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王月宏报道
去年，鞍山、锦州获批第四批中央财政支
持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地
区，我省试点地区总数达到 7 个，位居全
国前列。今年，辽宁还将大力发展居家
社区养老服务，在部分县（区、市）开展全
省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
新建、改扩建乡镇（社区）示范型居家和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100 个。

1 月 14 日，辽宁省民政厅副厅长石崧
在列席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期间向记
者透露，今年我省还将继续开展城乡社
区治理创新实验示范活动，进一步推进

“三社联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促进节
地生态绿色安葬。据了解，今年我省民
政部门“工作计划”具体详实，各项重点
工作安排稳步推进。

目 前 ，全 省 各 类 养 老 机 构 发 展 到
1999 家，社会养老床位 32.18 万张。“2020
年，民政部门将落实‘老有所养’的目标
要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推进居
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石崧说。

今年，辽宁将新建、改扩建乡镇（社
区）示范型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100
个，提升全省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综合

能力。
7 月 1 日起，辽宁将出台新的政策标

准，继续按照城乡低保提高标准，同步提
高全省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基本生活
标准。提高后的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基本生活标准不低于所在地区提高后城
乡低保标准的 1.3 倍，逐步达到集中、分
散供养标准一致。

据悉，2020年，全省将开展“三社联动”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试点工作。各试点社区
充分发挥社区基础平台、社会组织服务载
体和社会工作者专业支撑的互动作用，建
立居民群众提出需求、社区组织开发设计、
社会组织竞争承接、社工团队执行实施、相
关各方监督评估的联动机制，全面提升“三
社联动”水平，更好地回应社区居民服务需
求，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

今年，辽宁将大力推进村级公益性
公墓建设，倡导海葬、树葬、花（坛）葬、草
坪葬、格位葬和骨灰长期寄存等绿色安
葬方式，弘扬移风易俗，让更多逝者家属
自愿选择节地生态绿色安葬方式。到今
年年底，全省新增骨灰节地生态绿色安
葬比例达到 55%以上，全省经营性公墓均
要建有节地生态安葬园区。

全省将开展居家
和社区养老服务

改革试点

05
2020.1.16 星期四 编辑 杨光 孙霁 美编 王晨同

本报讯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经淼报道 省人
代会期间，省人大代表、法库县县长陈大为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20 年，法库将继续做优
陶瓷产业、做强通用航空产业，继续打造沈阳后
花园。

目前，法库陶瓷建材产业加速发展，科勒卫

浴等项目正式投产，中高端产品占比达到45%，开
发区被评为 2019 中国陶瓷优秀产区。今年将调
整产业结构，打造卫浴产业链，增加高端陶瓷产
品比重，培育自营品牌。

法库的通用航空产业备受关注，陈大为介
绍，目前法库通用航空产业融合发展，已开展通
航研学 2000余人次，完成飞行驾照培训 50人次，
执行警务巡航任务300小时。财湖机场飞行时间
达到 1 万小时，增长 71%。沈航自主研制国内首
架四座电动飞机在财湖机场试飞成功，锐翔水上
电动飞机等项目建设进展顺利。10 个无人机项
目落地开工，15个项目签署框架协议。低空旅游
方面，永乐通航研学户外营地、东北地区首个跳
伞体验项目投入运营。2020年，法库还将加快通
航高技术产业研究院建设，确保壮龙无人机、众
翔通航等项目按期入驻，促进一批无人机等项目
落地。同时，以应用带动低空旅游，推进通航小
驿、航空体验、房车营地、研学培训等建设，提高
参与性和互动性。

法库是沈阳唯一同时拥有丘陵地貌与中型
水库的区县，旅游资源丰富，一直致力于打造沈
阳的后花园。目前，法库大孤家子白酒特色小镇
建设初见规模，景观节点、清代一条街等重点项
目已竣工。十间房镇田园文化游热度不减，秀水
河子红色旅游持续升温，白鹤节、登山节等节庆
活动品牌效益递增，全县接待游客达300万人次。

省人大代表、法库县县长陈大为:

推进通航小驿、房车营地、
航空体验基地等建设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张阿春报道 今年，
辽宁省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将迎来 16连涨，平
均涨幅约5%。企业养老基金在7月1日实现省
级统收统支，并确保足额发放，更好地保障退休
人员的利益。

昨日下午，列席省人代会的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厅长段君明在接受采访时介绍了今
年我省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就业培训、人才培
养等多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段君明介绍，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是养老保
险制度改革的重要方面，也是全国统筹的重要
前提和基础，不但可以逐步解决多年来各市政
策不统一、基金负担不平衡的问题，对于老百姓
来说，养老金足额发放也更有保障，使退休人员

