
作
落
实
到
位
，
学
生
满

意
度
高
得
３０
分
；
工
作
落

实
到
位
，
学
生
满
意
度
较

高
得
１８
分
；
其
他
不
得

分
。

学
校
贯
彻
落
实
国
家
和
省

有
关
顶
岗
实
习
管
理
制
度

及
责
任
情
况
记
录
等
，
学

生
责
任
保
险
相
关
凭
证
、

学
生
实
习
收
入
证
明
和
满

意
度
调
查
表
等
。

３
办
学

保
障

（
２６
０
分
）

３
－
１

办
学

投
入

３
－
１
－
１

办
学
经

费
（
生

均
经
费

等
）

标
准

３０

应
具
有
与
培
养
规
模
相
适
应
的
日

常
运
行
、
基
本
建
设
、
设
备
购
置
、
师

资
培
训
等
稳
定
可
靠
的
办
学
经
费

保
障
。
办
学
经
费
（
含
生
均
经
费

等
）
标
准
不
低
于
当
地
同
类
学
校

标
准
。

应
具
有
与
培
养
层
次
、
培
养
规
模
相

适
应
的
日
常
运
行
、
基
本
建
设
、
设
备

购
置
、
师
资
培
训
等
稳
定
可
靠
的
办

学
经
费
保
障
。
办
学
经
费
（
含
生
均

经
费
等
）
标
准
不
低
于
当
地
同
类
院

校
标
准
。

近
三
年
办
学
经
费
充
足
得

３０
分
；
办
学
经
费
有
基
本

保
障
得
１８
分
；
办
学
经
费

低
于
同
类
院
校
５０
％
的

（
以
生
均
经
费
核
算
）
不

得
分
。

各
渠
道
来
源
经
费
投
入
佐

证
材
料
，
汇
总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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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
级

