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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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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山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提出并归口。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标准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山西省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本标准修订起草人：闫栓成、张建纲、李亚民、梁玫、王德良、仇宇宏、方永红、郭丽萍、郭亚爽、

刘丽丽、孙建、郭磊、祝培志、张竟岩、胡兰梅、张俊平、段晋贤、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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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管理的基本要求、服务内容与服务质量、管理内容要求、评价

与改进。

本标准适用于山西省各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置的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管理机构。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以下简称军休干部）

指移交各级人民政府安置、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服务管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

队离休退休干部（含退休军士）。

2.2

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军休机构）

指经各级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由各级退役军人部门设立的军休干部休养所、军休干部服务

管理中心、军休干部服务站（以下简称“军休所”、“军休中心”、“军休服务站”）等直接服务和管

理军休干部的机构。

3 基本要求

3.1 应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政治关心、生活照顾、服务优先、依法管理的原则，贯彻执行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和政策，维护军休干部的合法权益，落实军休干部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

3.2 应具有独立的法人资质，实行法人代表负责制。

3.3 应有固定的服务用房和室外活动场所，以及满足服务所需的设施设备。

3.4 应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合理设置工作岗位，配置满足服务管理需要的人力资源，定期组织教育培

训，提高工作人员思想政治素质、政策理论水平和专业服务管理能力。

3.5 应公开服务承诺，实行挂牌服务，主动接受服务对象监督。

3.6 应建立健全以能力提升、质量控制、运行规范等为核心的制度体系。

4 服务内容与质量

4.1 接收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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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接收安置包括核对交接手续、召开“三方”见面会、签订交接协议、协助办理相关手续、信息

