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老保险工作总结汇报材料(实用5篇)
年终总结是一个高效的学习方式，通过总结过去的工作经验，
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小编收集了一些有关保险工
作总结的范文，希望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的思路。

养老保险工作总结汇报材料篇一

安全村为全面做好我村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保障全
村村民特别是老年村民的基本生活，实现全村村民人人“老
有所养”的目标，经过全村干部（包括各小组长、村民代表
和党员）的共同努力，在短短的一周多时间内，已提前超额
完成344人的参保任务，一次性交费人员77人，总缴费873282
元，其他人员267人，总缴费213738元，合计总参保金
额1087020元。

一、统一思想、加强领导首先是组建领导班子，由沈锡根同
志为组长，华根洪为副组长，其中班子成员和会计为组员的
领导小组。

1、及时召开领导小组会议，认真细致分析和领会镇里会议精
神，对几个文件内容及相关政策进行解读，使班组成员都能
领会和了解，便于熟悉工作。

2、建立三个工作小组，村干部领导各小组成员。分别担任三
个小组的组长，村民组长为组员，同时制定相关激励政策，
调动工作小组积极性和进取性。

二、层层发动，做好宣传通过上面三种关系，及时召开党员、
组长、村民代表会议，由领导小组组长，对这次社会养老保
险做法，进行作动员，造声势，把镇、村二级会议精神，及
时进行贯彻和传达。

1、三个小组全体成员召开第二次会议，再度贯彻这次会议主



要精神，并落实激励政策。

2、开好广播会，再次在全村范围内对推动这项工作进行宣传
和之前动员。

三、分片包干，落实到户三个小组，每个组包干7个小组。

1、对片区农户及家庭人员劳动力资源分布状况作到心中有数，
对症下药。

2、劳动力资源登记，及做好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有机结合，
左右开弓。

四、落实到位，责任到人每个小组，根据小组大小，分配一
定人数参加保险。

1、从我做起，从自己做起，班组人员必须自己带头，自觉参
加保险，村民代表、党员干部有条件的带头参加。

2、发扬团队精神，互常互助，工作信息确保畅通。每个组，
做到“赶、帮、超”，营造一定工作热情和氛围。

村干部齐心协力提前超额完成养老保险参保任务，参保率达
到160%多，极大地鼓励了村民参保的热情。我村将继续努力
配合上级政府做好后续工作。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以上就是为大家带来的6篇《城乡居
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总结》，希望可以对您的写作有一定的
参考作用，更多精彩的范文样本、模板格式尽在。

养老保险工作总结汇报材料篇二

（一）、生存认证工作任务艰巨，逐一认证工作量太大，从
人力、物力均不好实施，抽查认证会出现漏查现象，造成基



金流失。

（二）、老农保遗留问题：因系统软件未能及时上线，导致
老农保无法及时与城乡居保进行合并，影响了部分人员的养
老金发放。

（三）、城乡居保与职工养老退休时不能衔接合并计算，致
使广大参保人员利益受损。

（四）、城乡居保缴费存在基数偏低，由于广大参保人员对
政策理解不高，普遍存在大众意识，缴费偏低。

（五）、征地审批：在查看征地档案时发现征地过程中存在
征地亩数与征地人数不符现象。

（六）、档案整理：由于城乡居保参保人员众多，共计17万
余人，档案整理工作量太大，需加大人员的投入，以便顺利
完成档案整理工作。

养老保险工作总结汇报材料篇三

2007年我县的农村养老保险及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在上
级部门和县委、县政府的的正确指导下，认真贯彻农村养老
保险有关政策和省政府浙政发〔2002〕27号、〔2003〕26号
文件精神及省五部门指导意见的要求，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
的'利益，扎实开展农村养老及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现
将一年来的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为深化完善我县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根据《浙江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完善被片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通知》
（浙政办发〔2005〕33号）和《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完
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通知》（温政发〔2005〕63号）
文件精神，在国土、社保、罗阳、雅阳等单位调查研究基础