指
标

三
级
指

标
分
值

内
涵
标
准
与
要
求

普
通
技
工
学
校

高
级
技
工
学
校

技
师
学
院

计
分
方
式

备
查
材
料

３
办
学

保
障

（
２６
０
分
）

３
－
２

校
园

建
设

３
－
２
－
１

占
地
及

校
舍
建

设

３０

校
园
占
地
面
积
不
少

于
３
万
平
方
米
（
约

４５
亩
）
；
校
舍
建
筑
面

积
不
少
于
１
８
万
平

方
米
，
生
均
校
舍
建
筑

面
积
不
少
于
２０
平
方

米
。
企
业
办
校
的
占

地
面
积
、
建
筑
面
积
可

包
括
企
业
用
于
职
工

培
训
的
相
关
场
所
面

积
。

校
园
占
地
面
积
不
少
于

６
６
万
平
方
米
（
约
１０
０

亩
）
，
校
舍
建
筑
面
积

不
少
于
５
万
平
方
米
。

企
业
办
校
的
占
地
面

积
、
建
筑
面
积
可
包
括

企
业
用
于
职
工
培
训
的

相
关
场
所
面
积
。

校
园
占
地
面
积
不
少
于

１０
万
平
方
米
（
约
１５
０

亩
）
，
校
舍
建
筑
面
积

不
少
于
８
万
平
方
米
。

企
业
办
校
的
占
地
面

积
、
建
筑
面
积
可
包
括

企
业
用
于
职
工
培
训
的

相
关
场
所
面
积
。

达
标
得
３０
分
；
不
达
标
但

不
低
于
标
准
９０
％
的
减

１０
分
。
其
他
不
达
标
的

不
得
分
。

土
地
证
、
租
赁
合
同
，
新
征

地
批
文
、
校
园
平
面
图
等
。

３
－
２
－
２

校
园
配

套
设
施

２０

应
具
备
完
善
的
学
生

生
活
设
施
；
具
备
满
足

体
育
教
学
和
学
生
锻

炼
身
体
需
要
的
体
育

设
备
设
施
和
运
动
场

所
；
具
备
满
足
师
生
需

求
的
图
书
馆
、
阅
览

室
；
具
备
满
足
多
媒

体
、
网
络
教
学
和
信
息

化
管
理
需
要
的
软
硬

件
设
备
设
施
。

应
具
备
完
善
的
学
生
生

活
设
施
；
具
备
满
足
体

育
教
学
和
学
生
锻
炼
身

体
需
要
的
体
育
设
备
设

施
，
运
动
场
地
面
积
不

少
于
６０
００
平
方
米
；
具

备
满
足
师
生
需
求
的
图

书
馆
、
阅
览
室
；
具
备
满

足
多
媒
体
、
网
络
教
学

和
信
息
化
管
理
需
要
的

软
硬
件
设
备
设
施
，
并

建
有
校
园
网
站
。

应
具
备
完
善
的
学
生
生

活
设
施
；
具
备
满
足
体

育
教
学
和
学
生
锻
炼
身

体
需
要
的
体
育
设
备
设

施
，
运
动
场
地
面
积
不

少
于
１
万
平
方
米
；
具

备
满
足
师
生
需
求
的
图

书
馆
、
阅
览
室
；
具
备
满

足
多
媒
体
、
网
络
教
育

教
学
和
信
息
化
管
理
要

求
的
软
硬
件
设
备
设

施
，
并
建
有
校
园
网
站
。

达
标
得
２０
分
；
不
达
标

的
，
每
一
项
减
少
５
分
，
本

项
分
值
减
完
为
止
。

建
筑
物
权
属
证
、
平
面
图
、

各
类
用
房
建
筑
面
积
统
计

表
。
校
园
配
套
建
设
和
设

施
设
备
配
备
情
况
、
汇
总

表
及
账
册
，
校
园
信
息
化

建
设
和
运
行
情
况
等
佐
证

材
料
。

·００６·



书书书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
级

指
标

三
级
指

标
分
值

内
涵
标
准
与
要
求

普
通
技
工
学
校

高
级
技
工
学
校

技
师
学
院

计
分
方
式

备
查
材
料

３
