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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快读

我市被省委评为学习实
践活动先进单位

本报讯 我市作为全省第一批学习实
践活动省辖市，被省委评为先进单位，并在
全省转段动员会上作了典型发言。据悉，为
确保我市第一批536个单位高质量完成学习
实践活动，我市派出了 10个指导检查组，按
照“认识从重、标准从高、方案从细、运作从
实、指导从严、效果从好”等方面，确保活动
扎实有效开展。同时，组织部还成立了 5个
巡查组，集中开展动态巡查、重点抽查。

晚报记者 孙娟 通讯员 郭春淼

省政府公布第三批历史
文化名镇名村
17个村镇入选，巩义市康店镇名列其中

本报讯 经省政府批准，第三批河南省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评选结果昨日揭晓，此次
我省新增 9个历史文化名镇和 8个历史文化
名村。其中，郑州市巩义市康店镇荣膺河南
省历史文化名镇称号。省政府要求，要切实
加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和规划建设工
作,认真编制和完善保护规划，严禁在历史文
化名镇名村乱拆乱建和盲目开发。

第三批历史文化名镇：郑州市巩义市康
店镇；安阳市林州市任村镇；安阳市滑县道口
镇；许昌市襄城县丁营乡；漯河市舞阳县北舞
渡镇；平顶山市郏县冢头镇；信阳市固始县陈
集乡；商丘市永城市陈官庄乡；商丘市睢县后
台乡。

第三批历史文化名村：洛阳市嵩县田湖
镇程村；鹤壁市山城区鹿楼乡大胡村；濮阳市
清丰县双庙乡单拐村；平顶山市郏县薛店镇
下宫村；平顶山市郏县茨芭乡苏坟村；平顶山
市郏县茨芭乡姑嫂寺村；平顶山市鲁山县仓
头乡仓头村；信阳市固始县武庙乡锁口村。

晚报记者 裴蕾 实习生 李楠

□晚报记者 辛晓青

本报讯 由于停产、开工不足，企业暂时
无力缴纳社会保险费，可缓缴各项社保费用，
缓缴期间的滞纳金也将全部免除。昨日，省劳
动和社会保障厅纪检组长汤正德接受采访时
表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将创新政策，帮助
那些因金融危机而受到暂时性影响的企业渡
过难关。

困难企业可缓缴社保费
汤正德表示，当前的经济形势对各类

用工主体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省劳动和
社会保障厅将调整政策为企业降压减负。
首先，用人单位由于停产、开工不足等原
因，暂时无力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可以
和劳动保障部门签订缓缴费协议，缓缴基
本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等
各项社保费用。经劳动保障部门确认后，

各类用工主体在缓缴期间的滞纳金也将全
部免除。对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2009 年
暂不提高养老保险缴费基数比例，仍按当
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80%～200%
的范围内自行选择。

对困难企业降低医保基数
在医疗保险基金结余超过上年基金收入

30%以上的统筹地区，对无力参保的国有、集
体困难企业、已经参保暂时缴费困难的企业，
可向当地劳动保障部门提出申请，医疗保险
暂按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60%作
为缴费基数，帮助困难企业参保和续保。对
退休人员超过在职职工 30%以上、一次性缴
纳风险过渡金困难的企业，可根据采取分期
缴纳风险过渡金或适当降低风险过渡金的标
准来缴。具体比例由各省辖市根据当地基金
累计结余情况确定，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不
做统一规定。

提取10%失业保险培训员工
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还将积极研究失业保

险在减轻企业负担和支持困难企业渡过难关方
面的政策措施，希望通过提高失业保险基数用于
促进再就业资金的使用效益。对于按规定参加
失业保险缴纳失业保险费、连续2年未裁员或3
年内申请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不超过职工总数
5%的企业，安排职工培训减少裁员的，可申请使
用不超过原企业在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费10%
的转岗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补贴，补贴资金从失
业保险基金的职业培训补贴中列支。

工资延期须工会、职代会同意
在不违背最低工资规定的前提下，因受经

济形势影响生产困难的企业，可以适当缩短职
工工作时间或者采取轮换工作办法，增加职工
学习培训时间。确因困难无力支付职工工资
的，征得本单位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同意，
可延期支付职工工资，延长期限不超过6个月。

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出台政策帮企业渡难关

两年未裁员,可拿10%失业保险培训员工

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 18 日发布报告指
出，东部地区有望到2012年基本实现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目标，东北和中部地区有望在2015年
至2017年基本实现，西部地区则任重道远。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四
大区域实现全面小康程度均有上升，但仍存在
一定差距。东部地区遥遥领先，东北地区紧跟
其后，中部地区势头较好，西部地区有待提高。

监测显示，2007 年，东部地区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实现程度由 2000 年的 64％上升到
81.3％，实现全面小康程度和提升幅度都居四
大区域之首。

东北地区全面小康的实现程度从 2000 年
的 60.7％提高到 2007年的 74.8％，仅次于东部
地区。得益于振兴东北政策，从2006年以来发
展速度明显加快，有望在2015年左右基本实现
全面小康。

中部地区发展基础不如东部、东北地区，但

近年来发展势头可喜。全面小康实现程度从
55.8％上升到 70.3％，但比东部滞后 4 至 5 年，
比东北滞后 2至 3年，有可能在 2017年左右基
本实现全面小康。

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较差，近
年来国家加大了开发力度，全面小康实现
程度从 52.3％上升到 64.6％，比其他区域滞
后了 2 至 6 年，有可能到 2023 年基本实现
全面小康。

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

东部有望2012年全面小康
东北和中部有望2015年至2017年实现，西部可能到202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