上，于2007年10月出台了《泰顺县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完善县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政策的通知》，并于2007年12月开
始申报实施，进一步推进了我县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
顺利开展。2007年，我县共有被征地项目17个，涉及11个乡
镇14个行政村，应当落实即征即保对象225人。到2007年12月
底，共落实应保对象155人。

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一直是县领导十分重视和关注的问
题，但由于试点工作在开展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实际问题，因
此，我县2007年之前的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工作一直没
有实质性进展。主要原因在于：

1、被征地农民参保意识不强

由于被征地村人均被征耕地省，土地安置费基本已被农民领
去，个人部分无法缴纳，而且大部分被征地农民认为参不参
保无所谓。

2、资金难以筹措

根据前些年我县耕地征用补偿情况分析，个人安置费部分无
法抵足个人缴费部分，资金缺口较大。而集体承担部分的资
金，因从土地出让金中提取的返回金为全体村民所共有，主
要用于补足村集体土地补偿费。用集体所有的资金为部分村
民缴纳保险费，大多数村民在思想上不能认同，集体出资部
分筹集也会遇到较大的难度。除此之外，县政府需要承担的
资金也较大，一步很难到位。

3、参保对象难以界定。根据泰顺的实际情况，由于二轮土地
承包不到位，即使被征地农民在土地被征用之后，也还存在着
“征地而不失地”的现象。有的村还在征地之后，把征地费
平均分给了村民，同时对被征的土地进行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导致参保对象一时难以确定。



2008年，我县将按照“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
长远生计有保障”的要求，进一步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
保障制度，确保2008年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做到即征即
保。同时，要根据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按照个人养老储蓄
为主、集体补助为辅、政府适当补贴的原则，进一步研究完
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努力推进社会保险全民化。

养老保险工作总结汇报材料篇四

2014年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总结

2013年是推动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关键之年，我们
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紧紧围绕“社保服务提升年”重点活
动的目标，认真做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各项工作，现
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2013年工作情况

1、完善政

策制度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在2012年制度全覆盖的基础上，2013
年要求从政策上引导参保人员“多缴多得、长缴长得”，真
正解决城乡居民的养老问题。

为了进一步做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县委、县政府
高度重视此项民生工程，对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财政补贴
进行了调整，调整后补贴标准为：

缴100元补30元，缴200元补40元，缴300元补60元，缴400元
补80元，缴500元及其以上补100元。



同时，凡我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60周岁以上享受待遇领
取的参保人员死亡后，可由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一次性
领取500元的丧葬费补贴，所需资金由县财政支付。

2、经办队伍培训，强化业务素质。

了业务、政策方面的知识、软件操作和相关注意事项及特殊
问题的处理方法。

其次，县农保中心分别组织对11个乡镇的323名村级社会保障
联络员进行了培训，对相关政策和经办服务要求等进行了深
入透彻的学习，提高了社会保障联络员的业务素质，确保为
参保对象提供优质、高效、便捷、安全的管理服务。

3、加强基金征缴和确保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

在建立健全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持续缴费和多缴鼓励机制
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了养老保险费的征缴和发放工作：

（1）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情况：

截止2013年11月底，全县登记参保人数117463人，占市局下
达任务124500人的94.35%，其中参保缴费90533人。

2013年基金收入共计4541.13万元，其中保费收入1776.47万
元，占市局下达任务1976.66万元的89.87%。

市财政缴费补贴133万元，县财政缴费补贴210万元；中央财
政基础养老金补助1834万元,省级财政基础养老金补助149.95
万元，市级财政基础养老金补助236万元，县级财政基础养老
金补助77万元；丧葬费补贴22.65万元，利息收入101.63万元，
转移收入0.43万元。



2013年1-11月份，基金支出共计2059.89万元，其中60周岁以
上农村居民26930人发放了基础养老金2019.45万元，个人账
户养老金32.46万元，转移支出0.93万元，丧葬费支出7.05万
元，实现了养老金按时足额“社会化发放”。