录入等。

4.1.2 应依据军休干部安置管理部门的安置计划和其开具的《接收安置通知书》办理接收手续。

4.1.3 应核对接收档案，对有关项目逐一查对，确保档案信息齐全、完整。

4.1.4 应根据档案资料信息核对《军休干部待遇明细表》，保证各项待遇计算准确。

4.1.5 应与部队移交单位、被移交人（或监护人）召开“三方”见面会，介绍军休干部各种待遇项目，

经确认后，签订交接协议。

4.1.6 应协助办理落户、组织关系转移、医保、社会优待和伤残军休干部（军士）优抚待遇等相关事

宜。

4.1.7 应建立新接收军休干部人事档案，初始信息由军休干部本人确认后，录入军休干部管理系统。

军休干部党员信息应录入党员信息管理系统。

4.1.8 应及时上报新接收军休干部的相关信息。

4.1.9 应召开年度新接收军休干部欢迎会。

4.2 落实政治待遇

4.2.1 政治待遇保障服务应包括成立基层党组织，组织理论学习、组织开展党组织生活，组织传达党

和政府重要会议和文件精神，组织参加节日或重大庆典活动、定期举办时事报告会、组织荣誉疗养等。

4.2.2 应成立基层党组织，落实组织生活制度。

4.2.3 应定期开展政治理论学习；订购报刊三种以上，供军休干部集中阅览；及时传达、学习党和国

家有关文件等。

4.2.4 应制定节日或重大庆典活动方案，按方案开展活动。

4.2.5 应定期举办时事报告会。

4.2.6 应通报年度工作总结和计划、党费收缴管理情况，并听取相关意见和建议。

4.2.7 应建立军休干部表彰奖励机制。

4.2.8 应建立军休干部荣誉疗养制度，对服役期间或移交后做出突出贡献的军休干部，组织荣誉疗养。

4.2.9 应根据去世军休干部遗愿或家属申请，按照有关规定，协助办理骨灰盒或遗体覆盖党旗或军旗

等事宜。

4.3 落实生活待遇

4.3.1 生活待遇保障服务应包括发放和调整离退休费及各类补贴；为遗属发放丧葬费；为遗属发放抚

恤金和生活补助，协助办理各种优惠证件等。

4.3.2 应按时发放、及时调整离退休费及各类补贴，做好待遇调整的政策解答。

4.3.3 应及时报销军休干部的探亲路费、住院伙食补助等费用。

4.3.4 军休干部去世后，应到逝者家中慰问亲属，协助办理丧事和其它善后事宜。

4.3.5 应按有关规定发放军休干部的丧葬费、遗属生活补助费。

4.3.6 应协助遗属申报一次性抚恤金、特别抚恤金、定期抚恤金等。

4.3.7 为符合条件的遗属发放生活补助费。

4.3.8 应协助办理老年优惠证、军人优待证等。

4.4 医疗保健服务

4.4.1 医疗保健服务包括享受安置地国家机关同职级医疗待遇、组织健康体检和管理健康档案、报销

医疗费、开展医疗保健讲座等。

4.4.2 应为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保健干部协调定点医院，并做好保健干部的公费医疗和年度健康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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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应协助军休干部（非公费医疗）办理安置地基本医疗保险，并纳入安置地国家机关退休公务员

医疗管理体系，并应在正式接供年度的第一季度完成。

4.4.4 应每年组织军休干部做一次常规体检，并做好体检过程中相关问题的及时处理。

4.4.5 应为军休干部建立健康档案，及时掌握其身体健康状况。

4.4.6 应对离休干部和符合医疗补助条件的军休干部，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审核、报销医疗费或医疗补

助。

4.4.7 对无经济收入的军休干部家属或遗属，如在户口所在地社区办理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应及

时报销相关费用。

4.4.8 每年应至少组织一次健康知识讲座，并以内部网络、刊物、板报等形式向军休干部宣传普及医

疗保健、健康养生知识。

4.4.9 应建立医疗服务专人负责制度，为军休干部办理公费医疗审核、医保上户、医疗费报销审核、

医疗待遇落实等事宜。

4.4.10 应建立护理费申报、审批和动态管理制度，对符合享受护理费条件的军休干部，应及时向上级

部门申报，审批后按时发放；对享受护理费后生活基本能自理的军休干部应及时办理停发手续。

4.5 走访慰问服务

4.5.1 走访慰问服务包括定期联系走访，重大节日走访慰问，70、80、90……整周岁生日走访慰问，

生病住院走访慰问、军休干部去世或家中发生重大变故的上门慰问等。

4.5.2 应实行包户联系走访制度，保证每位军休干部都有一名机构工作人员对接联系和走访慰问。

4.5.3 走访慰问应做好记录，内容包括军休干部思想和身体状况、家庭状况、参加社会活动等。对发

现的问题和军休干部提出的意见建议，应及时解决和回复。

4.5.4 应对军休干部每月联系至少一次，每季度走访一次；对长期病重、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等重

点对象，包户联系人要增加联系走访频次，军休机构负责人应每半年走访、看望一次；对高龄独居军休

干部，包户联系人要每天联系一次，根据需要及时走访。

4.5.5 对异地居住养老的军休干部，省内的应每年落实一次实地走访、看望；省外的应每三年落实一

次实地走访、看望。

4.5.6 应在“八一”建军节、“春节”或其他重大周年纪念日对全体军休干部进行走访慰问。

4.5.7 应在军休干部 70、80、90……整周岁生日之际，上门慰问、表达祝福。

4.5.8 应在军休干部生病住院的一周内进行走访慰问。

4.5.9 应在获知军休干部去世或家中发生重大变故的 24 小时内进行慰问。

4.6 文体娱乐服务

4.6.1 文体娱乐服务包括制定文体活动年度计划、加强军休干部文体人才培养、组织文体娱乐活动、

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等。

4.6.2 应在每年年初及时制定文体活动年度计划，并把军休干部活动组织建设和人才培养纳入其中。

4.6.3 应组织开展文体教育培训，引导参加老年大学开展的各种活动，培养充满活力的军休干部文体

人才。

4.6.4 应引导成立书画摄影、诗歌散文、健身养生、手工技能、市政观光、郊外运动、棋牌、歌唱、

门球等适合老年人的文体活动兴趣小组，并定期组织小组活动。

4.6.5 应定期举办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体活动。

4.6.6 应鼓励军休干部利用自身优势，发挥各自特长，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

4.6.7 在组织军休干部开展集体活动时，应制定活动方案，应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陪同，在外出活动

时，应前往安全性较高的活动场所，并做好安全和医疗保健服务保障工作。



DB14/ XXXXX—XXXX

4

4.7 其他服务

4.7.1 应拓展社会化服务渠道，联系和引进医疗、养老、志愿服务等专业社会化服务力量，提供个性

化、多元化养老服务和需求定制服务。

4.7.2 应督促及时、准确提供服务，有疑难问题应及时上报并做好记录。

5 军休干部思想政治引领

5.1 每位军休干部党员都应编入党的组织，按规定参加组织生活。

5.2 应开展军休干部（党员）政治理论学习和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军休干部继续发挥人民