办
学

保
障

（
２６
０
分
）

３
－
３

实
训

条
件

３
－
３
－
１

实
训

场
地

３０

实
训
场
地
建
设
应
充

分
满
足
各
个
专
业
实

际
需
要
；
实
习
、
实
验

场
所
建
筑
面
积
不
少

于
０
５
万
平
方
米
。

实
训
场
地
建
设
应
充
分

满
足
各
个
专
业
实
际
需

要
；
实
习
、
实
验
场
所
建

筑
面
积
不
少
于
１
５
万

平
方
米
。

实
训
场
地
建
设
应
充
分

满
足
各
个
专
业
实
际
需

要
；
实
习
、
实
验
场
所
建

筑
面
积
不
少
于
２
５
万

平
方
米
。

达
标
得
３０
分
；
不
达
标
但

不
低
于
标
准
９０
％
的
减

１０
分
。
其
他
不
达
标
的

不
得
分
。

实
训
场
地
汇
总
统
计
表
及

证
明
材
料
。

３
－
３
－
２

实
训

设
备

３０

应
配
备
与
办
学
规
模

和
专
业
设
置
相
适
应

的
实
习
、
实
验
场
所
、

设
备
设
施
，
并
保
证
每

生
有
实
习
工
位
实
训

设
备
且
正
常
使
用
；
实

习
、
实
验
设
备
总
值
不

少
于
３０
０
万
元
。

应
配
备
与
办
学
规
模
、

办
学
层
次
、
专
业
设
置

相
适
应
的
实
习
、
实
验

设
备
设
施
。
其
中
，
主

要
设
备
应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并
保
证
每
生

有
实
习
工
位
实
训
设
备

且
正
常
使
用
；
实
习
、
实

验
设
备
总
值
不
少
于

１５
００
万
元
。

应
配
备
与
办
学
规
模
、

办
学
层
次
、
专
业
设
置

相
适
应
，
具
有
国
内
领

先
水
平
的
实
习
、
实
验

场
所
、
设
备
设
施
，
并
保

证
每
生
有
实
习
工
位
实

训
设
备
且
正
常
使
用
；

实
习
、
实
验
设
备
总
值

不
少
于
４０
００
万
元
。

达
标
、
满
足
需
要
且
正
常

使
用
得
３０
分
；
实
习
实
验

设
备
总
值
不
达
标
但
不
低

于
标
准
９０
％
的
减
１０

分
。
其
他
不
达
标
的
不
得

分
。

校
内
实
训
基
地
名
称
、
实

训
工
位
数
和
设
备
设
施
金

额
等
统
计
表
，
购
买
耗
材

使
用
情
况
记
录
等
。

３
－
４

教
师

队
伍

３
－
４
－
１

师
生
比

３０

应
拥
有
一
支
与
办
学

规
模
、
专
业
设
置
相
适

应
的
专
兼
职
教
师
队

伍
。
学
制
教
育
师
生

比
应
不
低
于
１∶
２０
。

应
拥
有
一
支
与
办
学
规

模
、
专
业
设
置
和
培
养

层
次
相
适
应
的
专
兼
职

教
师
队
伍
。
学
制
教
育

师
生
比
不
低
于
１
∶

２０
。

应
拥
有
一
支
与
办
学
规

模
、
专
业
设
置
和
培
养

层
次
相
适
应
的
专
兼
职

教
师
队
伍
。
学
制
教
育

师
生
比
不
低
于
１
∶

１８
。

达
标
得
３０
分
；
不
达
标
但

不
低
于
标
准
９０
％
的
减

１０
分
。
其
他
不
达
标
的

不
得
分
。

近
三
年
教
师
花
名
册
及
在

职
情
况
佐
证
材
料
。
在
校

生
分
班
统
计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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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
级