（2）

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情况：

截止2013年11月底，全县登记参保人数4134人，占市局下达
任务6594人的62.69%，其中参保缴费2651人。

2013年基金收入共计38.65元，其中保费收入74.97万元，占
市局下达任务154.62万元的48.49%。

市财政缴费补贴2.7万元，中央财政基础养老金补助-65万元，
省级财政基础养老金补助8.21万元，市级财政基础养老金补
助13万元，县级财政基础养老金补助4万元，利息收入0.38万
元，转移收入0.39万元。

2013年1-11月份，基金支出共计114.16万元，其中60周岁以
上农村居民1483人发放了基础养老金112.72万元，个人账户
养老金1.44万元，实现了养老金按时足额“社会化发放”。

4、个人账户和基金管理

个人账户管理和基金管理作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
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到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平稳运
行和可持续发展。我们在总结前两年个人账户检查的情况结
合工作实际，从制度建设、参保缴费、基金管理、支付发放
和经办管理方面进一步做好了各项工作，使我县的城乡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真正实现了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管理。
分别于7月29日和8月23日迎接了上级部门对个人账户和基金
管理的检查工作，受收到了检查组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5、信息系统建设情况

2013年的保费征缴工作结束后，我们对参保人员的基本信息
和缴费金额进一步做了验证、改正、导入系统等程序，将城
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员的参保、缴费信息全部准确无
误地导入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业务信息系统。

6、业务统计报表

按时、准确无误地上报了各项业务统计报表，不仅使自身更
直观地掌握全年工作动态，而且使上级业务部门更进一步地
了解我中心的工作情况。

7、新老农保合并

根据省人社厅、省财政厅（晋人社厅发[2012]137号）

文件精神，为了做好新老农保衔接工作，我们对老农保的台
账和基金进行了认真的核对，对核对无误的人员按照新农保
导入业务系统电子表格模板做好电子表格，确认无误后按照
相关规定进行合并账户，此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的信息核对
进行中。

8、业务档

案管理

按照国家社会保险业务档案达标验收标准和城乡居民社会养
老保险业务档案要求，开发了业务档案管理软件，实行了一
人一袋的管理办法，全县累计参保人数达12.30万人,截止目
前整理了90000余份档案,为确保我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业务档案整理创优达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存在问题及建议



1、在宣传上，尽管我们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了大力宣传，但也
有极少数城乡居民认识程度不高，对相关政策在认识上还有
误区，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宣传和解疑释惑，让他们真正理解
城乡居民政策的重要意义。

2、社会保障卡使用情况。

社会保障卡的应用存在开户银行开在市级“潞丰支行”的问
题，对我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推进造成了极大的
影响，直接影响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应用社会
保障卡实现保费征缴和待遇领取。诚恳的请求上级部门能尽
快给我们解决社会保障卡的问题，以便我们早日实现应用社
会保障卡推进工作，使我们的工作真正实现规范化运行。

三、2014年

工作计划

在

总结

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对2014年的工作进行了详细的安排,主要
有以下几点:

1、咬定工作目标，继续加大扩面、征缴力度，努力完成上级
下达的任务。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在

制度

全覆盖的基础上，实现人员全覆盖，提高扩面、保费收缴是
着重点。



城乡居保参保覆盖人群广、保费征缴任务大，我们要加大工
作力度，努力提高参保率，竭尽全力做好征缴扩面工作，确
保全面完成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征缴扩面任务。

2、全面推进经办管理信息化，加快社保卡应用。

交换，我们在使用专线联网延伸到乡镇的基础上，按照上级
要求将网络专线延伸到各行政村，并使用社会保障卡实现代
扣、代缴和代发，确保为城乡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和各
项

工作

的有序开展。

3、加强档案管理，确保创优达标。

按照全省档案管理工作的安排和要求，进一步完善档案管理
工作，按照国家档案管理标准和社会保险档案管理规定中的
组织管理、设施管理、专业建设、利用服务等方面标准进行
完善，争取年底前完成档案整理工作，提高业务档案管理服
务质量，使我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业务档案实现现代化、
信息化、规范化、标准化管理，确保档案管理创优达标。

