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老金调整
2 万多老年人受惠

在养老金调整问题上，通辽市社会
保险局毫不含糊，第一时间召开待遇调
整工作会议，吃透政策，落实责任到人，
分工合作，主动与财政、银行等部门沟通
配合，认真确认调待数据，积极筹措调待
资金，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截
至2016年，共为2.18万名通辽市本级企
业退休人员人均月调增养老金 167 元，
全年兑现调待养老金及发放461名享受
遗属待遇人员的补助费共计 5.97亿元，
发放率 100%。有力保障了通辽市本级
企业退休人员晚年生活。

据了解，通辽市本级企业在职职工参
保 3.94 万人，完成年度任务的 100.4%；
当年基本养老保险费源核定 4.09亿元，
完成年度任务 3.76 亿元的 108.9%。扩
面征缴工作的圆满完成，为支撑养老金按
时足额发放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统计，2016 年，通辽市社会保险
局共完成市本级企业参保人员的个人
账户审核 1.13万人;办理退休待遇审核
1262 人;通过转移程序转入市本级统
筹范围 1968 人，其中：外省转入 105
人，自治区内盟市间转入 60 人，市内各
旗县间转入 1803 人；转出 2216 人，其
中：转出区外 77 人，自治区内盟市间转
出285人，市内各旗县间转出1850人。

人性化管理
让参保人员更温暖

目前，通辽市本级企业退休人员
达 2.1 万人，社会化管理服务率达到
100%，其中纳入社区管理 2.07 万人,
社区管理服务率达到 98%。一是待遇
领取资格认证和基础信息数据采集工
作推进明显。到目前为止，通辽市本
级已完成“建模”人数及资格认证 1.5
万人。利用《异地居住人员领取社会
保险待遇资格协助认证系统》开展网
上认证。居住地尚未参加网上认证
的，将认证表邮寄给离退休人员，到居
住地社保经办机构认证后，表寄回参
保地社保经办机构。目前认证市本级
异 地 居 住 企 业 离 退 休 人 员 近 1200
人。二是通过开展企业退休人员社会
化管理服务工作，能够更加周到细致
的为参保人员服务，化解社会矛盾，传
达党和政府对退休人员的关怀，传送
社会温暖。

从细节入手
一切为百姓着想

为确保通辽市本级机关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顺利实施，按

照国家、自治区相关要求，通辽市社会
保险局率先组织开展了机关事业单位
基本情况调查摸底工作，并按单位性
质、编制类型、拨款形式及人员身份等
进行分类统计。通辽市本级机关事业
单位应参保 337 户，已完成参保登记
330 户，完成应参保登记户数的 98%；
已采集参保单位 298 户；应参保人员
2.72 万人，采集参保人员 2.45 万人，完
成应采集人员信息的 90%。另外，全
市机关事业单位参保登记和信息采集
工作，在市社保局的认真指导、积极组
织下，始终位居全区各盟市工作进度
前列，多次受到自治区好评。

一是做到 5 个到位，即编制到位、
人员到位、办公场所到位，办公设备到
位、经费到位。

二是专门成立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制度改革工作小组，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组织召开了全市机关事业单位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工作会议，采取以会
代训的方式，举办各旗县市（区）养老保
险经办人员培训班，培训《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数据信息采集软件》系统，
并部署相关信息采集工作的完成时间
及数据质量的要求，全市共培训业务经
办骨干人员 32 名，分上下午两个班次，
组织市直（含中区直）参保单位业务骨
干 300 余人的培训班，集中开展申报登
记相关的流程及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数据信息采集软件的培训，采取流程
讲解、案例解释等灵活有效的方式，使
具体采集数据的工作人员全面掌握了
信息采集要求和方法，对数据采集做到
5 个统一，即统一培训、统一收集、统一
送审、统一调度、统一答复。

三是各参保单位经办人员于 2016
年 5 月 10 日之前准确无误的填写了信
息采集系统。现在各旗县市（区）和市
直（含中区直）各参保单位已填报完毕
信息采集系统。

