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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似一架桥梁，一端

连着党和政府，一端连着人民群

众，是治国安邦的大事情。三十年

来，河南省各级财政部门始终把

社会保障作为民生工作的重中之

重，在收支矛盾突出的情况下，不

断优化支出结构，持续加大投入

力度，大力支持全省社会保障事

业取得历史性突破，实现跨越式

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心怀“国之大者”，

践行初心使命，坚持全覆盖、保基

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聚焦

劳有所得、老有所养、弱有所扶、

病有所医，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

用，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支

持各项社会保障惠民利民政策落

实，在加大资金支持力度的同时，

针对财政社保资金分配管理和社

会保险基金收支管理中的薄弱环

节和风险隐患，通过完善资金管理

办法、建立财政社保资金预算执行

通报和约谈机制、全面推进绩效评

价等方式，促进财政社保资金管理

及社会保险基金运行更加规范有

效，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锐意改革 强化管理
着力推动河南财政社保事业高质量发展
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财政厅

推动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河南实践积

极贡献财政社保力量。

坚持就业优先战略，让人民群众

“劳有所得”

一 是 做 加 法，加 力 促 就 业。

2012 年以来，全省各级财政累计

筹 措 就 业 支 持 资 金 465.62 亿 元，

支持实施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

一方面加大对“需方”的扶持力度。

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

业摆在突出位置来抓，稳步提高

求职创业补贴、就业见习补贴标

准，研究出台一次性吸纳就业补

贴、一次性扩岗补助等阶段性政

策，支持实施“三支一扶”省级招

募计划，不断拓宽就业渠道。促

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加大困

难群体就业帮扶力度，推动低收

入人口稳定就业。重点支持农民

工返乡创业，2017 年设立全国首

支省级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基金，

累计投资项目 61 个，投资额 13.02

亿元，带动社会资本投资 92.85 亿

元，累计带动就业 16.7 万人 ；积

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统筹资金

2.17 亿元支持建设 36 个省级农民

工返乡创业示范县、130 个示范园

区、604 个示范项目，评选 275 名

省级返乡创业之星，创业创新的

社会氛围日益浓厚。另一方面加

大对“供方”的支持力度。自 2010

年以来连续实施部省共建全民技

能振兴工程，省财政累计投入引

导资金 33.2 亿元，对接战略支柱

产业、新兴产业集群等发展需求，

规划建设 1232 个基地型项目，其

中，省级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等

909 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323

个。深入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适时调整优化职业技能培训补贴、

职业技能评价补贴对象及标准，

支持面向各类劳动者大规模、高

质量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缓解结

构性矛盾。建立职业技能竞赛奖

补政策体系，支持广泛开展职业

技能竞赛、积极承办国家级赛事

活动，引导培育更多“大国工匠”、

“能工巧匠”。

二 是 做 减 法，减 负 稳 就 业。

顶格抓实抓细各项社会保险费优

惠政策落实，将城镇职工养老保

险费率逐步降低至 16% ；自 2014

年起连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全 省 共 返 还 资 金 超 70 亿 元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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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起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

率，自 2018 年起阶段性降低工伤

保险费率，分别为企业减负 294 亿

元、25 亿 元 ；2020—2022 年 疫 情

期间阶段性实施减征、缓缴社会

保险费政策，分别为企业减负 351

亿元、168 亿元。

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制度，让人民

群众“老有所养”

一是完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制度。1998 年建立统一的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自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实行省级统筹。为

持续提高基金支付能力，确保企

业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按时足

额发放，按照国务院决策部署，于

2018 年建立基金省级调剂制度，

并于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实行基金

省级统收统支。在此基础上积极

贯彻落实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

建立地方财政补充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投入长效机制，明

确省与市县政府在养老金调标、

缺口分担、自行出台政策等方面

的支出责任。自 2005 年起连续 19

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财政

累计筹措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补助

资金 3342 亿元，参保人员从 2012

年的 1133 万人增加到 2023 年底的

2145 万人，增长 89.3% ；人均月养

老金水平由 2012 年的 1572 元提高

到目前的 3083 元，增长近 1 倍。

二是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制度改革。从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明确基

本养老保险费缴纳和基本养老金

计发办法，从制度机制上化解“双

轨制”矛盾。自 2016 年起连续 8 年

提高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水平。各级财政累计筹措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补助资金

1493 亿元，截至 2023 年底参保人

员达 405 万人，人均月养老金水平

由 2015 年底的 3352 元提高到目前

的 4458 元，增长 33%。

三是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2014 年起将新型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城镇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制度合并实施，建立