总之，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是推动我县社会事业发展
的重要惠民工程，也是改善和保障民生的重要举措，我们一
定要继续努力完成好各项工作，确保我县的城乡居民社会养
老保险工作真正实现制度化、规范化、信息化、标准化管理，
圆满完成上级部门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编辑：

圆圆）



养老保险工作总结汇报材料篇五

2008

年

,

我们始终坚持以及时发放为中心，以征缴扩面为重点，以基
础管理为主线，以队伍建设为保证的指导思想，全体社保职
工充分发扬锐意进取、克难攻艰的开拓精神，通过全局上下
共同努力，较好地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目标。

1

、养老保险扩面人数完成

1017

人，占年任务

700

人的

145%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完成

24620 人，占年任务

24500

人的



100%

。

2

、养老保险费征缴完成

4382

万元，占年任务

3300

万元的

132%

。其中

,

清理企业欠费

350

万元，占年任务

330

万元的

106 %



。

3

、我市应纳入社会化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10090

人，实际纳入

10090

人，实现社会化管理率

100%

，社区管理率

100%

。

4

、今年前

11

个月应发放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

3176

万元，实际发放



3176

万元。确保发放率和社会化发放率均达到

100%

。

1

、严格落实两个“确保”要求，积极做好离退休人员养老金
发放工作

。我市目前共有企业离退休职工

5464

名，

1--11

月份应发放养老金

3176

万元

,

实际发放

3176

100%



和社会化发放率达到

100%

408

名外地转入人员发放养老金

228.5

万元，并全部实行社会化发放，无出现拖欠和不准时现象。

2

、严格把好退休审批关，减少基金流失

。一是把好资格认定关。我们在与人事劳动部门建立联合审
批机制把好正常退休关口的基础上，今年以来，针对申请特
种工退休的人员逐渐增多的情况，加大了对申请特种工退休
人员的资格认定工作力度。今年

8

247

名不符合条件的人员的退休资格。通过严格控制退休审批，
遏制了退休人员增长过快的势头。二是把好待遇核定关。准
确核定待遇，确保公平无误，是树立社会保险工作良好信誉
和形象的保证。为了确保这项工作不出任何差错，我们在征
集、综合、退管等科室之间建立了相互监督制约措施，从缴
费情况、帐户记录情况到待遇核定等环节做到人人签字、层
层把关，共同负责，并充分利用电算化手段，从而保证了没
有发生一起错核错发事件。



3

、强化两项结合，杜绝虚报冒领现象。

为了堵住虚报冒领养老金这个口子，我们采取离退休证年审
和平时加强对离退休人员信息的掌握两者相结合的方法，以
杜绝虚报冒领现象的发生。今年

6

月

--7

100%

；

9

月

--10

月按郑州市要求

,

又对所有离退休职工进行了指纹采集

,

为以后养老待遇领取资格实行指纹认定做好了准备。另外，
我们还充分发挥各村退管站在信息掌握方面快速、准确的优



势，建立了离退休人员死亡信息快速反馈机制。利用每月的
一次例会签到制度和退管站长平时走访所了解到的情况，及
时掌握离退休人员生存情况并及时向社保局上报。通过采取
两项措施相结合的办法，有效杜绝了死亡冒领现象的发生。
今年以来，我市没有发生过一起虚报冒领事件。

11

个月养老保险费征缴清欠完成

4382

万元，比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47%

，不但提前而且超额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同时，养老保险
基金滚存结余近亿元，即使分文不收，也能发两年多时间，
从而使我市的社会保险基金支撑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1

