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社会保险中心

打好“减免缓”组合拳 为企业发展添活力

“实施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政策，有效缓解了

企业经营现金流难题，在企业复工复产和发展过程

中，给予很大的支持和信心。”我市受益企业如是说。

为应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造成

的影响，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对大型企业、中小微企

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险种单位

缴费部分阶段性减免的决定。市社保中心多措并

举，打出组合拳，确保惠企助企政策及时落实到位，

减轻企业负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为稳就业保民

生、保市场主体、营造良好社保营商环境作出了积

极努力，阶段性减免社保费的政策红利正转化为支

持企业复工复产、促进全市经济发展的动力。

截至9月底，为全市企业减免养老、工伤、失业保险共计19.68亿元，有效激活经济发展

降费减负力保市场主体

一拖集团是国家“一五”时期156个重点
建设项目之一，现有职工万余人。在这次疫
情防控中，该公司生产经营面临着巨大挑战，
停产期间人工成本压力大，稳定员工队伍任
务艰巨。市社保中心按照政策，对该公司今
年2月到6月的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减半
征收，使其成本直接降低2890万元。像一拖
集团一样，中铝洛铜、中信重工等数十家大型
企业也都享受到了阶段性减半征收社会保险
费的惠企政策，大幅降低了企业成本，为企业
复工复产、正常经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根据省人社厅印发的《关于阶段性减
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大
助企纾困力度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
险费用政策实施期限问题的通知》等文件
精神，从今年 2 月开始，对全市中小微企业
免征养老、工伤、失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
免征期限至年底；对大型企业养老、工伤、
失业保险等险种单位缴费部分减半征收，
减征期限至 6 月底。

减免保费助发展。市社保中心一边加
大对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政策知晓率，一
边积极和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共享数据提
高减免时效。截至 9 月底，3 项社保费合计
减 免 19.68 亿 元 ，其 中 养 老 保 险 费
180931.68 万元，失业保险费 10312.99 万
元，工伤保险费 5616.25 万元。按企业类型
分，免征中小微企业养老保险费 157281.44
万元，失业保险费 8620.49 万元，工伤保险
费 4684.48 万元；减征大型企业养老保险费
23650.24 万元，失业保险费 1692.5 万元，工
伤保险费 931.77 万元，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激发经济发展新动能。

缓缴保费释压力。截至目前，全市企
业共缓缴社会保险费 2970.7 万元。其中，
办理养老保险缓缴手续 63 家，缓缴金额
2758.11 万元，涉及职工 2.01 万人；办理失
业保险缓缴手续 60 家，缓缴金额 152.01 万

元，涉及职工 2.4 万人；办理工伤保险缓缴
手续 66 家，缓缴金额 60.58 万元，涉及职工
2.3万人。

援企稳岗保就业。随着政策的落地，企
业轻装上阵，复工复产加快推进。为应对疫
情影响，更好帮助企业渡难关、稳定就业岗
位，市社保中心加大失业保险稳岗补贴和应
急稳岗补贴返还力度。截至 9 月底，我市
2020 年普通稳岗补贴审核通过 2243 家，稳
定岗位人数 102043 人，涉及资金 6803.8 万
元；应急稳岗返还补贴资格审核通过398家，
稳定岗位人数81316人，涉及资金5.72亿元，
为稳就业、保民生奠定了基础。

“绿色通道”快退费。为做好阶段性减
免企业社保费政策出台前已缴费企业 2 月
份的退费工作，市社保中心主动与财政、税
务、人社、医保和银行等部门协作配合，多
部门联动开辟退费“绿色通道”，无须缴费
单位申请，退费金额经审定后直接退至企
业账户，确保第一时间将政策落实到位。
截至 6 月 15 日，全市养老、工伤、失业三个
险种 2 月份已征缴费用全部退还完毕。其
中，养老保险应退已退户数 6557 家，退款
金额 7931.97 万元；失业保险应退已退户数
6560 家，退款金额 442.22 万元；工伤保险
应退已退户数 6552 家，退款金额 202.17 万
元；医疗保险应退已退户数 9108 家，退款
金额 3770.13 万元。

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

为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发展，市社保
中心不断提升社保经办服务水平，凝心聚力
提升营商环境，得到广大企业和群众的好评。

