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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民族函〔2017〕34号 

   

   

马立柱委员： 

  您在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解决教职人员最低生活社会保

障的建议》(第 40 号提案）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2010 年初，国家五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妥善解决宗教教职人员社会保障问题

的有关文件后，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责成省直有关部门迅速研究落实

意见。2010 年 7月，省宗教局、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省民政厅、省卫生厅经

过认真研究，联合下发了《关于妥善解决宗教教职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的实施

方案》（吉宗发〔2010〕28 号），按照“属地管理、自愿参保、权利与义务对

等”的原则，积极推动全省宗教教职人员社会保障工作全面开展。2012 年 3

月，省宗教局、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省民政厅、省卫生厅再次联合下发《转

发国家宗教局等五部门关于进一步解决宗教教职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的通知》，
要求全省各市（州）相关部门认真组织实施，加强宣传，提升宗教团体、宗教

活动场所和宗教教职人员参保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设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进

一步推动宗教教职人员社会保障工作的全面落实。2012 年 5 月 29日省宗教局

组织召开由省人社、省社保等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作协调会，会议对宗教教
职人员参保工作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参保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对

解决这些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同年 6月 18 日，省人社厅、省宗教局再次联合下

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教职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吉人

社联字〔2012〕37 号）。为落实好这个文件，省宗教局向全省宗教工作部门下

发了《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宗教教职人员社会保障工作的通知》，省社保局向

全省社保部门下发了《吉林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转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职

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有力地推进了宗教教职人员社会保

障工作的开展。 

  一、关于宗教教职人员生活困难问题 



  国家宗教局、人社部、财政部、民政部、卫生部等五部门下发《关于进一

步解决宗教教职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的通知》（国宗发〔2011〕63 号）规定： 

  1.宗教教职人员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应纳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

范围，做到应保尽保。不符合低保条件，但生活确有困难的，应通过临时救助

等方式保障其基本生活。户籍不在其任职的宗教活动场所所在地的宗教教职人
员，应按照有关规定，向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提出申请。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

应及时受理申请，将符合条件的宗教教职人员及时纳入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并

按照动态管理规定，每年复核一次。宗教教职人员申请低保，应向户籍所在地

民政部门提交由宗教活动场所出具并经场所所在地宗教工作部门、民政部门确

认的本人收入证明、在现任职宗教活动场所连续居住一年以上（含一年）的证

明等材料，长期脱离家庭独立生活的宗教教职人员还应提交本人脱离家庭独立

生活的时间证明。因此，宗教教职人员确属生活困难，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

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宗教教职人员应向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申请最低生活保

障，由民政部门给予低保生活补助 

  2.宗教教职人员符合当地农村五保供养条件的，应纳入农村五保供养范

围。户籍不在其任职的宗教活动场所所在地的宗教教职人员，应按照有关规

定，向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提出申请。民政部门应及时受理申请，将符合条件

的宗教教职人员及时纳入当地农村五保供养范围。宗教教职人员申请农村五保

供养，应向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提交由宗教活动场所出具并经当地宗教工作部

门、民政部门确认的本人收入证明、在现任职宗教活动场所连续居住三年以上
（含三年）的证明材料，长期脱离家庭独立生活的宗教教职人员还应提交本人

脱离家庭独立生活的时间证明。宗教活动场所应每年向所在地民政部门报送本

场所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宗教教职人员变动情况，并报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宗教工

作部门备案。宗教活动场所所在地民政部门应及时将非本地户籍宗教教职人员

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变动情况通知其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 

  据此，农村宗教教职人员“老年、残疾，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

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

养、扶养能力的”，可向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申请五保供养待遇，解决其基本

生活问题。 

  二、关于解决宗教教职人员社会保障问题 

  国家相关政策规定，经省宗教团体认定并报省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的宗

教教职人员，各宗教团体、宗教院校的专职工作人员，可以纳入社会保险参保
范围。参加社会保险的基本原则为： 

  属地原则。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动场所所在的地区，要按照属地

管理原则，将宗教教职人员纳入当地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宗教团体、宗教院校

和宗教活动场所可作为一个单位参加社会保障。 

  自愿原则。在尊重宗教教义教规基础上，宗教教职人员自愿参加医疗、养
老、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障。相关部门在为宗教教职人员办理基本养



老、基本医疗保险手续时，要充分尊重各宗教习俗，不得捆绑、强制宗教教职

人员办理失业、工伤、生育保险。 

  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宗教教职人员应履行缴费义务，按时足额缴纳社会

保险费，按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一）关于基本医疗保险。 

  1.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依法取得《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或《宗

教活动场所登记证的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可作为单位整体参
保，按属地管理原则，到所在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保登记，并按照所在

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政策标准缴纳医疗保险费，享受相关医疗保险待

遇。 

  宗教教职人员及不具备宗教教职人员身份的专职工作人员也可以个人身份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2.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宗教活动场所的宗教

教职人员应在不重复参保的前提下，按国家有关规定和属地管理原则，在户籍

所在地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3.宗教教职人员及不具备宗教教职人员身份的专职工作人员参加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后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累计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

男满 30 年、女满 25 年且实际累计缴费年限不低于 15 年的，可享受退休人员基

本医疗保险待遇。实际缴费年限累计不满 15 年的，按退休前一年的缴费标准一

次性补足所差年限的基本医疗保险后，可享受相对应的退休人员基本医疗保险

待遇。 

  （二）关于基本养老保险问题。 

  1.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的宗教教职人员和宗教团体、宗教

院校不具备宗教教职人员身份的专职工作人员可按规定参加当地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或按规定以个人身份参加户籍所在地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或新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2.我省相关政策规定，宗教教职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原则上以所在宗

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为单位办理，参照企业职工办法缴纳养老保

险费。 

  3.宗教教职人员自取得宗教教职人员身份起可自愿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参

保时间不得早于国宗发〔2010〕8 号文件发布时间（即：2010 年 2月）。其

中：国宗发〔2010〕8 号文件发布前达到或超过 60周岁的人员，以 2009 年当

地在岗职工社会平均工资为基数，按照 20%比例，一次性缴费 15 年后办理享受

养老保险待遇手续，并自办理手续的下月起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享受 2010 年以

后的待遇调整政策；国宗发〔2010〕8 号文件发布后达到或超过 60 周岁的未参



保宗教教职人员，可从国宗发〔2010〕8 号文件发布时间起补缴，达到 60周岁

时仍不足规定缴费年限的，可以当地上年在岗职工社会平均工资为基数，按照

20%的比例一次性缴费至规定缴费年限。 

  三、关于宗教活动场所自养问题 

  国家一贯鼓励和支持各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兴办以自养为目的的公益

事业和企业。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党中央、国务院下发的有关文件中指出，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各重点寺观要积极兴办一些生产、服务和其它社会公益事业。

199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明确
鼓励和支持宗教界办好以自养为目的的生产、服务和社会公益事业。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兴办公益事业及企业等，应当遵守国家的有关规

定，如属长期性质，并设有机构的，都必须依法到有关部门办理各项审批注册

手续。因此，全省各地清真寺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特点，经注册登记

后，可以兴办清真屠宰业、餐馆、食品加工及民贸民品等经济实体，从而解决

清真寺自养问题。政府有关部门根据相关规定，在税收上给以适当的照顾。 

  马立柱委员，十分感谢您对我省宗教教职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的关心，也欢

迎您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您的关注和支持。 

   

吉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2017 年 4 月 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