、抓扩面和续保，增加缴费人数

。要增加社会保险费征收额，必须扩大缴费来源。为此，我
们全力实施了“拓源堵漏”工程。即一手抓扩面一手抓续保。
在扩面方面，我们通过采取外压内促手段来强化扩面工作的
拓展。一是积极协调市委、市政府加大对各乡镇、办事处的
责任目标考核力度，增加扩面工作在乡镇、办事处整体工作
考核中所占的比重，以引起他们对扩面工作的重视和支持；
二是建立内部考核机制，实行科室包乡，并月月公布进度。
由于我们加大了扩面工作的考核分值（占总考核分值的

30%



1017

人，占任务的

145%

,

5000

人，并仍呈不断增长趋势。

2

、抓申报和稽核，增加缴费基数。

一些用人单位为了少缴保险金，千方百计少报、瞒报缴费工
资，这不仅损害了职工的利益，同时给基金征缴也带来严重
的影响。为了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我们在用人单位申报缴
费工资时，坚持“四不接受”原则。即：资料不齐全者不接
受；二是没有在本企业经过公示的不接收；三是没有职工签
字的不接受；四是单位不作出承诺的不接受，从而在制度和
程序上对用人单位进行了严格的约束和规范。在此基础上，
我们不断加大社会保险稽核力度，深入用人单位对申报工资
不实、使用临时工不缴费和无故欠费等问题进行严查细核，
督促用人单位如实申报、如数补缴、及时参保、按时清欠，
确保应收尽收，应保尽保。今年，我们共稽核用人单位

109

家，占企业总数的

81%



；其中书面稽核

84

家，实地稽核

25

家；督促办理新参报

228

人；查处少报基数

692

万元，督促企业重新申报增加缴费工资基数

628

万元；补缴基金

45.8

万元；结案率达到

90%

2328

万元，增加基金征收

650



万元。

3

、抓宣传和舆论，增强缴费积极性。

为了加强政策宣传，提高用人单位和广大职工参保缴费意识，
我们对宣传形式进行了精心设计，并取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宣
传效果。一是充分发挥“社保天地”电视栏目强有力的社会
宣传效应，营造浓厚的社会保险政策氛围。为了把“社保天
地”栏目真正办成贴近民生、群众欢迎、社会关注的精品栏
目，今年，我们加大了“社保天地”电视栏目在人员、资金、
内容上的安排和投入力度，先后成功制作和播出了

4

期节目，深受社会各界关注和喜爱。二是，利用发放个人帐
户机会面对面进行宣传。今年

10

10

月份，各项社会保险费比去年同期增收

2100

万元。

人，社会化管理率达

100%

，社区管理率



100%

。

1

、加大硬件投入，完善村室建设

。

294

个退管站，并且全部拥有专用的活动场所，根据村站建设的
标准，达标率已达

100%

，而且真正做到了场地、制度、设施、人员、活动“五到
位”。

2

、健全管理制度，发挥网络作用优势。

我们一是建立健全了档案管理制度和档案借阅制度。离退休
人事档案实行统一集中管理，并对全市高龄、特困、孤寡、
工伤、劳模、重病、军转干部等七种特殊人员已分别建立了
信息台帐；二是建立了工作例会制度。各个退管站每月要组
织所管辖的离退休人员召开一次例会，社保局每月组织各退
管站所召开一次例会通报情况；三是建立了信息反馈制度及
信访接待制度。在去年大排查的基础上，各站所按月将离退
休人员的动态变化情况上报，以及时掌握人员情况变化，实
行准确的动态管理。四是建立了工作报表制度。各站所每月
要将整体工作情况以报表的形式每月上报，以全面掌握工作



情况；五是建立了百分考核制度。将各项工作进行量化计分，
年终组织各站所负责人进行互查和评比。

3

、抓住四个重点

，提供优质服务。

我们以乡镇（村组）退管组织为依托，紧紧围绕“为离退休
人员老有所依提供服务”、“为离退休人员老有所养出谋划
策”、“为离退休人员发挥余热开辟途径”、“为离退休人
员老有所乐搭建舞台”等四项重点，引导他们互帮互助，发
挥余热，在他们当中涌现出了许多好人好事。同时，为丰富
离退休人员文化生活，在我局的参与、组织和协调下，先后
建立离退休人员老年门球队