指
标

三
级
指

标
分
值

内
涵
标
准
与
要
求

普
通
技
工
学
校

高
级
技
工
学
校

技
师
学
院

计
分
方
式

备
查
材
料

３
办
学

保
障

（
２６
０
分
）

３
－
４

教
师

队
伍

３
－
４
－
２

教
师

结
构

４０

兼
职
教
师
人
数
不
得

超
过
教
师
总
数
的
１
／

３ 。
具
有
企
业
实
践
经

验
的
教
师
应
占
教
师

队
伍
总
数
的
２０
％
以

上
。
技
术
理
论
课
教

师
和
实
习
指
导
教
师

总
数
应
不
低
于
教
师

总
数
的
７０
％
。
教
师

应
符
合
国
家
规
定
学

历
要
求
，
专
任
教
师
应

具
备
相
应
的
教
师
资

格
。
技
术
理
论
课
教

师
至
少
具
备
相
关
专

业
初
级
技
能
职
业
资

格
，
其
中
，
具
备
中
级

技
能
以
上
职
业
资
格

的
应
不
低
于
３０
％
。

实
习
指
导
教
师
应
具

备
相
关
专
业
高
级
技

能
以
上
职
业
资
格
。

兼
职
教
师
人
数
不
得
超

过
教
师
总
数
的
１
／３
。

具
有
企
业
实
践
经
验
的

教
师
应
占
教
师
队
伍
总

数
的
２０
％
以
上
。
技

术
理
论
课
教
师
和
实
习

指
导
教
师
应
不
低
于
教

师
队
伍
总
数
的
７０
％
，

理
论
实
习
教
学
一
体
化

教
师
达
到
技
术
理
论
课

教
师
和
实
习
指
导
教
师

总
数
的
５０
％
以
上
。

教
师
应
符
合
国
家
规
定

学
历
要
求
，
专
任
教
师

应
具
备
相
应
的
教
师
资

格
。
技
术
理
论
课
教
师

至
少
具
备
相
关
专
业
初

级
技
能
职
业
资
格
，
其

中
，
具
备
中
级
技
能
以

上
职
业
资
格
的
达

４０
％
以
上
。
实
习
指
导

教
师
应
具
备
相
关
职
业

高
级
技
能
以
上
职
业
资

格
，
其
中
，
具
备
高
级
实

习
指
导
教
师
职
务
或
技

师
、
高
级
技
师
职
业
资

格
的
占
４５
％
以
上
。

兼
职
教
师
人
数
不
得
超

过
教
师
总
数
的
１
／３
。

具
有
企
业
实
践
经
验
的

教
师
应
占
教
师
队
伍
总

数
的
２５
％
以
上
。
技

术
理
论
课
教
师
和
实
习

指
导
教
师
应
不
低
于
教

师
队
伍
总
数
的
７０
％
。

理
论
实
习
教
学
一
体
化

教
师
达
到
技
术
理
论
课

教
师
和
实
习
指
导
教
师

总
数
的
６０
％
以
上
。

教
师
应
符
合
国
家
规
定

学
历
要
求
，
专
任
教
师

应
具
备
相
应
的
教
师
资

格
。
技
术
理
论
课
教
师

至
少
具
备
相
关
专
业
初

级
技
能
职
业
资
格
，
其

中
，
具
备
中
级
技
能
以

上
职
业
资
格
的
达

６０
％
以
上
。
实
习
指
导

教
师
应
具
备
相
关
专
业

高
级
技
能
以
上
职
业
资

格
，
其
中
，
具
备
高
级
实

习
指
导
教
师
职
务
或
技

师
、
高
级
技
师
职
业
资

格
的
占
５０
％
以
上
。

达
标
得
４０
分
；
每
１
点
不

达
标
减
５
分
，
本
项
分
值

减
完
为
止
。

对
应
评
估
内
涵
标
准
的
教

师
分
类
型
统
计
表
格
和
专

任
教
师
花
名
册
等
；
任
课

教
师
毕
业
证
书
、
学
位
证

书
、
职
业
资
格
（
技
能
等

级
）
证
书
、
职
称
证
书
（
或

上
级
批
准
职
称
的
文

件
）
、
聘
书
和
教
师
业
务

档
案
等
相
关
佐
证
资
料
。

·２０６·



书书书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
级

指
标

三
级
指

标
分
值

内
涵
标
准
与
要
求

普
通
技
工
学
校

高
级
技
工
学
校

技
师
学
院

计
分
方
式

备
查
材
料

３
办
学

保
障

（
２６
０
分
）

３
－
４

教
师

队
伍

３
－
４
－
３

教
师
职

业
能
力

２０
积
极
参
加
省
级
及
以
上
人
社
部
门
组
织
的
教
师
职
业
能
力
、
教
学
设
计
、
技

能
比
赛
等
教
师
类
竞
赛
活
动
，
参
赛
成
绩
突
出
；
指
导
学
生
参
加
职
业
技
能

大
赛
成
绩
突
出
。

全
国
大
赛
一
等
奖
每
人
次

得
１０
分
，
二
等
奖
每
人
次

得
６
分
，
三
等
奖
每
人
次

得
３
分
；
全
省
大
赛
一
等

奖
每
人
次
３
分
，
二
等
奖

每
人
次
２
分
。
普
通
技
工

学
校
获
以
上
奖
项
的
每
人

次
再
加
１
分
，
获
市
级
竞

赛
一
、
二
等
奖
的
每
人
次

２
分
。
同
一
竞
赛
同
一
届

同
一
人
多
级
获
奖
的
，
以

最
高
分
计
算
，
不
重
复
累

计
。
指
导
老
师
比
照
上
述

计
分
方
法
折
半
计
分
。
本

项
分
值
加
满
为
止
。

近
三
年
教
师
参
加
省
级
及

以
上
人
社
部
门
组
织
的
教

师
职
业
能
力
、
教
学
设
计
、

技
能
比
赛
等
教
师
类
竞
赛

活
动
通
报
获
奖
文
件
、
指

导
老
师
通
报
获
奖
文
件
，

名
单
汇
总
表
。

３
－
５

智
慧

校
园

３
－
５
－
１

计
算
机

与
多
媒

体
设
备

等
覆
盖

情
况

３０

计
算
机
数
量
满
足
教
育
、
教
学
和
管
理
需
求
（
教
学
用
计
算
机
配
备
不
低
于

每
４
名
学
生
１
台
）
且
配
置
较
高
、
设
备
设
施
较
先
进
；
主
要
教
学
场
所
均
配

备
了
必
要
的
多
媒
体
教
学
设
备
，
设
备
设
施
较
先
进
。
主
要
教
学
场
所
是
指

多
媒
体
教
室
、
专
业
教
室
、
实
训
室
（
场
）
、
录
播
室
、
学
术
报
告
厅
等
。
具
备

满
足
多
媒
体
、
网
络
教
育
教
学
和
信
息
化
管
理
要
求
的
软
硬
件
设
备
设
施
，

其
中
技
师
学
院
、
高
级
技
工
学
校
要
建
有
校
园
网
站
。
积
极
推
进
智
慧
校
园

建
设
，
教
育
教
学
资
源
充
分
整
合
利
用
，
系
统
平
台
交
互
性
好
、
效
率
高
。

设
备
充
足
、
先
进
得
３０

分
；
设
备
较
充
足
、
较
先
进

得
１８
分
－
２３
分
；
不
充

足
不
先
进
的
不
得
分
。

有
关
账
册
，
计
算
机
及
多

媒
体
教
学
设
备
名
称
、
型

号
、
配
置
、
分
布
情
况
统
计

表
，
近
一
年
使
用
记
录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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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
级