四 是 及 时 调 待 ，确 保 待 遇 增 长 。
2016 年 9 月，按照自治区人社厅、财政
厅《关于 2016 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的通知》及《关于印发<2016 年调
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实施工作方案
>的通知》要求，通辽市社保局精心组
织，周密安排，并指导旗县市区社保经
办机构及时开展了机关事业单位退休
人员调整养老金审核确认工作。在信
息系统尚未启用的情况下，通辽市社
保局自行设计编制调整养老金程序，
并通过审核退休审批表、2015 年 12 月
份工资表等方式确认机关事业单位退
休人员基本信息及养老金基数，克服
时间紧、任务重、人员短缺等困难，加
班加点率先完成了市直 9000 名机关
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待遇调整任务，人
均月增 241.33 元。

规范管理
不流失一厘一毫

通 辽 市 社 会 保 险 局 根 据 工 作 需
要，对稽核审计工作进行了的规范和
加强，定期对本级和各地经办机构内
控制度建设、内控制度执行、内控工作
管理及内外工作程序衔接等情况进行
检查，对可能存在基金安全风险的关
键科室、关键岗位进行稽核，有效规避
错、漏、重现象的发生，及时发现和纠
正存在的问题，督促改正。实行了基
金审核人员与业务经办人员岗位分
离，严格执行“一事两岗两审制”，避免
由一人承担全部业务流程，减少了人
为的随意性。

一是审核新增退休人员待遇。实
行了由业务科室计算养老待遇，稽核
审计科进行全面审核的工作程序。所
有业务经办都必须由责任科室和责任
人盖章签字，明确责任，把养老金的事

后审计改在了事前监控，稽核率达到
百分之百。全年共审核新退休人员
1262 人 。 二 是 审 核 一 次 性 待 遇 支
付。由业务部门填报《一次性待遇支
付审核表》，并计算其待遇后，再进行
稽核审计复审，然后方可到财务进行
结算。全年共为 35 人支付一次性待
遇 137 万 元（含 丧 葬 费 和 个 人 账
户）。 三 是 审 核 遗 属 生 活 困 难 补 助
费。参保离退休人员死亡后，业务部
门对符合供养条件的，提供领取遗属
生活困难补助费的有关证明、资料，
由 稽 核 审 计 科 复 审 后 再 确 认 生 效 。
共 新 增 遗 属 13 人 ，月 新 增 遗 属 生 活
费 6728 元 。 四 是 审 核 全 市 待 遇 发
放，对包括市本级在内的共 9 个旗县
市区，每月以上月正常发放数据为基
数，结合当月增减变化，人员分离休、
退休、退职、遗属 4 类，计算出当月和
补发养老金、遗属费，最后与系统数
据核对一致后才能做发放处理，这样
既保证了发放的准确性，对不应该发
放的项目在发放前做了审核处理，减
少了养老基金的流失。

明确任务目标
扎实推进全民参保

为促进全民参保，通辽市社会保
险局做了不懈努力。一是组建了由
主要领导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制定了
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明确了全民参
保登记工作目标任务和实施步骤，理
顺了市、旗两级人社、公安、民政、财
政和卫生计生部门的职责分工，确保
全民参保登记工作顺利推进。二是
按照自治区人社厅《关于进一步推进
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工作的通知》（内
人社办发[2016]347 号）文件要求，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 召 开 全 市 全 民 参
保计划工作推进会，将自治区发布的
筛查后数据 71 万人下发到各旗县市
区，把科尔沁区、开鲁县、奈曼旗、后
旗、开 发 区 5 个 地 区 做 为 试 点 地 区 ，
并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前完成数据对
比。其它地区于 2017 年第二季度完
成数据比对。

另外，为全面实行政务公开工作，
通辽市社会保险局编制了参加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发放养老保险待遇服
务指南、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服务指南、参加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人员退休（领取待
遇）审核办理服务指南等业务经办指
南，明确了业务经办依据、办理条件、
办理流程、办理时限、咨询电话、监督
投诉等内容。极大地提升了社保经办
管理与服务质量，业务经办更加规范，
流程更加优化，岗位职责更为明确。
业务经办流程的公开化为参保人员指
明了办事路径，提高了办事效率。

如何养老？怎样养老？长期以来，“单打独斗”式的养老机构，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的养老需求；良莠不齐的服务水准，又与养老需
求的日益多元不相适应。如何破解养老事业发展的困局，成为各方都在探求的课题。通辽市社会保险局通过人性化规范管理，从细节入手，在
推进社保民生工作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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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养老这件民生大事办好养老这件民生大事