9

个，健身体操队

12

个、文艺演唱队

25

个，娱乐活动室

172

个。今年

10



月份，经我局和老干部局的运作，我市又成立了老年人艺术
团，为离退休人员的老有所乐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也使
我市的老年人艺术活动迈入了更高层次。

7

7

月份起

,

对我市参保企业全部按照郑州市统一调整后的比例进行征缴

,

由于宣传工作细致到位

,

各参保单位给予了积极配合

,

10

月

12

日组织各参保单位劳资人员召开会议，就郑州市《关于实行
市级筹统后有关养老保险业务处理问题的意见》的文件精神
进行了传达和落实。会上，针对养老保险业务办理上的变化
对参保单位提出了明确要求，并进行了具体的安排布暑。其



次，组织业务办理人员进行了专业培训，熟悉业务办理程序
及相关事项和要求，保证了在按新规定办理业务过程中不出
现任何差错和失误。由于我们不折不扣地严格执行了郑州市
级统筹的政策精神，落实和完善了实行市级统筹的各种要求，
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从而确保了市级统筹的平稳衔接。

。缴费人数减少主要是受企业改制的影响。我市部分改制企
业为了降低经营成本，不仅积极实施减员政策，大量精减老
职工，而且对招录的新工人也不办用工手续，不缴纳社会保
险费

,

造成参保职工人数萎缩。与

1998

年我市企业全面改制前相比，止今年

10

月底，全市参保职工减少了

1700

人，从我市目前企业发展情况看，参保单位和参保人数减少
的趋势正在加剧。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扩面工作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大部分
私营个体企业没有纳入社会保险范围。截止目前，全市非公
有制企业参保的仅

120



多家，参保人数

2000

多人。仅占全市应参保人员的

10%

左右。扩面是我市社会保险摆脱困境的唯一途径，此项工作
如果不能迅速打开局面，今后我市社会保障工作必将缺乏潜
力和后劲，同时也必将严重影响全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今年，除小汽车修理厂抵押的土地拍卖后偿还欠费以外，原
化肥工业公司和轴承厂抵押的土地和厂房因有关职能部门和
企业在配合上出现问题，导致所抵押的资产长期搁置，无法
变现，难以及时收回欠费，使社保部门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
自今年

7

月

1

日养老保险实行市级统筹以来，在郑州市统筹办的正确领导
下，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了新的起色。但由于业务统管后，人
员未能及时统管，机构名称也未能及时确定，给工作的顺利
开展带来许多不便。因此，建议郑州市统筹办加大协调力度，
尽快理顺机构，以促使工作的整体推进。

。近几年养老保险扩面工作举步维艰，成交甚微，其中的主
要原因就是各级政府领导，尤其是乡镇（办事处）的领导没
有从根本上引起重视。虽然在各乡镇（办事处）成立了劳动
保障事务所，却没有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此，建议郑州



市统筹办争取在郑州市政府对各县（市）、区政府的年度目
标考核中增加非公有制企业参保这一重要指标，尤其要明确
乡镇（办事处）政府的责任目标，使其把此项工作当作是本
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不是当作为社保部门所尽的义务。
同时，对其指标完成情况要通过各级人大视察、人大调研等
形式，实施人大监督，以确保养老保险的生命线

---

非公有制企业参保工作的顺利实施。

近年来的稽核工作实践证明，仅靠县级社保部门稽核中队的
力量是不够的，尤其是遇到一些垂直管理的企事业单位或思
想认识不到位的单位领导，县级社保部门的稽核工作常常显
得苍白无力。但采取了上下联动的稽核措施后，一些问题却
能迎刃而解。因此，建议郑州市社会保险稽核大队从稽核范
围、稽核重点、稽核措施等方面入手，制定相关制度，建立
联动机制，使稽核工作在缴费工资申报、参保缴费等各个方
面发挥执法作用，为社保工作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