——推出“一窗受理”经办服务。在市
民之家社保窗口实施“一窗受理”经办服务改
革，将服务大厅区域划分为咨询引导叫号、业
务办理、等候休息、自助办理、社保服务五大
功能区。根据大厅现有布局，设置了养老、工
伤、失业保险业务办理区，共10个服务窗口，
窗口按照“9+1”模式设置，B01~B09为“一窗
受理”窗口，统一受理经办事项，由大厅办统
一调配和管理，B10为临时中心工作预留服
务窗口，主要担负中心临时工作，包括现役军
人、残疾人、一次办理业务量大的企业服务事
项等职责。“一窗受理”经办服务改革，明确了
大厅办、各业务科室、综合服务岗的工作职
责，规范了经办服务事项名称，进一步完善了
工作人员行为规范，通过“前台统一受理，后
台分类审核经办”的服务模式改革，将社保受
理、经办、审核、复核分离，实现一窗通办下的
分类管理，切实解决参保单位和群众办事难、
办事慢、办事繁等问题。

——深入开展“服务质量提升年”活动。
根据河南省社会保险中心《关于在全省社
保经办系统开展“服务质量提升年”活动的

实施意见》，结合洛阳社保实际，制订了实
施方案。实施方案着眼解决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问题，从规章制度、经办流程、人
员素质、工作作风、风险防控等方面入手，
将各项任务按照各自职责分解到各相关科
室，逐项消除全市社保经办工作中的短板
弱项，经过一年努力，实现社保经办服务质
量突破提升。

——对社保领域基层政务公开目录进
行梳理并向社会公布。根据省政府《关于全
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通
知》和省人社厅《关于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险领
域基层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编制工作的通
知》要求，对基层社保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
包括的事项名称、内容、依据、时限、主体、方
式、渠道、公开对象等要素进行了认真梳理，
梳理出基层社保领域公共服务事项共51项，
即将在政府网站、政务服务中心、市（县、市）
区人社局和市社保中心网站进行公布，为社
保服务向基层延伸打好基础。

——推进社保政务服务标准化和政务
流程再造。为推进全省政务服务标准化和
政务流程再造及人社服务快办行动工作，提
升社保政务服务水平，省社保中心决定将我
市作为全省唯一试点城市，对全省社保经办
系统进行政务服务标准化和政务流程再造，
8月在我市举行了启动会议。政务服务标准
化和流程再造，按照省市县3个层级，完成了

社保业务清单最小颗粒化拆分工作，梳理了
各要素表，力求形成全省可复制、学习、参照
的可行性经验模板，促进工作精细落地。截
至10月中旬，拆分的156个事项已全部颗粒
化，形成了材料库、表单库、结果库，规程指南
已修订完毕，省大数据管理局正在对上报的
材料进行技术审核。再造工作完成后，全省
将以我市社保经办流程为模板，实现服务事
项精细化、要素模板化、指南标准化、办事场
景化，实现全省统一、跨区域通办。把洛阳社
保建设成全省社保经办服务省级示范中心，
对建设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产生积极推动
作用。

——抓好划型让更多企业受益。针
对有些行业的企业无法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进行准确分类，市社保中心对其采取比照
同行业、承诺背书等方法进行划型，让更多
企业能享尽享惠企政策。这一做法受到上
级肯定。

应保尽保稳固营商基础

市社保中心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秉持应保尽保、应享尽享的办事理念
为群众服务，不断扩大社保覆盖面。截至 9
月底，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
90.3 万 人 ，完 成 市 定 目 标 89.43 万 人 的
100.97%；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76.74万人，
完成市定目标 78 万人的 98.38%；失业保险
参保人数达 66.96 万人，完成市定目标 64.6
万人的103.65%。

今年 1 月至 9 月，全市共征缴社会保险
费 83.94 亿元，共支付各项社保待遇 163.15
亿元，其中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征缴
320231万元，待遇支出851004万元；机关事
业单位养老保险征缴181982万元，待遇支出
335529 万元；职业年金征缴 56608 万元；工
伤保险征缴 4360 万元，待遇支出 14024 万
元；失业保险征缴 17776 万元，待遇支出
80336万元等。各项待遇及时支付，有力保
障了民生，促进了企业的健康稳步发展。

优化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国
家已将前期出台的今年 6 月到期的免征中
小微企业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单位缴费部
分政策延长到年底，这将对保民生、保市场
主体等起到积极作用。全市社保经办机构
将继续积极落实国家政策，加大政策宣传力
度，进一步简化办事程序，让相关企业和个
人用足、用好国家的政策红利。”市社保中心
负责人表示，将减免政策的红利转化为支持
企业复工复产的动力，促进全市经济发展，
为加快建设副中心打造增长极发力都市圈
形成新引擎，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
的洛阳绚丽篇章作出更大贡献。 （罗社宝）

