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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金堂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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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堂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 年部门预算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基本职能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法律、法

规、规章和方针政策，拟订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和

政策并组织实施。

（2）负责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管理；组

织实施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标准化建设。

（3）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负责行政机关公务

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综合管理；会同有关部门实施国

家荣誉制度和政府奖励制度。

（4）负责全县事业单位人事工作的综合管理，指导事业单位人事

制度改革；会同有关部门拟订事业单位人员、机关工勤人员的管理政

策并组织实施。

（5）牵头推进技术职称制度改革工作；负责人才管理工作，承担

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选拔和服务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县高技能人

才、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和激励政策；指导全县职业技能鉴定工作。

（6）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政策和安置计划；负责

军队转业干部教育培训、维稳、解困工作；负责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

部管理服务工作。

（7）会同有关部门拟订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收入分配和离退

休待遇政策并组织实施；建立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正常增长和

支付保障机制，拟订实施办法并监督实施；拟订全县企业工资指导线，

完善全县企业职工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8）拟订全县城乡社会保险发展规划和政策，建立统筹城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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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体系；贯彻执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和基础养老金

统筹办法；组织实施全县机关、企事业单位、城乡居民、被征地人员

相关社会保险政策。

（9）负责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基金及资金的管理；会同有关

部门制定全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和监督制度、预决算草案，并组织实

施；负责全县就业资金、社会保险基金预测预警和信息引导，制定应

对预案，实施预防、调节和控制，保持全县就业形势稳定和社会保险

基金总体收支平衡。

（10）拟订人力资源市场发展规划和人力资源开发、流动、引进

政策并组织实施，建立全县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促进人力资源

合理流动、有效配置。

（11）组织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开展

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综合政策、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创新实践

的研究；负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领域交流与合作工作。

（12）拟订全县统筹城乡就业发展规划和政策并组织实施；拟订

创业促进就业制度、就业援助制度，完善职业资格制度，建立面向城

乡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并指导实施；负责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

（13）牵头组织实施劳动合同制度、集体合同制度，完善劳动关

系协调机制；拟订禁止使用童工和非法使用女工、未成年工的特殊劳

动保护配套政策；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并组织实施农民工相关政策和规

划，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14）组织实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监察，依法查办相关案件；

负责劳动者维权工作，监督用人单位执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

策的情况，维护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承担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的行政执法工作；完善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制度。

（15）拟订引进国（境）外、县外人才和智力工作发展规划、计

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全县出国（境）人员培训工作。

（16）承办县政府公布的有关行政审批事项。

（17）承办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2018 年主要工作

2018年，金堂人社坚持以县委县政府关于“坚持淮州新城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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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全面提升城市品质”等六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为核心，全力推动惠

