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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底前，辽宁省养老保险将实现以政
策统一为基础、以基金省级统收统支为核心的
省级统筹，均衡省内各地基金负担，确保企业离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近日，辽宁省人社厅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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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通知，全省将统一执行国家和省出台的养老保
险政策，各市、县（市、区）不得自行出台养老保
险政策。

目前我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为市级统筹，
也就是各市在国家和省级文件的要求下，有权
结合自己的实际，制定本市的政策，基金的收支
都是各市为单位。

省级统筹以后，全省的企业养老保险基金
统筹统支，实行基金省级集中统一管理，全省统
筹调度使用，合理均衡地区间基金负担，提高基
金整体抗风险能力，增强制度的可持续性。更
能保证养老金的足额按时发放，更好的保障退
休人员的利益。

全省统一养老保险政策

全省将统一执行国家和省出台的养老保险
政策，各市、县（市、区）不得自行出台养老保险
政策。

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应当参加养老保险。无
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养老保
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
可以参加养老保险，其参保缴费不附加户籍限

制。
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为 16%，职工个人

缴费比例为8%。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
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缴费比例为
20%，其中8%计入个人账户。

对于缴费基数和缴费工资口径，实施方案也
明确规定，职工个人以上年度本人月平均工资为
缴费基数，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之和为单位缴费基
数。统一使用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
均工资（简称全口径平均工资），核定个人缴费基
数上下限。职工个人缴费基数最低为全口径平
均工资的60%，最高为全口径平均工资的300%。
参保的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
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在全口径平均工资的
60%、70%、80%、90%、100%、200%、300%七个缴费
基数中自愿选择缴费。

还将统一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规范待遇
项目和标准，待遇计发参数按照全口径平均工
资确定。制定基本养老金计发过渡办法，确保
退休人员待遇水平平稳衔接。基本养老金调整
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组织实施。完善基本养老
金调整办法，体现多缴多得的激励机制。

省级统收统支

从7月1日起，养老保险基金由省级统一集
中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全额缴拨，省级统收
统支。

全省基金收入按期全额归集至省级社会保

障基金财政专户（以下简称省级财政专户）。基
金收入项目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中央及
省内各级财政补助收入、利息收入、委托投资收
益、转移收入、中央及省级调剂金，下级上解收
入、其他收入。

从7月1日起，征收的养老保险费入库级次
由省、市、县（市、区）级调整为省级，由财政部门
将养老保险费汇总划转至省级财政专户。市及
以下财政补助等收入由市级财政部门按季度上
解至省级财政专户。各市、县（市、区）基金累计
结余要在2020年6月30日前全部归集至省级财
政专户。

基金省级统支，基金支出包括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支出、转移支出、补助下级支出、上解上
级支出（中央调剂上解支出）、其他支出。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及省社保经办
机构结合预算，统一核定全省基金支出用款
计划，报省财政部门审核；省财政部门统一安
排资金拨付至省社保经办机构；省社保经办
机构及时将资金拨付至各市社保经办机构；
各市社保经办机构按规定发放基本养老保险
待遇。

各地要严格执行国家和省统一的养老保险
待遇政策和待遇支付项目，不得将统筹外项目
纳入养老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对违规列入基金
发放的项目和人员，必须予以清理纠正。社保
经办机构代发的项目要单独立户建账，按照“谁
委托、谁负责”的原则，将资金足额拨付到位，不
得挤占挪用养老保险基金。

养老保险经办规程全省统一

基金省级统收统支后，省、市、县（市、区）政
府共同承担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
时足额发放的责任。

省政府承担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的主
体责任，根据全省基金收支总体状况，在综合考
虑地方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规划、经济发展状
况、人口结构、就业状况、财政投入能力、参保缴
费人数、抚养比等因素的基础上，建立养老保险
工作责任分担机制，合理确定省、市政府对基金
缺口的分担办法。

各市、县（市、区）政府承担本行政区域内养
老保险工作相应责任，做好政策执行、参保扩
面、基金征缴、待遇核发、经办服务、基金监督等
工作，按照基金缺口分担办法，按时将地方财政
补助上解到位，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统一全省养老保险经办规程，在参保登记、
个人账户管理、转移接续、待遇领取等方面实现
全省业务流程一致、业务手续一致，同步推动网
上经办，实现各项业务的网上受理。