三大石窟在洛联展，既有
时代背景又有现实意义

在 20 日的学术沙龙上，敦煌研究院院
长、研究员赵声良的一句话，代表了三家石
窟研究院院长的心声，他说：“最近文物考
古工作受到社会各界关注，让我们感到责
任重大。”

“三大石窟首次联展在洛阳举办，既有
时代背景，又有现实意义。”龙门石窟研究院
院长、研究员史家珍说，去年 8 月和今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前往敦煌和云冈进行
考察，这对广大文物工作者是莫大鼓舞，也
为今后的文物工作指明了方向。

此次联展在洛阳举办，还有一个重要
的现实原因。史家珍说，无论是敦煌研究
院、云冈石窟研究院，还是龙门石窟研究
院，成立的时间都在半个世纪以上，一代代
文物工作者为保护、传承珍贵的历史文化
奉献了青春年华，也积累了许多学术成果，
这次联展，既让中外游客欣赏到了三大石

窟的精妙，也是一次学术成果的集中展示。
尤其是，今年是龙门石窟申遗成功 20

周年，借此机会向外界展示这些年来中国石
窟保护的一系列成果，顺理成章。

敦煌壁画装裱师，随队来洛
装裱壁画

虽然三大石窟举办联展的时机已经成
熟，但是那么多珍贵文物从遥远的西北和山
西运过来并不容易，敦煌研究院的布展领队
高万东押车千里而来，为了展品安全，吃住
都在车里。

敦煌研究院工作人员付华林介绍说，为
了这次展出，他们 9 月底就开始进场布展，
直到开展前一天晚上11时还在做最后的完
善。为了让展览呈现最好的效果，此次来洛
的还有敦煌研究院的壁画修复师、装裱师以
及讲解员。

本次敦煌展厅的策展人、敦煌研究院
艺术研究部部长娄婕，更是身先士卒，拿着
颜料盘，一点点对展品进行补色完善，精益
求精。

16日下午，记者在敦煌展厅看到，等比
例复制的第 285 窟里，一名壁画修复师和
一名装裱师正在补色。装裱师叫李小刚，
来自一个装裱世家，他的父亲李复在 19 岁
时，就已经是赴敦煌临摹壁画的张大千的
专职装裱师。3 年多时间里，李复跟着张
大千奔走在敦煌石窟间临摹壁画。张大
千临走时，想带走李复，但李复最后选择
留在了敦煌，这一留就是一生。李小刚和
哥哥继承了父亲的手艺，成了敦煌壁画临
摹不可或缺的装裱师。他已经在敦煌工作
20多年。

联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为
石窟文物展览蹚出新路子

在联展开展前三天，记者在洛阳博物馆
看到，三个展厅仍在紧张地布展，文物还没
有陈列出去。随后，记者从洛阳博物馆了解
到，因为展厅楼板承重的限制，本来一些计
划展出的体形比较大的石质造像，比如一些
高达两米的佛像此次无法展示。

对此，史家珍认为，这次龙门石窟的展
览还有提升空间，很多成果还没有展示出
来，接下来的时间里，龙门石窟研究院会对
展品进行调整，将更多的研究成果展示出
来，让广大中外游客不虚此行。

“这次联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史家珍说，它
为以后石窟文物的展览蹚出一条新路子。
今后，龙门石窟还会进行更多国内外的巡展，因
为此次展览的良好效果，已吸引很多国外的
博物馆向他们发出邀请，未来龙门石窟的文
物和最新研究成果，会继续走出去。

史家珍认为，此次三大石窟在洛联展也
是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数字化打破了石
窟原本作为不可移动文物的空间壁垒，让敦
煌、龙门、云冈三大石窟首次“聚首”。3D打
印技术更是让观者可以近距离触碰历史、
感受历史，浙江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
李志荣就称，此次联展的可能性是“数字化
带来的”。

数字化，让原本在野外、洞窟里的石质
造像文物，来到城市，拉近了公众与文物的
距离，也让人们感受到信息时代数字技术带
来的惊喜和美好。

记者 李砺瑾 实习生 尚渊椋 通讯员
王青茹

“丝路华光——敦煌、云冈、龙门石窟艺术联展”在洛举办

三大石窟首次联展缘何落户洛阳
18 日在洛阳博物馆开幕的

“丝路华光——敦煌、云冈、龙门石
窟艺术联展”引发社会关注，众多
中外游客前往参观。为了让大家
了解展出文物背后的故事，提升文
化自信，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今日
起，本报开设《走进三窟联展 感受
丝路华光》栏目，为您讲述这次联
展台前幕后的故事。

