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年满 16 周岁（不
含在校学生）且男未满 60 周岁、女未满
55 周岁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
单位参加社会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
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
两种制度可选择：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户籍地参加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目前，我省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
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户籍限制，
灵活就业人员可选择在户籍地或就业地
参保。

选择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由个人承担。相关人员可以在本省
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60%至 300%之间选择适当的缴费基数，
缴费比例为 20%，可按月、按季、按半年、
按年等缴费。比如，2023 年度我省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个人月缴费基数的上限为
19314 元，下限为 3863 元。当年灵活就
业 人 员 最 高 缴 费 每 月 为 19314 × 20% =
3862.8 元/人 ；最 低 缴 费 每 月 为 3863 ×
20%=772.6元/人。

灵活就业人员可根据个人情况灵活

选择中断或恢复缴费，前后缴费年限合
并计算，不会因中断而减损权益。

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达到法定
退休年龄，且满足最低缴费年限条件的，
可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享受的待遇与企
业职工一样。这意味着，在缴费基数、缴
费年限等因素相同的的情况下，灵活就业
人员享受的养老待遇与企业职工是一样
的，待遇水平不会因费率不同打折扣。

选择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方式按年、按档次缴纳，缴费档次按
照当地人社部门公布数额为准。在山
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共 10个档次，
个人缴费从 200元到 5000元不等。已参
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居民，均可
在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地参加补充养老保
险。补充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
设五个档次分别为 200 元、500 元、1000
元、2000元、5000元。

灵活就业人员无论参加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还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选择的缴费基数越高、档次越高、缴
的年限越久，个人账户积累也越多，符合
领取待遇条件后，每月领到的养老金也
会相对越多。

民生支出只增不减，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强化政策支持 今年山西财政这样发力
民生支出只增不减，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公共服务水平……1月16日，2024

年全省财政工作会议在太原召开，全面盘点2023年财政工作，研究部署2024
年重点任务，全面动员全省财政系统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拼搏进取，为
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贡献财政力量。

记者在会议现场了解到，作为要素保障部门，服务保障重大战略始终是财
政义不容辞的责任使命。2024年，我省将强化政策支持和财力保障，全力推动
经济工作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据悉，我省将全力支持实施“建高地、

兜网底、提能力”强医工程，并将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补助标准提高，推动健全公共卫
生体系。完善医疗卫生保障制度，扎实推
进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加强
医保基金监管，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控
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着力减轻群众看病
就医负担。支持新建改造城镇社区养老工
程、农村区域养老中心，提升改造农村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为全省 80周岁以上老年
人发放高龄津贴。下达资金重点支持海绵
城市建设、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城市生
活垃圾分类、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改造等,着
力改善城市人居环境。

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可以这样办
对于不少灵活就业者来说，岁末年初都会盘算社保缴纳，在

工作地点缴还是回老家缴？经济紧张能不能暂时停缴社保？
就此，1月 17日，记者从太原市人社部门了解到灵活就业人

员参保的相关问题，帮助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缴费心中有数。

办理渠道方面，线上线下都能办。线上
可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
社 政 务 服 务 平 台 、电 子 社 保 卡 、掌 上
12333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或者民
生山西、三晋通 APP 等省级渠道，轻松办理
参保登记。线下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居住证）
或社保卡等材料，到当地社保经办机构、社银
合作网点、能够办理参保的街道（乡镇）便民
服务中心等地办理参保手续。

遇到参保缴费、关系转移、待遇申领等各
方面的问题，可通过社部门和社保经办机构
官方网站、本地 12333热线进行咨询，或者到
就近的社保经办机构、便民服务中心、社银合
作网点现场咨询。

人社部门提醒，切记不要轻信非官方信
息和渠道，不轻信社会机构可代缴等谣言，谨
防上当受骗。 （武佳）

本版稿件均据《山西晚报》

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有两种选择

教育科技一体化发展教育科技一体化发展
我省将支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作为塑造

发展优势的着眼点，强化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
支撑，推动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