民生、促发展“两大任务”，提高站位、找准方位，着力打造“七个

人社”，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力促人民群

众享有更多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为奋力建设成都东北门户和

东成都主城区贡献人社力量。

1.坚持就业优先与产业发展统筹推进，打造服务人社。保障就业

前置服务，维护用工形势稳定。紧紧围绕全县重大工业项目和招商引

资项目建设，抓好岗位与项目衔接，在企业和劳动者之间搭建一座“连

心桥”，开通一列“直通车”，全力保障我县企业用工需求，全年为园区

企业引进和培养熟练产业工人 4200人以上、中高级技能人才 640人以

上。

2.坚持前移意识与精准办理齐头并进，打造效能人社。将涉众频高、

无经办风险的业务全部下沉至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切实方便群众办理；

逐步在所有乡镇基层服务平台配备自助服务一体机，利用自助一体机查

询、缴费功能，实现简单业务办理足不出村；努力保障我县“大拆迁”“大

园区”建设发展，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准确的政策支撑，确保被征地农

民社保待遇按时足额享受。

3.坚持任人唯贤与发展需求深度契合，打造聚力人社。成立县人

才招引专班，抽调人才工作相关部门业务骨干，集中精力抓好高层次、

急需紧缺人才引进工作；以人才为企业创新驱动源泉，全面落实我县

人才新政，扩大政策宣传面和影响力，针对我县通用航空、智能装备



7

制造、节能环保等重大产业，以“蓉漂人才荟”为契机，深入名企名校

招引紧缺型高层次人才。

4.坚持技能培训与产业转型相辅相成，打造技能人社。加快推动川

锅技校整体搬迁工程，整合我县技能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等优势

资源，着力打造“技能人才摇篮”的金字招牌；建立健全技能人才评价

机制，让技能人才始终感受到职业有规划、成长有希望，激发高技能人

才入驻金堂建功立业的原动力。

5.坚持平台建设与风险防控紧密结合，打造智慧人社。创建智能

医保监管平台。在全市率先创新研发医保智能监管综合服务平台，利

用云计算、大数据管理等技术手段，着力解决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

医保监管欺诈冒领风险等问题。开通“成都金堂人力资源市场”微信

公众服务平台，完善人社微信服务体系，给办事群众提供“微服务”、

实现“微互动”，进一步提升人社公共服务满意度。

6.坚持公平正义与维护稳定相得益彰，打造和谐人社。推动调解

职能下延，在充分发挥赵镇、淮口、竹篙、金堂工业园区四个基层调

解机构作用的基础上，探索更多乡镇建立基层调解机构，最大限度将

矛盾化解在基层一线；全面启动信用管理机制，实施《农民工工资“黑

名单”管理暂行办法》，落实好“黑名单”制度，配合做好企业劳动保障

守法诚信等级评价，维护健康稳定的劳动用工市场秩序。

7.坚持从严治党与凝魂聚力有机统一，打造廉政人社。深刻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党要管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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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治党这个根本保证，进一步提升党员干部“四个意识”；认真贯彻落

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活动，将新形势下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传

达到个人，切实提升精神区位，在全局上下形成“廉洁自律、真抓实干”

的干事创业良好氛围，为推进人社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纪律保障，

为建设成都东北门户和东成都主城区提供强有力的人社支撑。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1.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纳入金堂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 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

单位包括金堂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本级、金堂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监察大队、金堂县就业服务管理局、金堂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金堂县医疗保险管理局、金堂县人事和劳动争议仲裁院

2.人员情况

纳入 2018年部门预算人员 124名。其中：行政编制 22名，事业

编制 100名，工勤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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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金堂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 年部门预算

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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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8 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的总体说明

2018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2791.3万元。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

算当年拨款收入 2791.3 万元；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56.91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22.22 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04.64万元、农林水支出 373.91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233.61万元。

二、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金堂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2791.3 万元，比 2017 年预算数 2530.75 万元增加 260.55 万元，增长

10.29%，变动的主要原因是 2018年将职业年金缴费单位部分及人事档

案管理经费及公务员专技人员考核培训费纳入部门预算，同时 2018

年劳务派遣人员经费较 2017年有所增加。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 156.91万元，占 5.64%，社会保障和就

业（类）支出 1822.22万元，占 65.28%，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

支出 204.64万元，占 7.33%，农林水（类）支出 373.91万元，占 13.39%，

住房保障（类）支出 233.61万元，占 8.36%。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类）人力资源事务（款）行政运行（项）预算

数为 156.91万元，比 2017年预算数 177.47万元减少 20.56万元，下

降 11.58%，变动的主要原因是 2018 年人事管理经费减少.。主要用

于工资奖金津补贴、办公费、邮电费、培训费及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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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款）

行政运行（人社）（项）预算数为 740.16 万元，比 2017 年预算数

763.82万元减少 23.66万元，下降 3.09%，变动的主要原因是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管理经费有所减少。主要用于工资奖金津补贴、社会

保障缴费、办公费、水电费、邮电费、培训费、差旅费、接待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交通费用等。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款）

劳动保障监察（项）预算数为 47.91 万元，比 2017 年预算数 48.16

万元减少 0.25万元，与 2017年预算基本持平。主要用于工资奖金津

补贴、办公费及其他交通费用等。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款）

就业管理事务（项）预算数为 147.9万元，比 2017年预算数 147.05

万元减少 0.85万元，与 2017年预算基本持平。主要用于工资奖金津

补贴、办公费、邮电费、差旅费及其他交通费用等。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款）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项）预算数为 485.54 万元，比 2017 年预算数

480.12 万元增加 5.42 万元，增加 1.12%，变动原因是人员增加，相

应的人员经费增加。主要用于工资奖金津补贴、办公费、邮电费、

差旅费、印刷费、工会经费、接待费及其他交通费用等。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款）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项）预算数为 51.64万元，比 2017年预算

数 44.61万元增加 7.03万元，增加 15.75%，变动原因是人员增加，

相应的人员经费增加。主要用于工资奖金津补贴、办公费、邮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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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会经费。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款）

其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支出（项）预算数为 108.15万元，

比 2017 年预算数 63 万元增加 45.15 万元，增加 71.66%，变动原因

是劳务派遣人员增加，相应经费增加。主要用于亨通人力资源公司

派遣至我单位工作人员的相关经费。

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事

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预算数为 172.09万元，比 2017

年预算数 148.64万元增加 23.45万元，增加 15.77%，变动原因是国

家政策变化引起的人员经费增加及相应的社保缴费变动。主要用于

单位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

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事

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预算数为 68.83万元，比 2017年预

算数 0万元增加 68.83万元，变动原因是根据国家政策规定 2017未

将职业年金缴费支出纳入年初预算。主要用于单位按照规定标准为

职工缴纳的职业年金。

10.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

单位医疗（项）预算数为 14.20万元，比 2017年预算数 14.69万元减

少 0.49 万元，与 2017年基本持平。主要用于局机关按照规定标准为

职工缴纳的医疗保险。

11.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

医疗（项）预算数为 22.23万元，比 2017年预算数 20.64万元增加 1.59

万元，减少 7.7%，主要变动原因国家政策变化引起的人员经费增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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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社保缴费变动。主要用于局下属事业单位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

