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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
者胡婷婷报道 近日，辽宁省人社厅出
台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筹实施方案，
辽宁省将建立工伤保险基金省级调剂
金制度。省级调剂金用于防范全省工
伤保险基金风险,调剂解决各市工伤
保险基金支出当期缺口和重大事故的
工伤保险待遇支付补助，由各市按上
年度工伤保险基金征缴收入的 2%上
解，存入省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

省级调剂金每年上解一次，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财政部门

根据使用情况可以适时调整上解比
例。各市不再提取工伤保险储备金，
原储备金结余纳入本地区工伤保险
基金结存之内。

从2020年开始，省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根据各市、省本级上年度工伤保
险基金征缴情况，于每年年初提出基
金上解计划，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和财政部门确认后执行。省级
调剂金由各市财政部门会同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按照省下达计划额
度和时间节点一次性上解到省社会

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省本级的由财政
部门按照计划直接划转到省社会保
障基金财政专户，省级调剂金实行集
中管理、专款专用。

各市在完成上年度工伤保险参
保扩面任务和征缴预算，无挤占挪用
基金违规违纪行为，足额上解省级调
剂金的基础上，如发生工伤保险基金
当期收不抵支、参保单位发生重大工
伤(亡)事故以及其他符合省级调剂金
补助的情形。可于每年年初向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提交

报告申请调剂。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财政

部门收到申请报告后，由省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对有关情况进行核实并及时
提出调剂意见，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和财政部门审核批准后，由省
财政部门将调剂金下拨至市财政专
户。核实情况包括：基金收支、累计结
余情况；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参保扩面
任务完成情况，出现缺口原因分析和
解决措施，工伤保险政策落实情况；重
大事故情况报告及处理情况等。

各市工伤保险基金出现当期缺
口，经核实后在省级调剂金可承受的
基础上给予 80%补助；对参保单位发
生重大工伤事故的情形，经核实本地
区工伤保险基金当期收不抵支且符
合调剂条件的可随时下拨，原则上省
级调剂金按事故补偿额度(指本次事
故中的伤亡职工按工伤保险政策核
定的有关待遇补偿总金额)的 80%予
以补助。市工伤保险基金用尽累计
结余且省级调剂金不能满足当期缺
口调剂的由同级财政垫付。

本报讯 辽沈晚报 聊沈客户端
记者董丽娜报道 1-11 月份，沈阳市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1.9%，制造
业投资同比增长 18.8%，民间投资同
比增长16.0%。

来自沈阳市统计局 1-11月份沈
阳市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沈阳市规模
以上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限额以上消
费品零售额等指标均保持增长态势，
经济总体上保持在相对平稳的区间。

1-11月份，沈阳市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2.0%，总体上稳中趋
缓。沈阳市工业生产所涉及的 37 个
大类行业中有 21 个大类行业实现正
增长，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8.8%，增幅比1-10月份提高0.3个百
分点。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3%，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49.2%，工
业机器人产量增长2.8%。

1-11月份，沈阳市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 11.9%，增幅比 1-10月份提
高 0.3 个百分点。受宝马项目拉动，
沈阳市制造业投资增长 18.8%，占工
业投资的 74.7%，其中汽车制造业投
资增长 82.9%，占工业投资的 31.0%，
拉动工业投资增长 14.9 个百分点。
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19.1%，占

沈阳市投资的 62.4%，比上年同期提
高 3.8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增
长24.3%，占开发投资的81.4%，比上年
同期提高3.4个百分点。沈阳市民间
投资同比增长16.0%，增速高于沈阳市
4.1个百分点，占沈阳市投资的63.3%，
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1-11月份，沈阳市限额以上单位
实现零售额 1509.5 亿元，同比增长
0.5%。其中，沈阳市限上单位网上零
售额344.2亿元，同比增长40.1%。

从进出口数据来看，1-11 月份，
沈阳市实现进出口总额 966.1 亿元，
同比增长 7.4%。沈阳市实际利用外
资14.6亿美元，同比增长28.8%；新签
合同项目数 204 项，比上年同期增加
73项，增长55.7%。