三大石窟首次联展缘何落户
洛阳？展出的精美文物是如何走
进洛阳博物馆的？这次联展又为
洛阳带来了什么？带着这些问题，
昨日，记者采访了本次联展主办单
位敦煌研究院、云冈石窟研究院、
龙门石窟研究院的相关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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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上午，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云冈
石窟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张焯，请他讲述此
次来洛展出的云冈石窟文物和展品背后的
故事。

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一脉
相承，通过这次展览联系更加紧密

记者：这是云冈石窟第一次来洛阳举办
展览吗？您希望洛阳的观众从中感受到
什么？

张焯：这次是云冈石窟文物首次来洛阳
展览。我希望洛阳的观众在参观完云冈石
窟的展厅后，能够感受到云冈石窟和龙门石
窟一样，都是世界艺术主脉的分支，是人类
共同的精神财富。

记者：这次展出的第13窟南壁七立佛
的原比例复制品，视觉冲击力很强，给人留
下了深刻印象。请问，为什么会选这件展
品展出？和龙门石窟的文物有没有什么
联系？

张焯：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造像大部
分是高浮雕作品，艺术价值极高。本次展出
的七立佛是北魏时期的造像，和龙门石窟北
魏时期的造像一样，都是褒衣博带。

记者：在上午的讲座中，您提到云冈石
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西式设计与中
式技艺是云冈石窟最大的特点。

张焯：是的，云冈石窟记录了印度及中
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
迹，反映出佛教造像在中国逐渐世俗化、民
族化的过程。其雕刻艺术继承并发展了秦
汉时代的传统，吸收融合了外来的艺术精
华，并对以后隋唐艺术的发展起到承上启下
的作用。云冈之后造像风格逐步中国化，就
是龙门模式，云冈和龙门1500多年前就有
莫大渊源，通过这次展览联系更加紧密了。

云冈学、龙门学，都很值得
创建和发展

记者：您在20日举行的敦煌、云冈、龙
门三大石窟研究院院长共话石窟保护研究

学术沙龙上，提到了云冈学，能否再详细介
绍一下？

张焯：这些年来，云冈石窟研究院深挖
云冈文化内涵，在文物、宗教、考古及维修保
护和生态保护等多方面开展研究，初步建立
了云冈学的学术研究体系。在此背景下，又
陆续出版了《云冈石窟编年史》《云冈石窟词
典》等作品。把这个体系放大，可以形成一
个新的学问，就像敦煌学一样，所以我认为
云冈学、龙门学，都很值得创建和发展。

记者：您在 20 日的龙门石窟保护研究
成果发布暨龙门石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二十周年学术交流大会闭幕式上提到，明年
是云冈石窟的大日子，能简单透露一下吗？

张焯：明年云冈石窟有三个大日子，第
一个是习近平总书记到云冈石窟考察一周
年，第二个是云冈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成功20周年，第三个是云冈石窟研究院成
立 90 周年，到时候我们会举办一系列活
动。全国的石窟寺是一家，我们也会邀请
龙门石窟、敦煌以及其他石窟寺，共同办好
这些活动。

通过数字技术，让文物“活”起来
记者：在这次展览上，云冈石窟和龙门

石窟都有不少数字化展品。浙江大学文化
遗产学院副院长李志荣认为“三窟联展是数
字化带来的可能性”，您如何看待？

张焯：从漫长的历史角度来看，已经
1500多岁的云冈石窟，风化乃至消失，似乎
不可避免。数字重生，对于石窟寺来说，是
非常现实甚至紧迫的议题。数字技术在文
物保护领域的作用有很多，首先就是真正让
文物“活”起来，从洞窟复制、3D打印到壁画
复制，对于有残损的洞窟，利用老照片、通过
最先进的数字技术，进行数字虚拟修复，再
现石窟艺术原貌。从这个角度来看，敦煌、
云冈、龙门三大石窟艺术联展，是数字化带
来的可能性。

记者 李砺瑾 实习生 尚渊椋 通讯员
黄超

2121日日，，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张焯接受研究员张焯接受
本报记者独家采访本报记者独家采访

云冈学和龙门学，都值得创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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