指
标

三
级
指

标
分
值

内
涵
标
准
与
要
求

普
通
技
工
学
校

高
级
技
工
学
校

技
师
学
院

计
分
方
式

备
查
材
料

４
办
学

效
益

（
２６
０
分
）

４
－
１

办
学

规
模

４
－
１
－
１

学
制
教

育
规
模

５０
学
制
教
育
在
校
生
规

模
不
低
于
８０
０
人
。

学
制
教
育
在
校
生
规
模

不
低
于
２０
００
人
。

学
制
教
育
在
校
生
规
模

不
低
于
３０
００
人
。

达
标
得
基
础
分
４０
分
。

超
过
标
准
的
，
每
增
加

１０
％
加
２
分
；
未
达
到
标

准
的
，
每
少
１０
％
减
２

分
。
实
施
技
能
扶
贫
千
校

行
动
计
划
的
加
５
分
，
近

一
年
招
收
贫
困
家
庭
学
生

１０
人
及
以
上
的
加
１０

分
。
以
上
可
累
计
加
分
，

本
项
分
值
加
满
为
止
。
低

于
标
准
５０
％
的
不
得
分
。

反
映
近
三
年
学
生
在
校
生

规
模
及
技
能
扶
贫
情
况
的

学
籍
管
理
系
统
查
询
截

图
。

４
－
１
－
２

学
制
教

育
结
构

比
例

３０
无
相
关
要
求
。

设
立
高
级
技
工
学
校
３

年
内
高
级
技
工
学
制
教

育
在
校
生
规
模
应
不
低

于
５０
％
。

设
立
技
师
学
院
３
年
内

高
级
技
工
、
预
备
技
师

（
技
师
）
在
校
生
规
模

不
低
于
６０
％
。

比
例
达
标
得
３０
分
。
比
例

不
达
标
的
，每
少
５
个
百
分

点
，
减
５
分
，
低
于
标
准

５０
％
的
不
得
分
。
本
项
分

值
减
完
为
止
，普
通
技
工
学

校
此
项
指
标
不
减
分
。

反
映
近
三
年
学
生
教
育
结

构
比
例
的
学
籍
管
理
系
统

查
询
截
图
。

４
－
１
－
３

职
业
培

训
规
模

４０
年
职
业
培
训
规
模

８０
０
人
次
以
上
。

年
职
业
培
训
规
模

２０
００
人
次
以
上
，
高
级

技
工
以
上
年
培
训
规
模

应
不
低
于
８０
０
人
次
。

年
职
业
培
训
规
模

２０
００
人
次
以
上
，
高
级

技
工
、
技
师
、
高
级
技
师

年
培
训
规
模
不
低
于

１０
００
人
次
。

达
标
得
基
础
分
３０
分
。
超

过
标
准
的
，每
增
加
１０
％
加

１
分
；
未
达
标
准
的
，
每
少

１０
％
减
２
分
，
无
培
训
人
次

不
得
分
。
参
与
技
能
脱
贫

培
训
达
５０
人
及
以
上
加
５

分
。
以
上
可
累
计
加
分
，
本

项
分
值
加
满
为
止
。

近
三
年
分
年
度
职
业
培
训

班
次
、
人
次
及
收
入
证
明
、

落
实
技
能
脱
贫
培
训
任
务

等
材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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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
级

指
标

三
级
指

标
分
值

内
涵
标
准
与
要
求

普
通
技
工
学
校

高
级
技
工
学
校

技
师
学
院

计
分
方
式

备
查
材
料

４
办
学

效
益

（
２６
０
分
）

４
－
２

毕
业

就
业

４
－
２
－
１

毕
业
生

就
业
率
、

取
证
率

４０
近
三
年
，
毕
业
生
每
年
就
业
率
达
９５
％
以
上
，
其
中
对
口
就
业
率
达
到

７５
％
以
上
；
近
三
年
每
年
“
双
证
”
取
证
率
达
９８
％
以
上
。

毕
业
生
就
业
率
９８
％
及
以
上
、

对
口
就
业
率
８５
％
及
以
上
，

“
双
证
”
取
证
率
达
９８
％
及
以

上
，
有
一
定
数
量
学
生
自
主
创

业
，
得
４０
分
。
低
于
以
上
比

例
，
每
项
每
低
５
个
百
分
点
，
减

５
分
，
本
项
分
值
减
完
为
止
。

近
三
年
毕
业
生
就
业
档

案
、
相
关
合
同
、
毕
业
生
就

业
情
况
统
计
表
及
有
关
证

明
材
料
、
毕
业
生
就
业
薪

酬
待
遇
有
关
佐
证
材
料
；

毕
业
生
“
双
证
”
取
证
率

统
计
表
及
佐
证
材
料
。

４
－
２
－
２

毕
业
生

就
业
质

量
评
估

３０
毕
业
生
及
家
长
对
就
业
及
薪
资
待
遇
满
意
度
高
；
实
习
用
人
单
位
对
毕

业
生
综
合
素
质
、
稳
定
率
及
院
校
办
学
满
意
度
高
。

调
查
综
合
满
意
率
９８
％
以
上

的
得
３０
分
；
低
于
９８
％
的
，
每

少
５
个
百
分
点
减
５
分
，
本
项

分
值
减
完
为
止
。

学
校
提
供
相
关
结
果
和
报

告
。

４
－
３

学
校

荣
誉

４
－
３
－
１

党
和
政

府
授
予

的
奖
项

和
荣
誉

称
号

５０
学
校
获
得
相
关
荣
誉
。

党
和
政
府
授
予
的
奖
项
和
荣
誉

称
号
，
国
家
级
（
指
党
中
央
、
国

务
院
）
表
彰
计
５０
分
，
省
部
级

（
中
央
国
家
机
关
、
省
委
省
政

府
）
表
彰
计
３０
分
，
省
级
（
省

直
机
关
）
计
２０
分
，
市
级
（
市

委
市
政
府
及
市
直
机
关
）
计
５

分
。
以
上
可
累
计
加
分
，
本
项

分
值
加
满
为
止
。

获
奖
文
件
及
证
书
。

４
－
４

社
会

影
响

４
－
４
－
１

办
学
资

质

２０
国
家
、
省
、
市
人
社
部
门
授
予
的
相
关
办
学
资
质
（
如
中
国
集
训
基
地
，

湖
南
省
高
技
能
人
才
培
训
基
地
等
）
。

国
家
级
加
每
项
计
１０
分
，
省
级

每
项
计
５
分
，
市
级
每
项
计
２

分
。
以
上
可
累
计
加
分
，
本
项

分
值
加
满
为
止
。

资
质
认
定
文
件
或
证
书
。

·５０６·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印发《湖南省技工院校专业

设置管理办法》的通知
湘人社规 〔２０２０〕２０号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技工院校：

现将 《湖南省技工院校专业设置管理办法》印发你们，请

遵照执行。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７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职业能力建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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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技工院校专业设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全省技工院校专业建设，规范专业设
置管理，促进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的提高，根据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关于专业设置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湖南实际，特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技工院校专业设置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面向市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要紧紧围绕

我省和当地重点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适

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需要，适应各地、各

行业对生产、服务一线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需要，

适应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需要。

第三条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全省技工院校专业设
置统筹管理，省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业领域技工院校相关

专业设置的指导，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辖区内技

工院校专业设置规划和管理。

第四条　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根据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统筹推进区域内技工院校专业建设，科学制定专业