沈阳财政收支保持增长态势。
1-11月份，沈阳市完成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670.8 亿元，同比增长 0.8%。其
中税收收入 544.3 亿元，增长 1.6%。
沈阳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894亿
元，同比增长11.8%。其中，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 253.2 亿元，增长 13.0%；
科学技术支出19.1亿元，增长24.9%；
教育支出96.9亿元，增长12.9%；农林
水事务支出51.1亿元，增长43.6%；住
房保障支出23亿元，增长27.8%。

1-11月沈阳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11.9%

沈阳市沈河区明年将实施中街、
通天街改造，包括绿化、美化、亮化工
程，并推进游客中心、导向系统、智慧
平台等功能设施配套；再建7个“居民
之家”和 57个“百姓乐园”；新建 15个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 39 个社区养老
服务站。

昨日，沈河区召开区委第十三届委
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区委书记王心
宇作全会报告，其中提到上述内容。

明年新增“四上企
业”100家

根据全会报告内容，即将过去的
一年中，沈河区经济运行态势持续向
好 ，预 计 全 年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增 长
5.2%、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7.5%、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 12.3%、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
长 1.5%。另外，沈河区在结构调整、
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改革、改善民生
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

报告对 2020 年沈河区的重点工
作进行了安排。沈河区将建立产业
链招商机制，打造专业型招商队伍，
出台精细化招商政策；出台定制化产
业人才政策，组建产业链发展专项基
金；策划一批特色楼宇，形成一座楼
宇、一个业态、一个链条，通过上述多
方面举措，补强产业链条，增强转型
动力。

此外，沈河区将确保全年完成个
转企 230 家、新增“四上企业”100 家、
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20 家。在优化营
商环境上，搭建项目管理信息化平
台，为企业打造全生命周期项目服务
体系，建立“一件事”全链条套餐式服

务流程，完善“一网、一门、一次”服务
体系，推进“全市通办”改革试点。

将实施中街、通天街改造

报告提出，2020年，沈河将以国家
级文旅示范区创建目标、盛京皇城5A
级景区建设为主线，建设好老街区。

明年，沈河区将实施中街、通天
街改造，开展绿化、美化、亮化工程，
推进游客中心、导向系统、智慧平台
等功能设施配套，修复历史建筑，展
现历史古城的风貌韵味。

在城市基础设施完善方面，将加
快东部新城路网体系建设，完成东贸
路等 5 处积水点位改造，打通东新路
等5处污水管线；改善市政道路、给水
排水、污水收集处理等设施配套；抓
好五里河公园等绿化建设，打造精品

景观。
对于生态环境建设工作，沈河区

将压实“河长制”责任，从严整治违法
直排，确保满堂河、辉山明渠水质稳
定达到五类水体标准；整治散乱污、
燃煤锅炉拆改等；管控城市建设用地
土壤环境风险，优化城市生活垃圾收
集转运体系。

建7个“居民之家”
和57个“百姓乐园”

沈河区一直以来聚焦惠民利民
便民，以增进人民群众幸福感。

明年，将加强区域集团化办学，
加快教育薄弱地区学校配套，推进实
验学校东部校区初中部、七中南部校
区、方凌小学建设，扩大优质教育资
源覆盖面；健全分级诊疗制度，提升

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完善文体设施，
丰富文体活动，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
精品项目。

将提升社区建设水平，推进智慧
社区建设，推广全科社工、全能服务，
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及社区
治理；改造社区用房和配套环境，再
建 7 个“居民之家”和 57 个“百姓乐
园”；新建 15 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
39个社区养老服务站；探索老旧小区
物业管理新模式，确保40个老旧小区
实行专业化物业管理。

在社会保障方面，多渠道开发就
业岗位，统筹推进城镇失业人员再就
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完善“五位
一体”社会救助体系，落实农民工“三
金三制”，使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
及时。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王琦

沈河明年将实施中街、通天街改造

本报讯 2019年12月30日下午，
由和平区教育局、和平区教育研究中
心主办的和平区中小学新年音乐会，
在沈阳市南昌中学梦想剧场拉开帷
幕。此次活动旨在树立和平教育品

