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沈阳市推出
“人才新政 3.0 版”，对
原有人才政策进行全
面升级。

对新引进培养沈
阳市产业发展需要
的高层次人才，择优
选拔，A类人才最高
给予500万元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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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引进培养沈阳市产业发展需要的高层
次人才，择优选拔，A 类人才最高给予 500 万元
奖励、“一人一议”解决首套购房问题。对在沈
就业的沈阳户籍应届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高
校毕业生分别按照博士、硕士、本科三个层次发
放最长三年的生活补贴（含租房补贴），博士 3
万元/年、硕士1.44万元/年、本科0.72万元/年。

近日，沈阳市推出“人才新政 3.0 版”，对原
有人才政策进行全面升级。此次出台的“人才
新政3.0版”，坚持人才“全周期”服务理念，重点
突出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有效融合，围绕科技创
新、人才创业、成果转化、平台建设等方面进行
精准支持，覆盖人才“引、育、用、留”各个环节。
与以往沈阳人才政策相比，此次出台的人才政
策主要呈现五大“突出”特点：

一是人才认定突出自主。在人才认定、项
目评审过程中，更加注重市场化因素，引入第三
方机构开展评审。鼓励和引导市场主体投资，
根据创业项目实际投入，给予配套资金支持。

二是奖励补贴突出贡献。对引进培养的高层
次人才，鼓励人才在产业链上找贡献点，根据实际
贡献，给予奖励支持。在奖励补贴政策中，增加人
才所在企业就业、纳税等贡献因素的权重。

三是人才引进突出精准。创新制定对技术

转移平台、引才中介服务平台的支持政策，采取
提前奖补的方式，鼓励中介机构和个人，为沈阳
市引进“带土移植”的“项目+团队”。打造“凤还
巢”招才引智品牌，推出对成果转移转化、科技
人才创业等关键环节的支持政策。鼓励职业院
校、技工院校，围绕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需要，
开设紧缺职业（工种）专业。

四是人才补贴突出提标。按照“同城同待
遇”原则，对在沈就业的沈阳户籍应届全日制大
学本科及以上高校毕业生分别按照博士、硕士、
本科三个层次发放最长三年的生活补贴（含租
房补贴）。将首次购房补贴标准较原政策分别
提高1万元，向在校大学生发放“盛京新阳卡”，
在吃、住、行等方面给予礼遇。

五是政策兑现突出时效。提高人才认定时
效性，对符合标准的高层次人才，可直接认定为
相应层级。对持“盛京人才卡”的高层次人才，
给予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等相应待遇。优化补
贴资金拨付方式，压缩补贴兑现时限，由市级财
政先行全额垫付。

（一）高层次人才激励政策：
1.奖励和住房
对新引进培养沈阳市产业发展需要的高层

次人才，择优选拔：
A 类：最高 500 万元奖励、“一人一议”解决

首套购房问题
B类：最高250万元奖励、150万元首套购房

补贴

C 类：最高 50万元奖励、100万元首套购房
补贴

2.子女就学。全市选择学校，A类放宽到第
三代子女。

3.医疗保障。全市范围内三甲医院优先诊
疗；A类每年两次免费体检，B、C类每年一次免
费体检。

4.配偶安置。可随迁、安置工作岗位，或发
放生活补助。

5.发放“盛京人才卡”。提供交通出行、文
化旅游、娱乐消费等便利服务。

6.外国专家资助。外籍人才获得国家级项
目资助的，沈阳市1:1给予用人单位匹配资助。

7.创业支持。高层次人才创办企业，启动
阶段给予最高 1000万元启动资金；发展阶段年
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00万元以上的，累计最高奖
励2000万元。战略科技人才项目团队，“一事一
议”资助。

（二）产业人才激励政策
1.急需紧缺人才，择优奖励6-30万元。
2.创新型企业家，择优支持15万元。
3.军事科研人才，择优奖励15-50万元。
4.中青年科技人才项目，择优支持10万元。
（三）高校毕业生激励政策：
1.生活补贴（含租房补贴）。博士3万元/年、

硕士1.44万元/年、本科0.72万元/年，最长3年。
2.购房补贴。博士7万元、硕士4万元、本科

2万元。
3.博士后。每年 10 万元、最长 2 年进站资

助；引进的博士后20万元生活补贴。
4.创业支持。最长2年最高6万元创业场地

或场租补贴。
5.就业支持。按照1000元/人，及企业录用

毕业生人数，给予企业用工补助；每年开发基层
公共服务岗位。

6.盛京新阳卡。向在校大学生发放“新阳
卡”，覆盖在沈吃住行等。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沈阳提出四类人才三年激励计划
引进高层次人才最高奖500万元 可放宽解决第三代子女就学