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逐步迈向法定人群全覆盖。建

立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梯次

缴费补贴机制、待遇确定和基础

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鼓励参保

群众早缴费、多缴费，稳步提高城

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建

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

助制度，填补城乡居民身故后无

丧葬补助的制度空白。制度整合

以来，各级财政累计筹措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补助资金 2063 亿元，

截至 2023 年底，参保人员达 5154

万人，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由制

度建立之初的每人每月 60 元提高

至 2023 年底的 128 元，增长 1.1 倍。

稳步提高困难群体救助标准，让

人民群众“弱有所扶”

一是稳步提高社会救助保障

标准。对困难群众格外关注、格外

关爱、格外关心，构建形成以城乡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

助供养、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等困

难群体救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救

助体系，进一步兜住兜牢基本民

生底线。建立困难群体基本生活

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省财政

累计筹措资金 1279.2 亿元，稳步

提高困难群体救助保障水平，实

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连续 12

年提高城乡低保标准，2023 年已

分别达到每人每月不低于 630 元、

440 元，比 2012 年 底 分 别 增 长 了

142.3%、252%，城乡低保保障标

准 之 比 从 2012 年 底 的 2.08 ：1 下

降到目前的 1.43 ：1，城乡保障水

平差距明显缩小。逐步将艾滋病

病毒感染儿童和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纳入保障范围，参照孤儿保障

发放基本生活费，分散和集中供

养孤儿基本生活养育标准分别达

到每人每月不低于 1050 元、1450

元，比 2012 年 分 别 增 长 了 75%、

45%。2016 年制定出台困难残疾

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政策，补贴标准较制度设立之

初每人每月不低于 60 元分别提高

到不低于 75 元。

二是支持提高老年群体服务

标准。2016 起，累计筹措资金 3.3

亿元，支持郑州、洛阳等 7 个地市

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项目，

提升居家养老服务能力。2019 年

起建立 80 岁以上老人高龄津贴制

度，累计筹措资金 12.7 亿元，支持

各地为 80 岁以上老年人发放生活

补助金，提高惠老助老水平。推动

完善财政支持老年人照护保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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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发挥财政资金激励引导作用，

2023 年起支持各地对经济困难失

能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接受集中

照护进行兜底保障，2024 年将老

年助餐服务纳入重点民生实事，

不断增进老年人福祉。

三是逐步提高优抚对象帮扶

标准。积极支持健全退役军人管

理和服务保障体系，实现连续 19

年提高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

支持解决 20.5 万人退役士兵社会

保险断缴问题。贯彻落实退役军

人安置财政补助政策，支持做好

退役军人困难帮扶、教育培训，以

及逐月领取退役金和自主择业军

转干部退役金发放等工作，推动

退役军人工作开创新局面。

全面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让

人民群众“病有所医”

一是健全完善多层次医保制

度。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项制度，

建立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全面做

实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实现

市域内基本政策、待遇标准等“六

统一”。推行按病组（DRG）和病

种分值（DIP）支付方式改革，调

节医疗服务行为、引导医疗资源

配置。建立门诊统筹和共济保障

制度，实行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方

便群众看病就医。累计筹措资金

4589.66 亿元，支持城乡居民医保

财政补助标准由 2012 年的每人每

年 240 元提高至 2024 年的 670 元，

增长 1.79 倍。同时，提高医保报

销比例，住院政策范围内报销比

例职工医保达到 80% 左右，城乡

居民医保达到 70% 左右。

二是增强医疗救助制度托底

功能。累计筹措资金 160.51 亿元，

支持实施分类资助参保，对参加

居民医保、个人缴费确有困难的

群众给予全额或定额资助，定额

资助标准由每人每年不低于 30 元

提高至 80 元。支持开展医疗救助，

对符合条件的群众给予住院和门

诊救助，其中，经居民医保、大病

保险支付后的政策范围内自付费

用，给予特困人员、低保对象和返

贫致贫人口分别不低于 90%、70%

的救助，有效减轻困难群众和大

病患者医疗费用负担。

三是加快公共卫生服务均等

化进程。为确保覆盖人数最多、覆

盖范围最广的基本公共卫生项目

顺 利 开 展，2012—2024 年，省 财

政累计筹措 551 亿元，支持人均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从 25 元提

高到 89 元，服务内容从 9 类拓展

为 28 类。连续 6 年将妇女“两癌”、

连续 7 年将新生儿“两筛”纳入全

省重点民生实事，宫颈癌、乳腺癌

早诊率分别达到 93% 和 64%，产

前筛查率、新生儿“两病”筛查率、

新生儿听力筛查率分别达到 2023

年的 65%、98%、97%，均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省财政累计筹措 140

亿元，支持稳步实施扩大国家免

疫规划策略，全省每年接种各类

疫苗约 4000 万剂次，国家免疫规

划疫苗接种率均达到 97% 以上，

结核病、艾滋病、肝炎等重点传染

病保持低流行水平，慢病防控、癌

症筛查等扎实推进。

四是稳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与高质量发展。出台《河南省医疗

卫生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基本形成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