建设规划，坚持错位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和专业布局，避免区域

内专业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

第五条　技工院校应根据各地技工教育专业建设总体规划、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自身办学定位及办学条件，科学合理设

置专业。鼓励技工院校设置符合区域重点产业、支柱产业、新兴

产业、特色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发展需求以及就业前景良好的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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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技工院校专业设置应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布
的 《全国技工院校专业目录》 （以下简称 《目录》）和当年增补

专业目录为依据，专业名称原则上应与 《目录》一致，专业设

置与调整应按规定申报，经批准才可向社会公布。

第二章　专业设置条件与要求

第七条　技工院校设置专业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符合区域产业发展规划和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适

应经济社会发展对技能人才的需求。

（二）符合学校专业发展特色和长远发展规划，专业定位

准，就业前景好，有详尽的人才需求调查报告。

（三）有符合专业培养目标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包括规范

的专业或专业 （技能）方向名称及修业年限、明确的专业培养

目标、完备的课程体系和实施性教学计划、课程教学大纲等教学

文件及配套教材。

（四）有完善的教学管理条件和专业开设必需的经费、校

舍、设施设备、实验实训场所、图书资料和数字化教学资源等基

本办学条件，工科类专业生均实训设备价值不低于５０００元；其
它专业生均实训设备价值不低于３０００元。有稳定的校企合作实
训基地，能够完成专业教学计划所规定的实习实训项目。

（五）有具备与开设专业规模相适应的专兼结合、相对稳

定、结构合理、能充分满足教学需要的教师队伍，其中专任教师

师生比技师学院不低于１∶１８，高级技工学校、技工学校不低于
１∶２０。

（六）要严格执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专业学制的规

定。未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一律不得开办医药卫生和公安司法等国控专业。

（七）技工院校每年新增专业原则上不超过３个。普通技工
学校申办高级技工专业，应具有本专业完整的一届中级技工学制

教育经历；高级技工学校申办预备技师专业，应具有本专业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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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届高级技工学制教育经历。

第八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所设专业应予撤销：
（一）连续３年未招生的；
（二）达不到基本教学条件要求，教学质量低下、就业率过

低的；

（三）按照有关规定应予撤销的其它情形。

第三章　专业设置实施程序与管理

第九条　技工院校专业设置实施程序
（一）由学校向所在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申请，

提交申请报告、专业设置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报告、人才培养方

案和 《湖南省技工院校专业设置审查备案表》（见附件）。

（二）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根据技工院校专业设置的

基本条件，组织相关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认真审核和实地考察，

对专业开办的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评估，签署评审意见。

（三）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评审合格后报送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备案。

第十条　技工院校设置专业申报时间原则上一年一次，即每
年１０月。各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各技工院校要根据学
校招生计划提前做好新设专业审核和备案工作。市州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应于每年１２月３１日前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备
案，未经审核备案的专业不得列入学校招生简章。

第四章　专业设置指导与检查

第十一条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根据我省经济社会发展
和技能人才需求状况，出台扶持政策，推进精品专业和特色专业

建设。

第十二条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建立由院校、行业和企
业职业教育专家或人力资源管理专家组成的技工院校专业建设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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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委员会，为技工院校专业设置、调整及建设提供咨询指导和评

估服务。

第十三条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对全省技工院校专
业设置工作指导、检查和监督，每年通过湖南省中等职业教育阳

光招生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布当年具有招生资质的技工院校专业名

称、招生计划、收费标准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等。

第十四条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将根据需要和工作安
排，会同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职业教育管理专家或委

托专门机构，在开展技工院校办学水平评估工作时，同步对技工

院校专业设置情况进行检查评估。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 ９日起实施，有效期 ５
年。原有关文件内容与本办法相冲突的，以本办法为准。本办法

由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解释。

附件：《湖南省技工院校专业设置审查备案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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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司法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人事
争议调解仲裁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５２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司法厅 （局）、财政厅 （局）：

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法律援助工作 （以下简称调解仲

裁法律援助工作），保障符合条件的劳动者特别是贫困农民工及

时获得法律援助服务，对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确保法律正确

实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一些地方主动

采取措施加强调解仲裁法律援助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但与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相比，调解仲裁法律援助工作还

存在协作机制有待健全、保障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为认真落实

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与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处理各类涉疫情劳动人事争议，进一步满

足人民群众特别是贫困劳动者对调解仲裁法律援助工作的需要，

根据中央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有关精神和 《法律援助条例》

相关规定，现就进一步加强调解仲裁法律援助工作提出如下

意见。

一、建立健全调解仲裁法律援助协作机制。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以下简称仲裁院）和司法

行政机关、法律援助机构要建立完善调解仲裁法律援助协作工作

机制，切实加强调解仲裁法律援助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

部门和仲裁院要充分发挥处理劳动人事争议的专业优势，司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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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要加强法律援助业务指导，提升规范化服

