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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人社局实施就业与社保同步精准扶贫

““输输血血加加造造血血””，，帮帮他他们们增增收收、、脱脱贫贫
文/图 本报记者 贾凌煜 通讯员 郭召利 张磊 季昌栋

贫困人口学会一门技能，往往就能脱贫致富；贫困家庭实现一人就业，往往就能全家脱贫。截至
2015年底，济宁市农村贫困人口有23 . 89万人，其中因缺资金、缺技术致贫的有劳动能力贫困人口有
7 . 65万人，总量较大、分布零散。为此，济宁市人社局实施就业与社会保障精准扶贫，通过落实积极的
就业政策，健全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对贫困人口是“输血”加“造血”，增强贫困人口的自我发
展能力，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人口持续增收、稳定脱贫的问题。

一人学会技能

带动全家脱贫

近日，济宁市人社局组织
小麦、蔬菜、养殖及林业专家
和卫生医疗队，来到曲阜市吴
村镇郭店村开展送农技、医疗
入户活动。自该局选派的第一
书记程连振进村后，像这样着
眼于推动产业发展、提高农村
医疗水平的实事办了不少。

“程书记来俺村包村以
后，办了两次培训班，为蔬菜
种植大户办了贴息贷款10万
元，使他扩大了种植规模。三
月份又给精准扶贫户弄来的
将近3000只芦花鸡(种苗)。启
动了连心桥、连心路建设。”郭
店村党支部书记郭安柱说。

郭店村技能培训是济宁
市人社局就业扶贫的一部分。
扶贫先要扶智，从根本上破解
贫困问题，让贫困家庭走出代
际传递的恶性循环，加大培训
是根本之策。济宁市人社局将
技能培训班办到乡镇、村居，
让具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学习
技能的扶贫对象就近就地接
受免费培训。各县市区采取

“技能培训田间课堂”、“培训
大篷车下乡”等形式，让贫困
人口至少掌握一门生产技术
或劳动技能。

扶贫对象有了技能，就业
岗位怎么办？对此，人社部门
会同多部门筹集就业岗位和
公益性岗位信息，按月编发

《精准扶贫专场招聘会进乡镇
时间表》，依托乡镇政府将时
间表送到有就业需求扶贫对

象家中，确保到户到人。向具
有劳动能力并有就业脱贫意
愿的扶贫对象推荐就业岗位
信息，实现就近就地就业，直
到完成辖区内就业脱贫任务。

创业扶贫潜力巨大。济宁
市人社局实施创业助推脱贫，
对有创业意愿的扶贫对象，降
低贷款申请门槛，2万元以内
的创业贷款实行免担保、免抵
押，对有担保抵押能力的扶贫
对象，给予个人最高15万元的
创业担保贷款，两年内政府给
予全额贴息。自6月起，县市区
人社部门每月定期向辖区内
具有创业意愿的扶贫对象提
供创业项目推介、开业指导等
服务，对符合条件的扶贫对
象，做到应贷尽贷。

纳入医保范围

提高报销比例

听说专家义诊要开在村
委大院里，郭店村的村民可高
兴了，一大早就来到院里等
候。经过检查，不少人患有多
种急、慢性疾病，尤其是扶贫
对象，因掏不起医药费，并不
愿意主动到医院接受治疗。

为减轻扶贫对象医药负
担和心理压力，济宁市人社局
决定将扶贫对象全部纳入居
民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并建立
准入退出机制。同时，建立慢
性病定期鉴定制度，为患有基
本医疗保险政策规定的慢性
病(甲、乙类)扶贫对象及时进
行鉴定。如果扶贫对象需要住
院治疗，纳入医保范围后，享
受降低医保起付标准，提高报

销比例政策。
具体来说，扶贫对象参加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
部分，由县市区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向同级财政部门统一申
报，同级财政部门按规定给予
全额补助。已脱贫的扶贫对象，
根据县市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办公室确定的脱贫人员名单，
由县市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
社会保险信息系统中注销扶贫
对象的标示。新增的扶贫对象，
经县市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
公室确认后，由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在社会保险信息系统中标
示新增扶贫对象的基本信息。

2016年1月起，甲类病种随
时鉴定，乙类病种每季度鉴定
一次。对患慢性病病情较重或
行动不便的，工作人员可到扶
贫对象家中进行鉴定。鉴定结
论公示无异议后，对符合条件
的发放《慢性病医疗证》。鉴定
符合享受慢性病医疗待遇条件
的扶贫对象，选择本县市区一
家定点医疗机构作为门诊慢性
病就医的定点医院，凭到定点
医疗机构就医。医疗费用实行
联网结算、即时报销，个人只交
纳应负担的费用。

经鉴定为慢性病的扶贫对
象在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医，
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起付标准
由原来的500元降为200元；报
销比例提高10%，即甲类病种
报销比例由原来的70%提高到
80%、乙类病种由原来的60%
提高到70%。扶贫对象在一、
二、三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医
疗保险基金支付的起付标准由
原来的200元、500元、1000元分

别降为100元、300元、500元；医
疗费报销比例提高10%，即由
原来的80%、70%、55%分别提
高到90%、80%、65%。

经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
扶贫对象个人负担的政策范围
内医疗费，在省规定的大病保
险起付标准以下的部分，按
50%的比例报销；起付标准以
上的部分由大病保险基金报
销，每段报销比例提高5%；一
个年度内，大病保险最高支付
限额由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

继续跟踪服务

避免再次返贫

自实施就业与社会保障精
准扶贫以来，济宁人社系统摸
清了全市贫困户就业状况，全
市共有就业扶贫对象10936人，
其中有技能培训需求的5883
人。建立了扶贫对象帮扶台账，
结合乡村特色产业和家庭服务
业发展，培训扶贫对象2159人。
推荐扶贫对象就业3106人。“免
担保、免抵押”创业担保贷款支
持精准扶贫政策在汶上县进行
试点。目前已为12名扶贫对象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9万元，实
现了变“输血”为“造血”。

全 市 因 病 致 贫 的 共 有

48350户、99213人，已参保未
享受财政补助的有18361人。
目前，全市因病致贫人员全部
纳入医保范围，2298名扶贫对
象鉴定为门诊慢性病，享受不
住院也报销医疗费的待遇。

为了不让扶贫对象再次
返贫，技能培训结束后，对有
就业意愿的扶贫对象，人社部
门将提供不少于10条就业岗
位信息。同时，加强招聘会后
跟踪服务。县市区人社部门按
季会同乡镇政府对有培训、就
业脱贫需求的扶贫对象逐户
回访，对通过技能培训或参加
专场招聘会成功就业脱贫的
扶贫对象，做好跟踪服务；对
因年老体弱、就业能力相对较
弱仍未实现就业的扶贫对象，
通过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对
无法参加技能培训或专场招
聘会的扶贫对象，提供不少于
10条就业信息。对吸纳扶贫对
象就业的企业，按规定给予社
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

今后，济宁市人社局还将
加大公益性就业岗位开发力
度。会同有关部门加大环卫保
洁等公益性岗位开发力度，对
年老体弱、就业能力相对较弱
的扶贫对象，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进行托底安置。

济宁

市人社局

组织专家

进 村 义

诊。

济宁市人社局围绕精准扶贫，组织专家送技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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