政体制。先后开展两轮河南省省

属医院财政经费核拨机制改革，

将按照编制数核拨的方式改革为

按医院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分

配资金，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调

控引导与监督制约作用。2012—

2024 年，省财政累计筹措财政资

金 42 亿元和政府专项债券 92 亿

元，促成全省共落户五批 12 家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数量居全

国第一，15 个省医学中心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省级医疗服务能力

不断提升。累计筹措抗疫特别国

债资金 2.6 亿元，支持 60 个省级区

域医疗中心和 26 个省级区域中医

专科诊疗中心建设，省级医疗服

务能力不断提升。筹措政府债券

51.5 亿元，支持 105 个县（市）医

院提质升级。2022 年全省 105 个县

（市）人民医院全部通过“二级甲

等”医院评审，县级医院医疗服务

能力的基本标准、推荐标准达标

率在全国均排名第 4 位。2014 年省

财政开始设立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补助资金，累计筹措 75 亿元，支

持所有公立医院全部告别“以药补

医”。连续 7 年因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成效明显受到国务院激励表彰，

累计获得奖励资金 3500 万元 ；周

口市入选首批中央财政支持公立

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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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获得中央财政支持 5 亿元，全省

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

持续性的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正

在逐步建立。

五是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2012—2024 年，省财政累计

筹措 23 亿元，支持国家重点专科

建设，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机构、妇

幼保健机构、职业病防治机构等

服务水平，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

医共体建设 , 促进基层医疗资源互

通共享。截至 2021 年底，医疗卫

生机构从 2013 年 6.92 万个增加到

7.79 万个。省财政累计筹措 67.3 亿

元，支持先后实施农村卫生人才

培养“51111”工程和县级医院骨

干医师培养“515”、妇幼保健机构

骨干医师培养“512”、乡镇卫生院

实用人才培养“522”、基层医疗卫

生人才培养“369”等一系列计划。

截至 2022 年底，河南已累计培养

全科医生 5 万多人，平均每万人拥

有全科医生数已从 2019 年的 2.1

人提升到 3.08 人，每万常住人口

全科医生达到 2.53 人，平均每个

乡镇卫生院有 6 名注册全科医生。

累计筹措 42 亿元，对符合条件退

休村医每人每月给予 300 元的生

活补助，落实村医待遇保障政策，

历史性消除了乡村医疗机构和合

格村医“空白点”。累计筹措 4 亿

元，对每个村卫生室给予运营经

费补助，补助标准从 2022 年每个

3000 元 提 高 到 2024 年 每 个 6000

元，进一步促进村医队伍稳定。卫

生人力资源供给得到持续保障，

服务能力得到持续提升，医疗服

务质量和可及性得到明显改善。

六是加快推进中医药强省建

设。2012—2024 年，省财政累计筹

措 26 亿元，支持依托岐黄工程、

仲景工程等优质教学资源推进中

医特色人才培养，积极推广中医

药适宜技术，加强基层中医药服

务能力提升。截至 2022 年底，全

省共有中医医院 637 家，全省 85%

的乡镇卫生院和 80% 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都已开设中医馆，中医

类医疗机构数量、开放床位数和

中医医疗机构从业人员数量均居

全国首位。2023 年郑州市成功入

选首批中央财政支持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示范试点项目，全国仅

15 个，获得中央支持资金 2 亿元，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争

创国家医学中心建设取得明显进

展，河南省中医药科学院挂牌组

建，河南正从中医药大省向中医

药强省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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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知应会

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

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完善生育休假制度，建立生育补贴制度，提高基本生育和儿童医疗公共服务水平，

加大个人所得税抵扣力度。

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支持用人单位办托、社区嵌入式托育、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

把握人口流动客观规律，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促进城乡、区域人口合理集聚、有序流动。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

发展银发经济，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

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

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培育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健全公办养老机构运营机制，鼓励和引导企业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促进医养结合。

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

改善对孤寡、残障失能等特殊困难老年人的服务，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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