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数量大 、时限性强 、 涉 及处室多 ，

全局各处室树立 一 盘棋 的思 想 ， 为

社保工作 开绿灯 ， 形成了相关部门

协力筹措 、 管理社 会保障资金的 氛

围。预算处负责预算资金调度，确保

按 预算进度拨 付社 保资金 ；经 建处

负责监督企业用土地出 让收 益金解

决企业社 会保障 方 面的问 题；综 合

处负责筹措 供暖保障金 解决 困 难群

体的 冬令取暖问 题。三是强 化制度

建设。沈阳市坚持 社保政 策与财务

制 度同步出 台 ，资金 收 入与资金支

出全程监管，财务管理全覆盖 、 无盲

区。几年来，为配合社保试点工作，

先后制发 了《 沈 阳市社 会 保障 基 金

财政 专 户管理暂行办 法 》、《沈阳市

地方国有企业与职工解除 劳 动关 系

经 济 补 偿金 筹 集 支付管 理办 法 》、

《城市居民 最 低生活保障金委托银行

发放办法》等管理制度，使筹资渠道

明确化 、 管理方式规范化。四是强化

监督 检查。为强 化社会保障资金管

理 ，我们成立了两 级 财政 社会 保障

资金管理中心 ，实现 真正意 义 上的

收 支 两 条 线 。为 加 强 监 督 检 查 力

量 ，我们采取 局财政 部门检查 和委

托中介 机 构检 查 相结 合的方式 ，确

保各级 财政 补助资金按 进度拨付到

位 ， 按 规定用途使用。
几年 来，通过积极 的筹资方法和

健 全的管 理机制 ，沈阳市 在财力总

量不 足 和结 构性 缺口不 断加大的情

况下，连年 加大对社 会保障投 入， 地

方财政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从 2000 年

的 5.42 亿元增至 2002 年 12.44 亿元，

累计达 29.03 亿元，年均增 长 5 1.4% 。
多 渠道的 社 会保障资金筹措 方式 ，

壮 大 了社 会保障资金总量 ， 提 高了

社 会保障能 力。保证了 企业离退休

人 员 养老金 及时 足 额发 放；对 1 6 .7
万名失业职工发 放了救 济金，年发 放

救济金 3.7 亿元， 对 12.5 万名失业人

员 开展 了 针 对性 的 免费技 能 培训 ；

城镇 职工基本 医 疗保险 面进一步扩

大，个体从 业 人员纳入了保障范围 ，

实 现 了 医 疗 保障由 公费 医 疗向 医 疗

保险的 平稳 对接；1 8 .6 万 人纳 入城

市 居民 最 低 生活 保障政策 ， 实现 了

应保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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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 市位 于辽 宁省西部 ， 是 一

座因煤而立 、 因煤而兴，也因煤而衰

的资源枯竭型城市。自 20 世纪 80 年

代以 来，煤炭资源逐渐萎缩，企业相

继破产，导致大量职工下岗 ，到200 1

年末 ，全市 共有 下岗 职工和失业 人

员 15.6 万人。自国 务院将阜新列 为

国 家资 源枯竭 型 城市经济转 型试点

市以 来 ，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再就

业工作 ，以 解决下岗 职工再 就业为

突破口 ，坚持政府促进就业、市场调

节就业、劳动者自主择业的方针，动

员 全社 会 力量 ，全 面推进经济转 型

工作，千方百计拓宽就业渠道。2002

年，全市实现就业 4 1495 人，超额完

成省下达的 2 .94 万 人就业任务。
（ 一 ）建立目标责任体系，确保

全年就业目 标的完成。阜新市为组

织引 导下岗失业人 员向一 、 三产业

转 移 ， 逐 步 实 现 劳 动 力 的 战 略 调

整，市政府制定下发了《阜新市 2002

年安置就业工作方案》，把全市安置

就业 3 万人的计划分解落实到 193 个

责任单位，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把就

业工作做为 “一把手” 工程，做为经

济转 型 的 重 要 考 核 指 标 来抓 好 落

实。财政 部门 配合经济转型就业办

公室 等有关 部门建立 就业目标责任

制，实行定期按月考核，并把所有就

业人员的情况纳入微机管理，将 193

个责任单位的进度 在阜新 日 报上定

期 通 报。通 过 新 闻 媒 体 的 宣 传 报

道，督促 各部门 介绍 就业目标的完

成。
（二 ）出台促进就业优惠政策。

为促进下岗 失业人员 就业 ，根据国

家和省 制定的 各项 促进就业的优惠

政策，从 1998年以 来，先后制定 364

条促进就业的优惠政 策 ， 积极 鼓励

引导下岗 失 业人员 自谋职业 、 自主

创业，实行多种形式就业。2002 年，

为促 进一产业就业 ，市经济转型 领

导小组办公室下发 了《关 于印发 阜

新市 农业示范区 建设 资金补贴办 法

和棚 舍建设 标 准的通 知 》规定 对安

置矿 区 下岗 职 工 的 棚 舍建筑 ，每 个

标准日光温室大棚 补助 5000 元 ，每

栋标准畜舍补助 10000 元 ，“四位一
体” 生态户每户 补助 6000 元。尔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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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下发 了《关 于印发 在农业园 区 内