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工作激励约束机制，加
强对各地在政策执行、参保扩面、基金征缴、财
政投入、待遇核发、经办服务、基金监管等方面
工作的监督，并将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财
政投入等指标纳入省政府对各市政府工作责任
制考核内容及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7月1日起 省级统一管理养老保险基金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董丽娜报道 来自沈
阳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沈阳城镇居民
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实现 4477元，同比增长
10.8%，增速在八大类消费支出中位居首位。

从近年来的消费构成来看，教育消费将成
为人们消费中长期的热点。数据显示，去年，沈
阳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 2502 元，同比增长
26.6%。教育支出占教育文化娱乐消费的比重
达到55.9%。专家认为，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
来和社会竞争加剧，教育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沈
阳人终身教育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这使得居
民对教育消费需求快速提高。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更加注重
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脱贫致富”，高档次、科
技含量高的文化娱乐消费品深受城镇居民青
睐。2019 年，沈阳城镇居民人均购买文化娱乐
用品407元, 同比增长10.1%。从文化娱乐耐用
品的拥有量来看，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中高档
乐器和健身器材分别达到11.1和6.6个，同比分
别增长了0.6%和1.3%。文化娱乐用品拥有量的
不断增加，从物质方面丰富了沈城百姓的文化
娱乐生活。

去年沈城人均
文娱消费4477元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李娜报道 昨日，中国
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发送旅客18.2万人，旅
客发送量进一步回升，当日恢复开行动车组列车
19 列，旅客列车开行总数达到 313 列，其中动车
组列车167列，部分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

3月23日恢复开行的动车组列车分别是：长
春至延吉西 C1049 次、延吉西至长春 C1050 次、
长春至蛟河西 C1263 次、蛟河西至长春 C1264
次、长春至吉林C1265次、吉林至长春C1266次。

3月23日至3月31日，恢复开行延吉西至长
春 C1016 次、长春至延吉西 C1017 次、沈阳至丹
东的D7641次、D7663次、D7665次、D7635次，丹
东 至 沈 阳 的 D7642 次 、D7664 次 、D7666 次 、
D7636次动车组列车。

3月23、27、28、29、30日，恢复开行长春至松
原 C1541 次、松原至长春 C1542 次动车组列车。
3月23日至3月30日，恢复开行长春至乌兰浩特
C1519次动车组列车。

在此基础上，还陆续恢复开行部分普速列
车。

特别提醒广大旅客，列车相关信息请以铁路
12306网站、车站公告公布为准。

沈铁昨日恢复开行
动车组列车19列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朱柏玲报道 辽
宁省博物馆、辽宁省图书馆均发布公告，于3
月 24 日恢复开放，采取预约方式入馆。市
民进馆前进行体温检测，全程佩戴口罩，与
他人保持1.5米以上的距离。

其中，辽宁省博物馆开放时间为周二
至周日 9 时至 16 时，15 时 30 分停止入场，
每周一闭馆（国家法定假日除外）。博物馆
将视情况分区域分阶段开放展厅及公共空
间。

辽博采取网上实名制预约和限流管
理。开放初期，4 月 15 日前全馆每天限流
1000 人，其中 9 时至 12 时不超 400 人，12 时
至 16时不超 600人；4月 16日至 30日全馆每
天限流 1500 人，9 时至 12 时不超 700 人，12
时至16时不超800人。

暂停团队接待和大巴车停放预约。预

约方式观众可关注辽宁文化云微信公众号，
进入辽宁省博物馆参观预约通道提前预约，
选择参观日期和参观时段。入馆时须在安
检处出示"健康通行码"、有效身份证件、本
人预约二维码入内参观。

此外，博物馆暂停人工讲解服务、宣教
活动、文创商品销售、观众餐厅和物品寄存
服务，推荐观众使用语音讲解自助导览。

疫情防控期间严禁观众自带食物，不提
供饮水机服务。建议观众参观时间控制在 2
小时内，以免造成人员聚集。

博物馆瞬时接待量不超过 300 人，如遇
馆内人员密度较大时，将根据具体情况采取
控制入馆速度等措施。

辽宁省图书馆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日 9
时 00 至 15 时，周三 9 时至 12 时；开放区域为
一楼总服务台、三楼社会科学借阅区。