今年中央财政将继续加大教育投入，省市县三级都
要加大投入力度，多渠道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提
高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水平，继续推进薄弱环节改善与能
力提升，支持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加快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支持改善县域普通高中基
本办学条件，促进优质特色发展。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支持职业本科学校和“双高计划”学校率先发
展。做大做强高等教育龙头，继续安排资金，纵深推进
高等教育“百亿工程”。落实好学生资助政策，保障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落实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科技成果转化税收减免、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优惠政策，
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成为创新主体。继续支持怀柔
实验室山西研究院、“晋创谷”太原先行区、大同中关村
科技园等高水平创新平台发展建设，强化基础研究和前
沿技术攻关。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优化财政科
研经费管理、科技成果转化等体制机制，持续深化“揭榜
挂帅”“赛马制”“包干制”和“里程碑制”改革。用心用情
落实人才待遇、优化人才服务，妥善解决住房安居、子女
入学、配偶就业等问题，吸引汇聚更多优秀人才。

激发消费活力激发消费活力

今年，我省将把稳投资、促消费作为扩大有效需求的
支撑点，加快拉动经济回升向好。特别是在激发有潜能的
消费方面，落实好国家及我省恢复和扩大消费的系列政
策，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提振新能源汽车、家电等大宗消
费，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支持培育壮大新型消
费，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积极支持培
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
增长点。结合实际研究出台消费补助、消费信贷、门票优
惠、企业奖补等扩大消费政策，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民生支出只增不减民生支出只增不减

2023年，全省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七成
多。今年，我省将坚持民生支出只增不减，兜底线增福
祉，坚决打好全省民生事业“保障仗”，始终把人民放在
心中最高位置，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把心系群
众、情系百姓体现在财政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及时回应
群众合理诉求，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把好事办好。

拓宽就业渠道拓宽就业渠道

2024 年，我省将实施好就业优先政策，大力拓展
市场化就业渠道，统筹运用税费减免、社保补贴、贷款
贴息等政策，多渠道支持企业稳岗扩岗个人创业就
业。抓好高校毕业生、很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
业，支持国有企业扩大高校毕业生招聘规模，稳定扩大
基层服务项目招募规模。支持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
训，围绕重大项目、重点产业实施订单式、项目制培训，
不断提高技能人才比重。支持扩大以工代赈吸纳困难
群众就业规模，做好对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
庭、残疾人等困难人员就业的兜底帮扶。

线上线下
都能办理参保缴费

支持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
设。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把握城乡关系，全力
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进一步推动转移支付、要素配置等与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全力支持统筹推进
县城产业配套设施提质增效、市政公用设施
提档升级、公共服务设施提标扩面、环境基础
设施提级扩能，拓展优化县城生产、生活、生
态空间。支持推进县城道路、供水、排污、供
热、燃气、通信、充换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
教育、医疗、文体、就业等公共服务设施，提升
县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和引领县域城镇化发
展的能力，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持
推进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公共服务向乡村
覆盖，完善县乡村寄递物流体系，促进发展要
素、各类服务更多下乡。

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

支持山西中部城市群发
展，健全一体化发展协调机
制，推动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生态环境、治理体系高效
协同联动。安排资金支持太
原加快建设国家区域中心城
市，充分发挥好战略牵引、龙
头带动作用。支持大同打造
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
堡。继续实施对县级和开发
区、转型综改示范区财政奖
补政策，支持县级和开发区
高质量发展。

（张磊）

推进区域推进区域
协调发展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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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我省将坚持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

牵引，通过加大一般公共预算投入、调整支出结
构等方式，今年预计统筹资金支持全省建设精品
示范村、提档升级村。同时，对践行“千万工程”
经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效明显的市县进行奖
补，积极保障粮食安全，稳定实施种粮农民补贴
政策，支持大豆油料作物扩种，加大农机购置补
贴支持力度，适当提高高标准农田财政亩均投入
标准，确保全省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稳定。坚持
产业兴农、质量兴农，支持有机旱作农业发展、农
业全产业链建设、一二三产业融合等，不断完善
联农带农机制，带动农民持续增收。

拓宽就业渠道拓宽就业渠道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