务水平。仲裁院可以引导当事人通过拨打 “１２３４８”公共法律服
务热线或登录法律服务网等方式进行法律咨询，帮助符合法律援

助条件的农民工和困难职工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机构要在仲

裁院公示法律援助机构办公地址、法律援助申请材料和工作流程

等信息。有条件的地方，司法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在当地

仲裁院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或在当地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设立调

解仲裁法律援助窗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为设立在当地仲

裁院的法律援助工作站提供工作场所，配备办公设备、服务设施

等。财政部门要完善调解仲裁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省级财政

要提供经费支持，市、县级财政要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同级财政

预算，根据地方财力和办案量合理安排经费，适当提高法律援助

补贴标准并及时支付。

二、扩大调解仲裁法律援助范围。在法律援助对象上，司法

行政机关要综合考虑当地法律援助资源供给状况、困难群众法律

援助需求等因素，推动法律援助逐步覆盖低收入劳动者，重点做

好农民工、工伤职工和孕期、产期、哺乳期 （以下简称 “三

期”）女职工的调解仲裁法律援助工作。在法律援助事项上，司

法行政机关要在 《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请求支付劳动报酬、

给予社会保险待遇等事项基础上，推动有条件的地方将经济补

偿、赔偿金等涉及劳动保障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补充事项范围。在

仲裁院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工作站可以配合仲裁院开展法律

知识宣讲、以案释法等活动，引导劳动者依法维权。

三、规范调解仲裁法律援助程序。加强调解仲裁法律援助工

作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调解仲裁法律援助工作机制。在

仲裁院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对来访咨询，工作站接待人员应

当登记受援人基本信息和联系方式，全面了解案件事实和受援人

法律诉求，对咨询事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告知其申请法

律援助的条件和程序，指导其申请法律援助；对咨询事项不属于

法律援助的，应当为受援人提出法律建议；对咨询事项不属于法

律问题或者与法律援助无关的，告知受援人应咨询的部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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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

四、健全便民服务机制。简化审查程序，对建档立卡贫困劳

动者和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工伤赔偿的农民工，免予经济困难审

查。开辟法律援助 “绿色通道”，对农民工、工伤职工、“三期”

女职工等重点服务对象申请法律援助的，加快办理进度，有条件

的当日受理、当日转交。对情况紧急的集体劳动争议案件，可以

先行提供法律援助，事后补交申请材料、补办相关手续。

五、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将开展调解仲裁法律援助工作作

为完善劳动人事争议多元处理机制的重要工作来抓，将其纳入当

地为民办实事清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与司法行政部门要加

强沟通协调和工作对接，形成工作合力。要建立健全联席会议、

工作信息通报机制，定期交流工作情况，总结推广经验做法，共

同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要加强监督管理，对调解仲裁法

律援助工作站履行职责、服务质量、工作绩效、规范化建设等加

强指导监管。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通过多种方式依法有序参与调

解仲裁法律援助工作。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司 法 部

财 政 部

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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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领域随机
抽查事项清单（第二版）》的通知

人社部函 〔２０１９〕１７３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

２０１６年８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 《关于在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领域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人社部

规
$

２０１６
%

２号）中公布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领域随机抽查
事项清单。根据近期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立改废和机构职能调整情

况，我部重新修订编制了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领域随机抽查事

项清单 （第二版）》。现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本清单并结合地方

立法情况，对本地区随机抽查事项清单进行修订完善，主动对外

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实施过程中如遇重要情况，请及时报告。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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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落实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暂缓缴存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政策等

有关事项的通知
人社厅发 〔２０２０〕４０号

各省、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直辖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住房和城乡建设 （管）委，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加

快落实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减负措施，推动建筑企业复产复工，

现就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暂缓缴存农民工工资

保证金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按照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

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国办发 〔２０２０〕６号）要求，尽快制定
本地区具体落实办法，确保自实施意见发布之日起至２０２０年６
月底前，暂缓缴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政策不折不扣落实落地，政

策实施期内新缴存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要尽快返还。

二、严格落实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差异化存储办法，对一定时

期内未发生拖欠工资的施工企业，依法依规实行减免措施，切实

减轻工资支付记录良好企业的资金压力。

三、加快推行金融机构保函，鼓励使用银行类金融机构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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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银行保函替代现金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有条件的地区可以积极

引入工程担保公司保函或工程保证保险。

四、加快推行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制度，确保开复工的房屋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全覆盖。对严

格落实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制度、规范管理农民工工资专户的建

筑企业可按本地区规定享受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差异化缴存政策。

各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

加强政策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强化部门协同配合，按照职责分

工共同做好现阶段暂缓缴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等相关工作。

请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前，将本地区暂缓缴存农民工工资保
证金政策落实情况及缓缴金额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劳动保障监

察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管司。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４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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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关于订立电子劳动合同

有关问题的函
人社厅函 〔２０２０〕３３号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你局 《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开展劳动合同管理电子化工作的

请示》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采用电子形式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采用电子形式订立劳动合同，应当使用符合电子签名法