牌，展现和平区中小学生的文化艺术
素养，推动高雅艺术在校园中普及，
检验和平区中小学生乐团阶段性艺
术成果。共有800余人观看了演出。

辽将建工伤保险基金省级调剂金制度

和平区举行中小学新年音乐会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驻葫芦岛特约记者靳诗宇报道 他
从小家境贫困，家乡父老没少帮
衬。在外打工创业吃喝不愁后，陈
勇不忘恩情，反哺贫困乡亲，还组建
爱心团队扶贫帮困、捐资助学。他
还连续 3 年给百余户贫困父老乡亲
分发米面油、猪肉等慰问品，并演出
节目，请乡亲吃饭聚会喜迎新年。

昨日，葫芦岛市新台门扶贫助
学爱心团队队长陈勇和志愿者再次
邀请曾受捐助的贫困户、学生和敬
老院老人等百余人欢聚一堂，吃团
圆饭迎新年。爱心人士不仅给他们
带来米面油等慰问品，还送上一场
精彩的文艺演出。“当你老了，眼眉
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
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室
外异常寒冷，室内温暖如春，优美动
听的旋律让人倍感温馨。现场大屏
幕播放着爱心团队扶贫助学活动视
频，在场贫困户无不动情。精彩节目
轮番上演，大家发出欢声笑语，一道
道美味佳肴摆上餐桌上，映衬着一张
张幸福的笑脸，大家在举杯间隙拉着
家常，欢笑声祝福声融在一起。

“太高兴了，谢谢爱心团队多年
来给我送钱物，还带来新年祝福和
大礼包！”32岁的受助者陈秋杰身患
先天性脊柱裂，平时行动靠轮椅，孩
子6岁，全家靠种地和丈夫在周边打
散工为生，生活十分困难。她家是
爱心团队救助的重点对象，她说平
时每隔几个月，爱心团队就会给她
家送去米面油和肉等生活用品或慰
问金。谈到爱心团队的帮扶，陈秋
杰眼睛湿润了，“自从爱心团队帮扶
以来，我家生活有了明显改善，米面

油就没断过。”
52岁的于洪亮和陈秋杰有一样

的切身感受。2012年2月，于洪亮妻
子突然脑主干出血，最终虽抢救过
来，但家里欠下18万外债。随后，妻
子又检查出多种疾病，瘫痪在炕，生
活无法自理，每月仅药费就需要七八
百块钱。而于洪亮也患破伤风住院，
至今腿部麻痹抽筋，干不了重活，全
家靠低保生活。前年4月，爱心团队
得知情况后给他家买来6头猪崽，到
年底肥猪出栏，又以每斤 13 元价格
买下，仅此项他家收入就有 2 万多
元。这些肥猪也全被屠宰，成为爱心
团队邀请贫困户吃团圆饭上的杀猪
菜，每家贫困户还分得10斤猪肉。

谈到陈勇及其带领的扶贫助学
爱心团队，贫困户们发自内心感激

的话说不完。
42岁的陈勇小时家庭困难，乡亲

们经常伸手帮一把，这让他和全家心
存感恩。1996年从部队退伍后，为了
摆脱困境，他外出打工创业，靠勤劳
和诚实守信过上了好日子。创业致
富后，陈勇时刻不忘曾经帮过他的父
老乡亲，立志反哺家乡。2017年，他
组建爱心团队，积极回乡扶贫帮困、
捐资助学。团队成立3年来，从最初
13人一直发展到155人，累计捐款20
万元。从扶贫1户开始，到如今覆盖
新台门全镇，共走访贫困户 197 人
次，资助学生7人。

“连续3年都跟受助者过个快乐
又难忘的新年，我觉得很开心也特
别有意义，有爱的世界才有阳光”，
志愿者梁磊说。

他率团队扶贫助学反哺家乡
连续三年请乡亲们新年聚餐

志愿者跟乡亲们欢聚迎新年。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驻葫芦岛特约记者 靳诗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