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7月9日 星期四

人社聚焦
责编 汪莉 版式 胡辉 校对 灵珠

邮箱 wlgrrb@163.com

本期关键词：
社保转移 技能提升补贴

咨询一：如何在网上办理社保转移？
具体的操作流程是什么？

解答：可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

（http://si.12333.gov.cn/index.jhtml），注册后办理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转移接续业务，流程主要

是： 第一步“选地区”：选择“社保转移申请转入

地开通地区查询”，查询转入地是否开通网上申

请业务。第二步“办申请”：凡已开通服务地区，

您不用再开具《参保缴费凭证》，选择“社保转移

申请”，办理网上申请。第三步“查结果”：选择

“社保转移申请审核结果查询”，查询受理审核结

果。经审核符合转入条件的，将开启后续转移接

续流程。

咨询二：社会保障卡如何在参保地
换卡？

解答：根据关于《社会保障卡换领业务系统

功能上线试运行的通知》（皖人社网信〔2020〕4
号）要求，从 5月 1日起，社会保障卡换领业务系

统功能正式上线，前期因部分有本地卡管系统的

地市还在进行功能测试，将原办卡地审核“异地

注销”功能保留到 5月 15日，与新功能并行使用，

现已正式取消卡管系统“异地注销”功能，业务经

办人员可通过系统申请-补换卡菜单进行换领，

业务办理完成后，原社保卡功能自动注销。

咨询三：申领职工技能提升补贴渠道
有哪些？

解答：1.线下申领：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有

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到参保地失业保险经

办机构现场申领。

2.线上申请：通过

安徽阳光就业网上服

务大厅—个人办事—

技能提升补贴申请。

安徽千名人社干部进企业促就业
1-5月城镇新增就业28.1万人

今年 5月以来，我省人社部门按照国家人社部工作要求

和省委、省政府“四进一促”专项活动的统一部署，牵头开展

了“千名人社干部进企业”活动，上下联动、同步推进，广大人

社干部职工紧扣时间节点要求，深入企业、园区，积极宣传落

实稳就业、保居民就业政策，确保“四进一促”活动平稳开局、

有力推进。

2828..11万人端上了万人端上了““饭碗饭碗””

“千名人社干部进企业”活动开展以来，全省各级人社

部门 2500多名干部职工，深入 250多个园区、走访 8200多户

企业，用心用力开展服务，收集

就业政策落实、企业招工用工等

有关方面问题 1500 多个，当场

解决和协调解决问题 1380 个，

问题解决率为 92%，其余问题正

在协调解决之中。

线上线下招聘共同发力。

全省举办网络招聘会 874 场，

9460家企业共计提供 50.02万个

岗位；举办现场招聘会 1250场，

帮助企业招工6.8万多人。

人社部门将减负稳岗政策

送到了企业，落实就业补助资

金 8 亿多元；为 4.17 万户企业

返还失业保险费 8.02 亿元；发

放创业担保贷款 26.7 亿元。人

社部门支持建设的各类创业载

体为创业主体减免房租 5346
万元。

在全省人社干部职工的共

同努力下，今年1-5月，我省城镇

新增就业 28.1万人，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63万的44.6%。

分类帮扶全方位稳就业分类帮扶全方位稳就业

强化政策宣传
全省各级人社部门依托线下招聘会、通过深入企业走访

等方式，深入宣讲《关于应对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工作

若干政策》，通过印发宣传手册、推广“四送一服双千工程”手

机客户端、小程序和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利用电视、报纸、网

络等多渠道宣传解读当前稳就业的“干货政策”和服务保障

措施，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用工需求、社会保险、劳动关

系等方面情况和问题，推动援企稳岗政策落细落实。部分市

专门组织企业举办“四送一服”就业政策专题宣讲会，围绕稳

就业、人才引进、职业培训、失业保险和社保费征缴等方面进

行政策宣讲。

精准落实政策
省人社厅通过大数据手段，对赴小微企业就业的高校毕业

生和创办小微企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农民工、

退役2年以内的自主就业退役军人、建档立卡贫困劳动者，集中

发送就业政策手机短信2.2万条，政策落实直达基层、直达企业、

直达民生。同时，将符合政策的人员和企业名单分解至各市县，

由市、县人社部门通过入户走访、电话联系等方式，引导企业和

个人及时主动申请享受有关政策。

搭建对接平台
为缓解重点企业用工压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3月20日

以来，我省各地结合“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在安徽公

共招聘网搭建市县联动的网络招聘平台，结合“退役军人就业

服务月”“残疾人帮扶日”等主题活动，线下举办“2+N”招聘

会，多形式开展“送岗位、送政策、送服务”“助企业促发展、稳

就业保民生”等专场招聘活动，广泛收集企业用工信息，建立

企业岗位需求清单，全方位促进供需对接。5月12日－18日，

省人社厅与省国资委联合开展“全省国有企业招聘周”活动，

线上、线下、“空中招聘”同步进行，全省各地366家国有企业、

1745家其他类企业参加，提供就业岗位68791个。

重点帮扶扶贫车间
人社部门组织人员对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困难就业扶贫

车间进行摸排，掌握就业扶贫车间受疫情影响程度，督促落实

就业扶贫车间扶持政策；通过“企业订单周转池”、组织行业协

会订单调剂、外贸转内贸订单生产等方式，帮助就业扶贫车间

渡过难关，稳定发挥带贫减贫作用。截至6月20日，全省共认

定就业扶贫车间959个，吸纳劳动者就业31186人。

省人社厅下一步将精心组织开展“进校园”促就业活动，

会同教育部门抓紧组织“百名人社局长进校园”活动，宣讲就

业创业政策；组织“启明星”就业指导专家、创业指导师进校

园，加强职业指导和就业服务；联合举办就业创业政策视频

培训班，重点面向 2020届毕业班的辅导员，宣讲促进高校毕

业生就业创业政策和帮扶措施。持续开展“千名人社干部进

企业”活动，推动各地常态化组织人社系统干部职工深入企

业、园区宣传落实就业创业政策，协调帮助企业解决惠企业

政策落实以及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突出重点群

体持续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持续开展“百日千万网络招聘”