利用闲置厂 房进行改造从 事种 养业

补贴办法的通知》和《关于印发设施

农业小区 棚舍建设 补贴办法 及基础

设施扶持政策的通知》，规定 对在农

业园 区 购买闲 置厂 房从事种养业的

下岗职工，按 新建标准棚舍 补贴 资

金 50 % 给予补贴 ，对在农业小区从

事种养并用 于安 置下岗职工 就业的

棚舍建筑 ，每栋标准 日 光温室 大 棚

补贴 4 0 0 0 元 ， 每户标 准畜舍 补助

9000 元，“四 位一体” 生态户每户补

助 5000 元。通过新出台促进就业的

各项 优惠政 策调 动了下岗失业人员

自主择业的 积极性 ，解决了 就业中

的资金困难。
（ 三 ）购买公益性岗位 ，促进低

保与就业相结 合。为促进再 就业工

作 ，建立了 以 安置低保 对象 中的 大

龄 人员就业为重点的 就业与低保相

结合的保障模式 ，组织 、引导城市享

受低保人员 在社区 就业。低保与社

区 就业相结 合的 主要 形式是 在城 区

街道各社区设立治安巡逻 、 保洁 、绿

化等公 益性岗 位 ，组织 安 排享 受低

保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 “4050” 人员

上 岗 就 业 ， 实 现 低 保 与 就 业 相 结

合。市城区共有 20 1 个社区计划设立

公益性岗位 1 万个 ，目前已有 99 0 0

人 在社 区 公 益性岗 位上 就业。财政

部门与民政 部门一 起 详细掌握公益

性岗 位下岗失业人员 动态 ，全年公

益性岗位补贴支出 5 18 万元。
（ 四 ）加大培训投 入 ，提 高下岗

失业人 员就业能 力。根据阜新市经

济转型的需 求 ， 培训重点放在 培训

农业实用 人 才和培训矿区 下岗 职工

上面。调整培训结构，增加现代农业

特别是 种 养业专业 ，设 置了大棚蔬

菜 、林木 、花卉、食用菌栽培等种植

业和猪 、兔 、鸡 、牛 、羊等畜禽饲养

专业。财政部门 相应制定 培训经费

的 承担 及补助办 法 ，并将投 入重点

放 在定向 培训 和委托培训上 ， 以 提

高培训的实用 性 和就业率。为提高

培 训 质 量 ，财政 和劳 动部门 紧密配

合，共同掌握 和检查开班时间 和培

训人数 ，并将检查结果同培训 经费

补助挂钩。20 0 2 年全市共支付下岗

失业人员培训费 289 万元，共免费培

训下岗失业人员 3270 1 人次 ，其中矿

区下岗职工 1 1203 人 ，培训人员就业

率为 6 1.2% 。
（五 ）鼓励创办 实休 ，吸纳下岗

和失业人员就业。从 2000 年下半年

以 来，财政部门与劳动、银行一起 ，

相继 制定 了一系列鼓励创 办 创业实

体 的 优 惠 政 策 ， 包 括 建 立 担 保 体

系 ，提供小额 贷款及提供贷款 贴息

等，鼓励全社会创办就业容量大 、投

资少 、见效快的小电子 、小编织 、小

缝纫 、小食品等实体。财政部门与劳

动和社会保障部门 、商业银行一起

对 贷款实体进行考核认定 ，对符合

条件的实体大力 支持 ，全市 共创办

各类创业实体 4 16 个，吸纳下岗失业

人员 5 142 人，发放小额贷款 120 万

元 ，财政 给予贴息和担保。
（ 六 ）多方筹集资金加强劳 动力

市 场建设。针 对全市的劳 动力市场

规模小 、数量少 、装备差 、分布不均

匀 、用工信息闭 塞的状况，20 02 年

财政部门多方筹集资金 500 万元 ，

重点用于平西 培训 基地和新邱下岗

职工 培训基地及劳 动服务公 司职业

介绍所的 建设。并投 入资金将市劳

动 力 市 场同 县 区 各 劳 动 力 市 场 联

网，通过准确 、快捷地掌握和传递用

工信息推动就业。
（ 七 ）建 立监 督 检 查 和 奖 励 机

制。为认真贯彻落实市政府《2002年

安 置就业工作方案》，财政部门出台

了促进就业奖罚政策 ，协同有关部

门 对 19 3 个责任单位促进就业情况

进行了严格 审核 ，对超额 完成任务

的单位给予奖励 ，每超额一人 奖励

100 元；对未完成责任目标的单位，

每少完成一 个罚 100 元；凡未完成任

务的单位，本年度不能评先进，政绩

考核降一等。同时实行奖励措施，鼓

励 社 会各界参与劳 务输出。对市驻

外机构 、工会 、共青团 、妇联等群团

组织 每输出 1 名下岗 职工或失业人

员 ，拨 付 5 0 元 工 作 经费 ；对各 县

（ 区 ）驻外机构 ，各部门超额输出一

人奖励 100 元。在本市办企业安置下

岗 失业人员 ，每安 置一人奖励 1 0 0

元。奖罚分明，调动了各级组织安置

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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