高层次人才来沈最高可奖励500万元，还有住房和子女入学等优惠政策。 辽沈晚报记者 王迪 摄

1-6月份，在40个大类行业中，29个行业利润
总额同比增加，10个行业减少，一个行业持平。其
中，汽车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67.9%；石油、煤
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长4.51倍；黑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增长5.50倍；医药制造业增长15.8%；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30.5%。

据海关统计，上半年全省进出口总额 3715.3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3.6%。其中，出口 1554.4 亿
元，增长20.5%；进口2160.9亿元，增长9.1%。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胡婷婷报道
一部手机可完成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
申报业务。近日，沈阳市营商环境建设
局联合沈阳市人社局社保中心推进养老
保险办理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依托沈
阳政务服务App，“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
记”“灵活就业人员缴费中断”“灵活就业
人员缴费接续”三项业务，即日起可在沈
阳政务服务手机App端办理。

以“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为例，以
往需要灵活就业人员本人到达户口所属
养老保险分中心业务窗口现场办理，非本
市人员则需要到暂住证所属养老保险分
中心办理。办理过程较为繁琐——灵活
就业人员需要持身份证先到工商银行开
办并签署代扣缴费协议，然后再携带相关
的资料到缴费所属养老保险分中心办理
手续，每月18日进行当月缴费。这期间
还不包括乘车、叫号、排队等待的诸多烦
恼，既耽误时间又带来诸多不方便。实现
手机App办理后，既方便又提升效率。

实现灵活就业人员登录沈阳政务服
务手机App办理养老保险后，既解决了灵
活就业人员“多头跑”的问题，又能确保数
据及时、准确和安全，真正实现养老保险

“数据多跑路、群众不跑腿、全程不见面”
的服务模式。下一步，沈阳市社会保险事
业服务中心将继续拓宽“灵活就业办理社
会养老保险一件事”的业务覆盖范围，“灵
活就业人员多重缴费退费”“灵活就业人
员在职转退休申请”等业务，计划年底前
在沈阳政务服务App上推出。

上半年辽宁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7.1%

沈阳灵活就业人员
养老保险等三项业务
可用手机办理

辽立法鼓励科技创新
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奖励500万元以上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王月宏
报道 7 月 27 日下午闭幕的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表决
通过的《辽宁省科技创新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将于今年10月1日
起实施。

制定出台《条例》，是辽宁贯彻
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重大举措，是带
动引领全省产业升级的重要保障，
是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

扩大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医疗
卫生机构等单位在选人用人、科研
立项、经费管理、职称评聘、薪酬分
配等方面自主权。扩大科研人员自
主选择和调整技术路线的权利，以
及科研经费使用权。

在 科 研 项 目 管 理 和 科 技 创
新决策上，允许科研失败和容错
纠错。

重奖创新成果，对获得国家奖
项以及科技创新取得重大成果的，
由省政府予以奖励，获得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的，不低于五百万元；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等奖项的，不
低于二百万元；获得国家专利奖
的，不低于二十万元；在省科技进
步奖中设立企业重大创新成果应
用奖奖项，按照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给予奖励。

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实现4582.4亿元，同比增长17.1%
其中，体育、娱乐用品类增长183.4%
书报杂志类增长150.1%
金银珠宝类增长38.5%

上半年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王琳报道 辽宁省
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4582.4 亿元，同比增长
17.1%。其中，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
额实现1690.6亿元，同比增长17.2%。

全省消费品市场持续恢复，主要零售
商品保持增长。上半年，限额以上粮油、食
品 类 商 品 同 比 增 长 0.1% ，饮 料 类 增 长
32.3%，烟酒类增长24.6%，服装鞋帽类增长
33.1%，金银珠宝类增长38.5%，日用品类增
长9.5%，体育、娱乐用品类增长183.4%，书
报杂志类增长150.1%，家用电器和音像器
材类增长0.6%，中西药品类增长7.1%，石油
及制品类增长18.9%，汽车类增长24%。

1-6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增长1.23倍。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
利润总额 1142.6 亿元，同比增长 1.23 倍，比
2019 年 1-6 月份增长 62.5%，两年平均增长
27.5%。其中，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34.8亿元，增长2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