“职等你来、就在安徽”招聘活动，及时发布和定向推送岗位

信息，通过广播、网络等融媒体可视化方式开展人才招聘，促

进供需有效对接。有序恢复“2+N”等线下招聘活动，强化企

业用工服务，鼓励引导高校毕业生、专业技能人才等各类人

才就近就地就业。

1.到统筹地区工伤经办机构办理工伤医疗费、工伤康复费报销
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答：工伤职工或者用人单位与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结算工伤医疗

费用、工伤康复费用时，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1）工伤认定决定书；

（2）需要工伤康复的确认证明；

（3）协议医疗机构或者协议康复机构按照规定出具的诊断证明、

费用单据、费用清单和相关病案资料等。

2.申报工伤职工辅助器具配置费用时，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答：（1）工伤职工配置（更换）辅助器具申请表；

（2）配置辅助器具确认书；

（3）辅助器具配置票据；

（4）省、自治区、直辖市经办机构规定的其他资料。

3.办理工伤保险有关待遇时，哪些证明事项可以实行告知承诺制？
答：在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时，以下 4项证明实行告知

承诺制：

（1）与工亡职工关系证明；

（2）依靠工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的证明；

（3）在校学生提供学校就读证明；

（4）孤儿、孤寡老人提供民政部门相关证明。

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后，相关信息将通过政府部门间信息

共享等进行核验，如发现虚假承诺的，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1.公司没有为职工参加工伤保险，工伤待遇谁承担？
答：《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

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

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用人

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并补缴应当缴纳的工伤保险费、滞纳金后，由工伤

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支付新发生的费用。

2.职工受到事故伤害，谁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发生变化的，
工伤责任由谁承担？

答：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而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

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用人单位分立、合并、转让的，承继单位应当承担原用人单位的

保险责任；原用人单位已经参加工伤保险的，承继单位应当到当地经

办机构办理工伤保险变更登记。

3.发生工伤后，可以通过什么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
答：（1）劳动仲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与用人单位

发生工伤待遇方面的争议，按照劳动争议有关规定处理。

（2）行政复议。根据《行政复议法》规定，对受理决定或认定决定

不服的，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上级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复议。

（3）行政诉讼。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对受理决定或认定决定

不服的，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或者对工伤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自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1.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对工伤医疗（康复）费审核包含哪些内容？
答：（1）各项检查治疗是否与工伤部位、职业病病情相符；

（2）是否符合工伤保险“三目录”的规定；

（3）是否符合工伤康复诊疗规范和工伤康复服务项目的规定；

（4）省、自治区、直辖市经办机构规定的其他需要审核的内容。

2.在工伤待遇稽核监管中，发现骗取工伤保险待遇该如何处理？
答：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骗取工伤保险待遇，医疗

机构、辅助器具配置机构骗取工伤保险基金支出的，由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责令退还，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单位或个人作出哪些行为会被纳入社会保险严重失信人名单？
答：（1）用人单位不依法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经行政处罚后，仍不

改正的；

（2）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规参加社会保险，违

规办理社会保险业务超过20人次或从中牟利超过2万元的；

（3）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或社

会保险基金支出,数额超过1万元，或虽未达到1万元但经责令退回仍

拒不退回的；

（4）社会保险待遇领取人丧失待遇领取资格后，本人或他人冒

领、多领社会保险待遇超过 6个月或者数额超过 1万元，经责令退回

仍拒不退回，或签订还款协议后未按时履约的；

（5）恶意将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用于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约

定以外用途，或者造成社会保险个人权益信息泄露的；

（6）社会保险服务机构不按服务协议提供服务，造成基金损失超

过10万元的；

（7）用人单位及其法定代

表人或第三人依法应偿还社会

保险基金已先行支付的工伤保

险待遇，有能力偿还而拒不偿

还、超过1万元的；

（8）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的其他情形。

6月22日-23日，全省人社系统
窗口单位业务技能练兵比武晋级赛
在宣城市泾县顺利举行。全省各市
直属和县级共32个代表队128名选
手参赛。

比赛内容以人社部发布的2020
年练兵比武大纲和题库为基础，重
点涵盖就业创业、社会保险、人事人
才、劳动关系、综合服务标准规范等
方面内容，既强调应知应会,又注重
考察选手运用人社法规政策、业务
知识为民办事的能力水平。

经过紧张角逐，在省辖市直属代表队（A
组）决赛中，芜湖市代表队荣获团体一等奖，蚌
埠市、安庆市、阜阳市代表队荣获团体二等奖，
池州市、宣城市、铜陵市、六安市代表队荣获团
体三等奖。在县级代表队（B组）决赛中，金寨
县代表队荣获团体一等奖，南陵县、长丰县、临
泉县代表队荣获团体二等奖，马鞍山市花山
区、蒙城县、广德市、青阳县代表队荣获团体三
等奖。宣城市人社局荣获“特别贡献奖”。来
自枞阳县人社局的李婷婷等 32 名选手被授予

“晋级之星”称号。

安徽省工伤保险政策
系列问答（三）

经办服务篇

权益维护篇

稽核监管篇

我答
你问

省人社厅12333热线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