军队优良传统，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永葆政治本色。

5.3 应开展军休干部（党员）评议和评先，鼓励先进，带动后进。

6 军休干部教育管理

6.1 应建立军休干部出市（县）的报备管理制度，确保不失联。

6.2 应建立军休干部因私出国（境）管理制度，按规定办理审批报备和联络报告等事宜。

6.3 应建立军休干部在社会组织兼职管理制度，按规定做好审批、报告、监督等事宜。

6.4 应对军休干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言行做好引导和教育，对军休干部著书立说、授课讲学进行监督

管理。

6.5 应对军休干部继续从业做好教育、引导、报告、提醒等管理。

6.6 设立军休管委会的，应发挥好管委会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作用，军休机构党组织应

加强对管委会工作的指导。

6.7 对失联 6 个月以上的军休干部，应暂停发放离退休金。

6.8 对违规违纪的军休干部（党员），应按规定提出处理意见，报有审批权的上级部门批准后执行。

7 评价与改进

7.1 评价

7.1.1 军休机构应定期开展服务质量和管理效果评价。

7.1.2 应建立以军休干部满意度为主要内容的服务管理工作考评体系。

7.1.3 应定期召开座谈会、代表会，进行满意度调查等。

7.1.4 采取多种形式向相关第三方进行满意度调查。

7.1.5 邀请第三方对服务质量和管理效果进行抽查、评价。

7.2 改进

7.2.1 针对评价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归类整理。

7.2.2 应针对提出的问题责成专人负责，及时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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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应制定节日或重大庆典活动方案，按方案开展活动。
	4.2.5　应定期举办时事报告会。
	4.2.6　应通报年度工作总结和计划、党费收缴管理情况，并听取相关意见和建议。
	4.2.7　应建立军休干部表彰奖励机制。
	4.2.8　应建立军休干部荣誉疗养制度，对服役期间或移交后做出突出贡献的军休干部，组织荣誉疗养。
	4.2.9　应根据去世军休干部遗愿或家属申请，按照有关规定，协助办理骨灰盒或遗体覆盖党旗或军旗等事宜。

	4.3　落实生活待遇
	4.3.1　生活待遇保障服务应包括发放和调整离退休费及各类补贴；为遗属发放丧葬费；为遗属发放抚恤金和生活补助，协
	4.3.2　应按时发放、及时调整离退休费及各类补贴，做好待遇调整的政策解答。
	4.3.3　应及时报销军休干部的探亲路费、住院伙食补助等费用。
	4.3.4　军休干部去世后，应到逝者家中慰问亲属，协助办理丧事和其它善后事宜。
	4.3.5　应按有关规定发放军休干部的丧葬费、遗属生活补助费。
	4.3.6　应协助遗属申报一次性抚恤金、特别抚恤金、定期抚恤金等。
	4.3.7　为符合条件的遗属发放生活补助费。
	4.3.8　应协助办理老年优惠证、军人优待证等。

	4.4　医疗保健服务
	4.4.1　医疗保健服务包括享受安置地国家机关同职级医疗待遇、组织健康体检和管理健康档案、报销医疗费、开展医疗保
	4.4.2　应为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保健干部协调定点医院，并做好保健干部的公费医疗和年度健康体检。
	4.4.3　应协助军休干部（非公费医疗）办理安置地基本医疗保险，并纳入安置地国家机关退休公务员医疗管理体系，并应
	4.4.4　应每年组织军休干部做一次常规体检，并做好体检过程中相关问题的及时处理。
	4.4.5　应为军休干部建立健康档案，及时掌握其身体健康状况。
	4.4.6　应对离休干部和符合医疗补助条件的军休干部，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审核、报销医疗费或医疗补助。
	4.4.7　对无经济收入的军休干部家属或遗属，如在户口所在地社区办理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应及时报销相关费用。
	4.4.8　每年应至少组织一次健康知识讲座，并以内部网络、刊物、板报等形式向军休干部宣传普及医疗保健、健康养生知
	4.4.9　应建立医疗服务专人负责制度，为军休干部办理公费医疗审核、医保上户、医疗费报销审核、医疗待遇落实等事宜
	4.4.10　应建立护理费申报、审批和动态管理制度，对符合享受护理费条件的军休干部，应及时向上级部门申报，审批后按

