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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民民社社保保成成型型，，卫卫生生体体系系加加速速完完善善

2013年聊城市
全民社保体系初步
建成，各项社会保
险累计参保总人数
达到602 . 8万人次，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覆盖率达到99%。今
年1-11月份基金征
缴总额达到60 . 75亿
元，预计全年可达63
亿元。连续9年调整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月人均增
长待遇200 . 3元，初
步 建 成 了 统 筹 城
乡、覆盖全民的社
会保障体系。

2013年，全市卫
生系统将加快完善
覆盖城乡的基本医
疗卫生体系，实现
在山东西部卫生率
先崛起，打造冀鲁
豫三省交界医疗卫
生高地。

本报记者 孟凡萧 王尚磊

聊城市人社局工作人员介
绍，聊城市已经连续9年调整企
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月人均
增长待遇200 . 3元；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从每人
每月60元提高到65元，城镇居民
医保政府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
240元提高到280元，失业保险金
标准从每人每月630元提高到
730元，提高了一至四级工伤职
工和供养亲属待遇水平，人民群
众享受到了更多的实惠。

市人社局工作人员介绍，
近年来聊城市社保基金呈现快
速增长态势，据相关统计显示，
在2010年、2011年、2012年聊城

市社保基金征缴先后突破 3 0
亿、40亿、50亿元大关，今年1-
11月份基金征缴总额突破60亿
元，达到60 . 75亿元，预计全年
可达63亿元，实现了大踏步跨
越发展。全面启动事业单位参
加工伤保险工作，稳妥推进被
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工作，各项
社会保险累计参保总人数达到
602 . 8万人次，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覆盖率达到99%，初步建成了
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社会保
障体系。

据了解，在前年聊城市各
县(市区)均被纳入国家级新农
保试点，养老保险制度实现了

全市全覆盖，惠及城乡群众近
300万人，每年争取上级无偿补
贴资金4亿多元。2012年，局属
经办机构被国务院授予“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工作先进单位”
荣誉称号，市人社局被省委、省
政府评为“全省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工作先进单位”。

另外，经过一段时间的调
试、完善，在2013年年底聊城市
工伤保险医疗费联网结算系统
已进入正式运行。实现了工伤
保险经办机构与定点医院网络
架构的全面建立，能够为工伤
职工就医治疗提供方便快捷的

“一站式”服务。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率达99%

记者从聊城市卫生局获悉，
2013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经费标准提高到30元，新农合保
障水平进一步提高，人均筹资标
准达到350元，重大疾病医疗保障
范围扩大到20种，最高年补偿额
达20万元。基本公共卫生经费增
加投入144万元，基本药物制度由
按比例补助调整为按服务人口定
额补助，较上一年增加投入292万
元，以上三项投入市级年度总额
达到6484万元，增长18%。

2013年全市控制医药费用
成效明显，实施了“三控行动”，
医药费用增幅较2012下降23 . 8
百分点，药品收入占医药收入同
比下降1 . 12个百分点，成本支出
增幅低于去年6 . 58个百分点。惠

民医疗服务不断深入，“先诊疗
后付费”服务模式在县级以下医
疗机构全面实施，在部分市级医
疗机构开始推行，农村贫困家庭
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免费救治项
目已救治患儿90例，减免费用
333 . 9万元。

2013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经费标准提高到30元，扎实
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
施。新农合保障水平进一步提
高，人均筹资标准达到350元，重
大疾病医疗保障范围扩大到20
种，最高年补偿额达20万元。

聊城市卫生局推进县乡村
三级医疗卫生资源统筹配置，提
升县域医疗服务能力和县域内
就诊比例。进一步通过托管、支

援、协作等形式，推进县乡镇纵
向合作机制建设，探索县管乡
用、乡招村用卫生人才招聘方
式，加快建立“双向转诊，分级诊
疗”的医疗服务模式；进一步深
化农村卫生改革，巩固和完善乡
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增强农
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的整体功
能，更好地保障农村居民获得均
等化的公共卫生服务和安全、有
效、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服务；
进一步督导落实有关农村卫生
和乡村医生政策，积极探索乡村
医生养老制度，稳定乡村医生队
伍；加快县级医院建设，每个县
(市、区)至少有1所县级医院达
到二级甲等水平，到2015年力争
实现90%的大病不出县。

力争2015年90%的大病不出县

执法人员对药品机械等进行检查。(资料片)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鲁西人力资源中心举行的招聘会引了众多求职者。(资料片)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2013年，聊城市被国家体
育总局授予“2009-2013年度
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被
省体育局授予“山东省第三届
全民健身运动会健身优秀组
织奖”。

目前，在全市80%的乡镇
建有健身文化站或老年人健
身活动站，40%的行政村有活
动站点、有一支健身队；强化
了体育指导员培训工作。据统
计，目前，聊城市有社会体育
指导员7000余人；强化了大群
体网络格局。

记者 李军

◎体育健身

80%的乡镇
建成健身站

2013年全年，全市城镇新
增就业6 . 2万人，其中失业人员
再就业2 . 2万人，困难群体就业
5000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8 . 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控制在3 . 15%，优于年度控制目
标0 . 65个百分点；高校毕业生
就业率达到83%以上。

2013年聊城市新认定市
级创业孵化基地8处，省市县
三级孵化基地总数达到24家，
入驻企业387家，吸纳就业7090

人。大力扶持青年创业，聊城
市创业促进会(YBC聊城办)被
中国青年创业促进会、YBC全
国办授予“特殊贡献组织建设
奖”。 记者 孟凡萧

◎就业创业

城镇新增
6 . 2万人就业

2013年，聊城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创建食品安全示
范街、示范店，开展了学校周
边餐饮摊贩和学生小饭桌专
项整治工作。“厨房亮化”工
程有序进行，到目前，全市餐
饮单位厨房亮化单位已达730

多家。聊城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将提升食品药品监管
能力，建冀鲁豫三省交界食
品药品安全先行区。

记者 王尚磊

◎食品安全

建三省交界
食安先行区

聊城市第二届运动会开幕式在市体育场举行。(资料片)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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