缴纳的医疗保险。

12.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其他行

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项）预算数为 144.10万元，与 2017年预算数

144.1万元相同。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离休干部医疗费。

1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其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款）

其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项）预算数为 24.11万元，比 2017

年预算数 6.69万元增加 17.42万元，增加 260.38%，主要变动原因是

国家政策变化引起的经费增加。主要用于全县军队转业干部医疗保

险缴费。

14.农林水支出（类）农业（款）对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任职补助

（项）预算数为 373.91万元，比 2017年预算数 378.19万元减少 4.28

万元，减少 1.13%，主要变动原因是村大生数量较 2017年有所减少，

导致经费减少。主要用于全县村大生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本医疗

保险缴费及工伤生育失业保险缴费。

15.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预算数为 233.61万元，比 2017年预算数 93.57万元增加 140.04万元，

增长 149.6%，主要变动原因是国家政策变化引起的人员经费增加。

主要用于单位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三、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金堂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1984.15万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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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经费 1184.17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绩效工资、住房公积金；

公用经费 398.19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费、电费、

邮电费、差旅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工会经费、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01.79万元，主要包括：生活补助、奖励金、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四、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

2018年预算未安排因公出国（境）经费。

（二）公务接待费

2018年预算安排 6万元，较 2017年预算减少 11万元，下降 64.7%，

变动的主要原因是继续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市“厉行节约”

相关规定和要求，持续缩减“三公”经费。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金堂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定车编 5辆，目前实际车辆保有

量为 5 辆。2018 年预算安排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0万元，较

2017年预算减少 7万元，下降 25.92%，变动的主要原因是继续严格执

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市“厉行节约”相关规定和要求，持续缩减“三

公”经费。

2018 年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0 万元。用于 5 辆公务用车燃

油、维修、保险等方面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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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8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及变化情况的说明

金堂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 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

拨款安排的支出。

六、2018 年预算收支及变化情况的总体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金堂县人社局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

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包括：一般

公共服务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农

林水支出、住房保障支出。金堂县人社局 2018年收支总预算 2791.30

万元，比 2017年预算数 2530.75万元增加 260.55万元，增长 10.29%，

变动的主要原因是 2018 年将职业年金缴费单位部分及人事档案管理

经费及公务员专技人员考核培训费纳入部门预算，同时 2018年劳务派

遣人员经费较 2017年有所增加。

七、2018 年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金堂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 年收入预算 2791.3 万元，其

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2791.3万元，占 100%。

八、2018 年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18年部门预算本年支出总计 2791.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预算

1984.15万元，占 71.08%；部门项目支出预算 807.15万元，占 28.92%；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金堂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履行一般行政管理职能、维

持机关日常运转而开支的机关运行经费，合计 398.19万元。

（二）政府采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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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金堂县人社局未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2018年，金堂县人社局共有车辆 5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5辆。

2018年部门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及单位价值 200万元以上大型设

备。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18年金堂县人社局无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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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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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堂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 年部门预算名词解释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县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一般公共服务（类）人力资源事务（款）行政运行（项）：指人

事局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行、开展日常工作的基本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款）

行政运行（人社）（项）：指人社局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行、开展日常

工作的基本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款）

劳动保障监察（项）：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监察大队为保障机构正

常运行、开展日常工作的基本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款）

就业管理事务（项）：指就业服务管理局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行、开展

日常工作的基本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款）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项）：指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医疗保险管理局

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行、开展日常工作的基本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款）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项）：指劳动和人事争议仲裁院为保障机构

正常运行、开展日常工作的基本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款）

其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支出（项）：指其他用于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方面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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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事业

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指按照规定标准由单位缴纳的基

本养老保险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事业

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指按照规定标准由单位缴纳的职业年

金支出。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

位医疗（项）：指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行政单位基本医疗保险支出。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

疗（项）：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支出。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其他行政

事业单位医疗支出（项）：指其他用于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方面支出。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其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款）

其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项）：指其他用于医疗卫生与计划

生育方面的支出。

农林水支出（类）农业（款）对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任职补助（项）：

指按规定对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任职的补助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指单位按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曰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

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

标所发生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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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县

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

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

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

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

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

出。

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含所有单位的公用经费

及行政（参公）单位的运转类项目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

费、差旅费、会议费、劳务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

及其他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