	4.5　走访慰问服务
	4.5.1　走访慰问服务包括定期联系走访，重大节日走访慰问，70、80、90……整周岁生日走访慰问，生病住院走访
	4.5.2　应实行包户联系走访制度，保证每位军休干部都有一名机构工作人员对接联系和走访慰问。
	4.5.3　走访慰问应做好记录，内容包括军休干部思想和身体状况、家庭状况、参加社会活动等。对发现的问题和军休干部
	4.5.4　应对军休干部每月联系至少一次，每季度走访一次；对长期病重、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等重点对象，包户联系人
	4.5.5　对异地居住养老的军休干部，省内的应每年落实一次实地走访、看望；省外的应每三年落实一次实地走访、看望。
	4.5.6　应在“八一”建军节、“春节”或其他重大周年纪念日对全体军休干部进行走访慰问。
	4.5.7　应在军休干部70、80、90……整周岁生日之际，上门慰问、表达祝福。
	4.5.8　应在军休干部生病住院的一周内进行走访慰问。
	4.5.9　应在获知军休干部去世或家中发生重大变故的24小时内进行慰问。

	4.6　文体娱乐服务
	4.6.1　文体娱乐服务包括制定文体活动年度计划、加强军休干部文体人才培养、组织文体娱乐活动、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等
	4.6.2　应在每年年初及时制定文体活动年度计划，并把军休干部活动组织建设和人才培养纳入其中。
	4.6.3　应组织开展文体教育培训，引导参加老年大学开展的各种活动，培养充满活力的军休干部文体人才。
	4.6.4　应引导成立书画摄影、诗歌散文、健身养生、手工技能、市政观光、郊外运动、棋牌、歌唱、门球等适合老年人的
	4.6.5　应定期举办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体活动。
	4.6.6　应鼓励军休干部利用自身优势，发挥各自特长，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
	4.6.7　在组织军休干部开展集体活动时，应制定活动方案，应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陪同，在外出活动时，应前往安全性较

	4.7　其他服务
	4.7.1　应拓展社会化服务渠道，联系和引进医疗、养老、志愿服务等专业社会化服务力量，提供个性化、多元化养老服务
	4.7.2　应督促及时、准确提供服务，有疑难问题应及时上报并做好记录。


	5　军休干部思想政治引领
	5.1　每位军休干部党员都应编入党的组织，按规定参加组织生活。
	5.2　应开展军休干部（党员）政治理论学习和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军休干部继续发挥人民军队优良传统，模
	5.3　应开展军休干部（党员）评议和评先，鼓励先进，带动后进。

	6　军休干部教育管理
	6.1　应建立军休干部出市（县）的报备管理制度，确保不失联。
	6.2　应建立军休干部因私出国（境）管理制度，按规定办理审批报备和联络报告等事宜。
	6.3　应建立军休干部在社会组织兼职管理制度，按规定做好审批、报告、监督等事宜。
	6.4　应对军休干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言行做好引导和教育，对军休干部著书立说、授课讲学进行监督管理。
	6.5　应对军休干部继续从业做好教育、引导、报告、提醒等管理。
	6.6　设立军休管委会的，应发挥好管委会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作用，军休机构党组织应加强对管委会工作
	6.7　对失联6个月以上的军休干部，应暂停发放离退休金。
	6.8　对违规违纪的军休干部（党员），应按规定提出处理意见，报有审批权的上级部门批准后执行。

	7　评价与改进
	7.1　评价
	7.1.1　军休机构应定期开展服务质量和管理效果评价。
	7.1.2　应建立以军休干部满意度为主要内容的服务管理工作考评体系。
	7.1.3　应定期召开座谈会、代表会，进行满意度调查等。
	7.1.4　采取多种形式向相关第三方进行满意度调查。
	7.1.5　邀请第三方对服务质量和管理效果进行抽查、评价。

	7.2　改进
	7.2.1　针对评价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归类整理。
	7.2.2　应针对提出的问题责成专人负责，及时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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