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可视为书面形式的数据电文和可靠的电子签

名。用人单位应保证电子劳动合同的生成、传递、储存等满足电

子签名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确保其完整、准确、不被篡

改。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和上述要求的电子劳动合同一经订立即

具有法律效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电子劳动合同的约

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３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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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
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

人社厅明电 〔２０２０〕５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

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妥善处理好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保障企业正常

生产经营秩序，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现就有关问题通知

如下：

一、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

者在其隔离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

采取其他紧急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职工，企业应当

支付职工在此期间的工作报酬，并不得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

条、四十一条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在此期间，劳动合同到期

的，分别顺延至职工医疗期期满、医学观察期期满、隔离期期满

或者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结束。

二、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可以通过与职

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

岗位，尽量不裁员或者少裁员。符合条件的企业，可按规定享受

稳岗补贴。企业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企业应按劳

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职工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若

职工提供了正常劳动，企业支付给职工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

工资标准。职工没有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应当发放生活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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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费标准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办法执行。

三、因受疫情影响造成当事人不能在法定仲裁时效期间申请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

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因受疫情影响导致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机构难以按法定时限审理案件的，可相应顺延审理期限。

四、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对受疫情影响企业的

劳动用工指导和服务，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切实保障职

工合法权益。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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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保监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查询
相关单位银行账户有关问题的通知

银保监发 〔２０２０〕２３号

各银保监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 （局），各政策性银行、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

外资银行：

为依法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农民工工资

报酬权益，根据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国务院令第７２４
号）相关规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查处拖欠农民工工

资案件时，有权依法向有关银行业金融机构查询相关单位银行账

户，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查询相关单位银行账

户，并取得证明材料，有关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予以协助。

被查询的银行账户包括相关单位在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

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等银行业金融机构开立的各类账

户。查询内容包括相关单位开户销户信息、账户余额、资金往来

及日期、委托银行发放工资明细等。

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开展查询工作，应当严格履

行审批程序，经设区的市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

人批准，依法开展查询工作。

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需要查询异地相关单位银行

账户时，可赴异地依法直接查询，也可委托相关地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查询。受委托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执行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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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任务时，应向有关银行业金融机构出具委托函。

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执行查询任务时，可向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分行、支行、营业部等提出查询要求，开展

查询工作不得少于两名劳动保障监察员，并应当出示劳动保障监

察证件和 《查询单位银行账户通知书》（见附件１），银行业金融
机构应当积极配合。

五、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协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做

好查询工作。可及时反馈的，应于收到 《查询单位银行账户通知

书》当日完成查询并反馈；需要进一步查阅相关档案资料的，原

则上应于五个工作日内完成查询并反馈。对于因技术条件、不可

抗力等客观原因，银行业金融机构无法在规定时限内反馈的，应

当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说明原因，并采取措施尽快完成

查询反馈。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填写 《查询单位银行账户回执》

（见附件２），如实提供查询结果和相关资料并加盖印章，不得拖
延、推诿或者隐匿。

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不能提供被查询单位准确账

户名称或账号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提供的信息协助查询，确实无法查询到单位银行账户信息

的，应及时回复并说明情况。

七、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有关工作人员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行政部门查询内容和相关情况应当保密，不得告知被查询单位。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其执行查询任务人员对银行业金融

机构提供的信息资料负有保密义务。

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相关工作人员违反本通知

相关规定进行查询的，由相关部门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银行

业金融机构未依法协助开展查询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

门将有关情况移送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按

照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依法处理，并

将处理情况反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九、各银保监局、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要认真执

行本通知有关规定，加强沟通配合，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完善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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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工作机制，确保查询工作依法顺利开展。对查询工作中遇到的

问题，请及时向银保监会法规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劳动保障

监察局报告。

附件：

１查询单位银行账户通知书
２查询单位银行账户回执

中 国 银 保 监 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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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查询单位银行账户通知书

　　人社监查 〔　　〕　号

：

根据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务院令第７２４号）第
四十条规定，我单位在查处

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中，经批准，需向你行查询下列单位银行账

户信息，请予协助，并及时反馈查询结果。

被查询单位信息：

１单位名称：
２银行账号：
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４查询内容：
劳动保障监察员：１ ２ 联系方式：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第一联由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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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单位银行账户通知书

　　人社监查 〔　　〕　号

：

根据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务院令第７２４号）第
四十条规定，我单位在查处

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中，经批准，需向你行查询下列单位银行账

户信息，请予协助，并及时反馈查询结果。

被查询单位信息：

１单位名称：
２银行账号：
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４查询内容：
劳动保障监察员：１ ２ 联系方式：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第二联由银行业金融机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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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查询单位银行账户回执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

你单位发来的 《查询单位银行账户通知书》（　　人社监查
〔　　〕　号）收悉。按照要求，我单位依法查询　　　　　　
　　　　账户情况，现将查询结果提供如下：

相关资料 （共　　份　　页）附后。上述信息以及相关资
料真实、合法、有效。

银行业金融机构联系人：　　　　　　　　　联系方式：

（银行业金融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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