此次开放后只提供图书借还服务,不提
供馆内阅览，提倡即借即还即走。每天接待
入馆读者不超过 700 人，实时在馆人数不超
过200人，将根据疫情变化适时调整。

采取预约入馆方式，辽宁省图书馆持证
读者需提前一天通过辽宁省图书馆微信公
众号“辽图官微—微服务大厅—预约进馆”
栏目进入预约系统进行预约。

入馆需持本人读者证刷证或电子证扫
码，并出示“盛事通”健康码。曾有国内外重
点疫情地区旅居史且未过 14 天隔离期的读
者谢绝进馆。离开时请扫码、刷证离开，停
留时间控制在1小时之内。

为保障读者信誉不受影响，辽宁省图书
馆在闭馆期间对读者还书日期进行了延期
处理，还书日期统一延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
建议大家错峰到馆办理借还书。

省博物馆、省图书馆今日恢复开放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张阿春报道 沈阳
全面启动秸秆禁烧全天候巡查管控模式，3月
22日晚，全市累计发现秸秆焚烧火点17处并
当场扑灭。

辽宁省首个秸秆焚烧智慧管控项目在沈
阳市浑南区投入使用，利用智能识别和热成
像功能，实现24小时监控和夜间精准识别。

近日，受北部城市秸秆焚烧污染影响，沈
阳全市空气质量出现恶化，空气质量指数

（AQI）最高达到 297，为重度污染，部分监测
站点达到严重污染级别。

3月22日上午，沈阳召开紧急会议，全面
启动秸秆禁烧全天候巡查管控模式，彻底消
除秸秆焚烧造成对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

沈阳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各相关部门配
合，成立督查组，采取“巡查+宣教+执法+问

责”的工作模式，对各涉农地区秸秆禁烧工作
进行督查。

22日晚，市生态环境局主要领导、主管领
导分别带队，分为5组对全市9个涉农地区开
展督查；9 个涉农地区派出 27 个巡查组、106
人，实施属地自查。

浑南区利用秸秆禁烧智慧管控识别系统
和热成像功能，实现24小时监控和夜间精准
识别；苏家屯区利用无人机深入农田深处确
认过火情况。

当晚，全市累计发现秸秆焚烧火点 17
处，在市区督查组的指导下，当场扑灭。下一
步，沈阳市区两级将继续加大秸秆焚烧巡查
管控力度，对管控不力的地区政府领导实施
从严问责。

浑南区投入使用的秸秆禁烧智慧管控试

点项目，是辽宁省首个秸秆禁烧专项治理信
息化项目，也在全国首创将远程运维系统应
用于秸秆禁烧智慧管控领域。这也标志着该
区在秸秆焚烧治理工作迈入信息化时代。

浑南生态环境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
套系统采用红外热成像和可见光双目云台，
通过智能算法，嵌入热源和烟感识别系统，依
托铁塔高空资源，对涉农重点区域进行24小
时火点状况主动式监管。实现准确火点排
查，快速火点定位，迅即出警执法。

该系统自带视频、图片取证、火点导航功
能，可为执法、处置提供详实的依据。

系统运行以来，浑南区实际监测控制范
围超过 200 平方公里，预计未来可减少日均
巡查350人次以上。

辽宁首个秸秆焚烧智慧管控项目在沈使用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张阿春报道 疫
情期间，铁西区举办 10 场网上人才招聘会，
累计为 117 家企业发布了 525 个职位，2184
个岗位招聘信息，达成招聘意向共计 895
人。

线下人力资源市场暂时关闭，导致出现

大量人员求职难和企业招聘难等问题，铁西
区人社局先后与多家人力资源公司联合举
办了10场网上人才招聘会。

截至目前，铁西区在为企业发布超 2000
个岗位招聘信息之后，招聘企业共接到应聘
咨询电话 1899 余个，收到电子简历共 2721

份，达成招聘意向共计 895 人，其中沈阳工
业泵厂、沈阳宏远电磁线、东测检测等企业
通过本次招聘已录用并上岗353人。

据了解，部分企业与求职人员已达成招
聘意向，随着疫情的好转，陆续将开展面试，
录用上岗。

铁西为百余家企业发布超两千招聘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