本报呼和浩特 3 月 8 日讯 2017
年，呼和浩特市各项城乡社会救助保
障标准进一步提高。

具体为：城市低保保障标准由去
年 的 市 4 区 565 元/月·人、旗 县 515
元/月·人，统一提高到 620 元/月·人；
农 村 低 保 保 障 标 准 由 去 年 的 3744
元/年·人，提高到 5200 元/年·人。农
村“ 五 保 ”集 中 供 养 标 准 由 去 年 的
8200 元/年·人，提高到 9672 元/年·
人，分散供养标准由 4800 元/年·人，

提高到 6760 元/年·人。
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今年首

次 明 确 ，完 全 丧 失 生 活 自 理 能 力 的
特 困 供 养 人 员 照 料 护 理 标 准 1066
元/月·人，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
特困供养人员照料护理标准 492 元/
月·人。

本次城乡社会救助保障的提高，
更大限度地将困难群体纳入了保障
范围。

（李重阳）

◎于森 孙志伟

养老保险
如何缴费才划算？

近期，多地启动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
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对未参
保人员进行入户登记。这一
事关群众切身福祉的行动，
立即引发全社会广泛关注。
下面，就一些读者关心的问
题做一解答。

问：养老保险缴费手续
如何办理？

答：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费实行按年度（自然年度）缴
纳，参保城乡居民应根据自
己选定的缴费档次，按照当
地规定的缴费期和缴费方式
按时足额缴费。

目前，各地缴费方式主要
有通过金融机构预存代扣保
费、参保人员到金融机构直接
选档缴费、经办机构会同金融
机构间接收取保费、村协办员
代收保费等，具体方式由各地
确定，供参保人员选择。对于
经办机构会同金融机构间接
收费、村协办员代收的，应由
社保机构为参保人员开具财
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社会保险
费专用收据。

问：养老保险如何跨制
度、跨地区转移接续？

答：根据规定，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之间的关系衔
接，参保人员达到职工养老
保险法定退休年龄后，如果
职 工 养 老 保 险 缴 费 年 限 满
15 年，可以申请从城居保转
入职工养老保险；如果职工
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不足 15
年，可以申请从职工养老保
险转入城居保，待达到城居
保规定的领取条件时，按照
城居保办法计发相应待遇。

问：参保时多缴长缴是
否划算？

答：有些人觉得，养老这
件事，对自己来说很遥远，不
用那么早参保缴费。有些已
经参保的中年人觉得，已经
缴满 15 年了，再缴下去并不
划算。人们持这些想法的心
情可以理解，但其实这种做
法并不划算。

我国正在健全多缴多得
激励机制，退休人员退休时领
的养老金，与其工作时的缴费
年限长短、缴费水平高低直接
相关。缴得多、缴得长，领取
的养老金水平自然高。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
人员达到退休年龄后领取的
养老保险待遇，包括基础养老
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基础
养老金方面，政府对符合领取
待遇条件的参保人员，全额支
付基础养老金，对长期缴费的，
适当加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
户养老金方面，个人缴费和政
府对参保人员的缴费补贴全部
计入个人账户。参保人员自主
选择档次缴费，个人缴费越多，
享受的政府补贴越多。个人账
户养老金的月计发标准，目前
为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
139。因此，个人账户积累额
越多，达到退休年龄后领取的
养老金也就越多。

（韩秉志）

社保问答社保问答

本报锡林郭勒 3 月 8 日电 近日，
苏尼特右旗社保局对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的企业退休
人员养老金进行了调整。调整后，全旗
企业退休人员人均月养老金达到 2141
元，较调整前人均月增加 144 元，惠及
全旗企业退休、退职共计 7201 人。这
也是该旗对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进行
的第 12 次连续调涨。

此次调整标准共分为三大部分，一
是定额调整，即每人每月增加 55 元；二

是挂钩调整，既按退休人员 2015 年 12
月基本养老金的 2.5％增加养老金和按
退休人员缴费每满一年（含视同缴费年
限）增加 1.5 元，调整不足 22.5 元的按
22.5 元计算；三是倾斜调整，对高龄人
员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年满 70 周岁
的，在以上两项的基础上再增加 40 元且
每增加 1 岁养老金多增加 4 元。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该旗共为
企业退休人员发放了养老金 18079 万
元。 （孙智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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