得到更公平的待遇。
预计今年 7 月 1 日，辽宁企业养老保险将

实现省级统筹，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由省里统筹管理，在全省范围内统一调配和
使用。

在这之前，辽宁将出台《辽宁省规范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实施方案》，制定
基金缺口省市分担办法、统一规范养老保险政
策、基金管理流程、绩效考核办法等配套文件，
健全省级统筹政策体系。

段君明称，今年，辽宁省将按照国家统一部
署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这将是
我省连续第16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水平，养老金平均涨幅大约为5%。

今年，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将继续加
大扩面征缴力度，企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力争
达到1815万人，积极筹集调度资金，确保全省退
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段君明称，今年，高校
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退役军人、零就
业家庭等对就业来说仍是重点群体，稳就业是
重中之重。

2019年，辽宁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7.5万人，
完成年计划113.1%。城镇登记失业率4.16%，低
于年度控制目标 0.34 个百分点，14 个市均控制
在年度控制目标以内。通过加大就业援助力
度，帮助 12.3 万就业困难人员和 52.7 万失业人
员就业，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2020年，辽宁计划城镇新增就业42万人，城
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确保就业局势总
体稳定。改善就业结构，提升就业困难人员的技
能水平。

在加大就业援助力度方面，针对就业困难
人员、零就业家庭、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实施精准
就业帮扶。

今年，辽宁将继续深化人才评价制度改革。
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完善评价标准，推
进职称评审向新兴专业领域拓展，推动专业技术
人员职业资格与职称互通互认。深化技能人员
职业资格制度改革，推进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
工作全面开展。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段君明：

辽宁企退人员养老金将迎16连涨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张阿春报道 今年，
辽河流域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将在辽宁全
面展开，通过补齐防洪工程短板、强化水污染治
理、实施生态封育、抓好监督执法、坚持绿色发
展5方面措施，力争“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
效、五年基本完成”，全力以赴把辽河治理好、保
护好、利用好。

昨日，列席辽宁省人代会的省水利厅党组书
记、厅长王殿武介绍，辽河流域综合治理和生态
修复主要包括辽河干流防洪提升、水污染综合治
理、生态封育、监督执法、绿色发展5个方面。

辽河干流防洪提升工程力争在今年完成初
设报告审批，全面开展工程建设。工程包括新

建加固堤防、修建护坡，治理险工险段，清理滩
地内房屋及附属物、阻水套堤，建设辽河防洪提
升信息化系统等内容。实施后，可补齐辽河干
流防洪短板，实现“防洪全线达标、隐患全面排
除”的国家目标要求，达到国务院批复的《辽河
流域防洪规划》确定的防洪标准。

全省重点治理的 27 条重污染河流有 20 条
在辽河流域，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 70条黑臭水
体包括辽河流域的 45条。去年，辽河流域水质
由中度污染变为轻度污染，今年，辽宁还将继续
对辽河流域实施水污染综合治理，力争全面消
灭劣五类水。

在实施生态封育方面，目前，辽河等重点河

流共实施退田还河生态封育88.2万亩。按照省
委、省政府的部署和《辽河流域综合治理总体工
作方案》的要求，辽宁将在辽河干流现有封育面
积的基础上，对除水田、护堤林、防风固沙林以外
河滩地实施退田还河生态封育，全面打通辽河干
流生态廊道。

在强化监督执法方面，去年 10月，《辽宁省
河长湖长制条例》的实施让河长制工作实现有
法可依。今年，我省还将常态化推进河长巡河
工作，推动河长制实现从“有名”到“有实”的转
变，同时进一步完善河湖生态监测预警预报体
系，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强化水行政执法与
公安机关联合执法，推动河湖治理从“短期集中

整治”向“常态管护”转变。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打好水源地保护攻坚

战，深入推进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实施国
家节水行动计划，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开展
地下水压采行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辽河干流
1公里范围内禁止新增化工园区和有重大生态
环境风险的生产项目。

王殿武介绍，辽宁省政府即将印发《辽河流
域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总体方案》，将上述 5方
面措施进一步细化、实化为 300余个具体项目，
计划到2025年，通过“五水共治、五措并举、五级
共抓”，全力打造辽河流域生态文明示范区，把
辽河建设成为造福全省人民的幸福河。

省水利厅党组书记、厅长王殿武：

辽河流域综合治理
和生态修复工程今年全面展开

法库县县长陈大为。 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