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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及安置政策（咨

询电话：0797—8381126、8381127）

（一）退役军人参加职业教育和技能培

训

1.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自主择业军转干

部和复员干部退出现役后可选择接受一次

免费（免学杂费、免住宿费、免技能鉴定费）

职业技能培训，并享受培训期间生活补助，

培训期限一般为 2年，最短不少于3个月。

2.退役军人参加全国普通高考，可享受

不低于 10 分的加分，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参

加成人高考，在考生成绩基础上加 10 分投

档，其中专升本免试入学。高校学生入伍服

义务兵退役，3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考

试，初试总分加 10 分，部队荣立二等功以

上，免初试攻读硕士研究生。

3.自主就业退役士兵退役一年以上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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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全国统一高考，考入全日制普通本科和高

专高职学校，在校教育期间享受本科生每人

每年最高不超过 8000 元、研究生每人每年

最高不超过12000元的学费减免和相关奖助

学金资助，由退役军人学员向所在院校提出

资助申请。参加非全日制本科或大专（包括

函授、夜大、电大、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

学习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凭学制期内的收

费凭据、学历证书按每人 14000 元补助，已

享受免费职业技能培训人员，不得重复享

受。

（二）退役军人创业帮扶

1.创业税收方面：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

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

起，在 3年（36个月）内按每户每年 14400

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

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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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企业招用自主就业

退役士兵，与其签订 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

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

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 3年（36个月）

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

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

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定额标准为每人

每年 9000 元。符合以上政策条件的退役军

人可向企业所在地税务部门申请办理。

2.创业贷款方面：江西省退役军人事务

厅已与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中国农业

银行江西省分行、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等银

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其中，中国银行江西

省分行专门为退役军人提供了以下金融优

惠政策，①退役军人个人经营贷款额度抵押

类最高 1000 万元，信用类最高 100 万元，

额度期限最长 10 年，用款期限最长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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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基准利率下浮 10%。②退役军人创业个

人担保贷款额度最高 30 万元，合伙创业或

共同创业贷款额度最高 200 万元，贷款期限

最长 3年，并享受创业担保中心贴息，具体

根据地方创业担保中心规定执行。除以上优

惠政策外，还包括退役军人中小企业贷款、

大型企业贷款、专属借记卡服务、康养项目

专属金融服务、退役军人专属消费优惠服

务、退役军人个人消费贷款、智慧银医服务

及专属手机银行服务。符合以上政策条件的

退役军人可向中国银行江西省内各分（支）

行申请办理。

（三）符合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条件

及报到

2011 年以后退役士兵符合下列条件之

一的，可选择由政府安排工作，并凭接收安

置通知书、退出现役证件和介绍信在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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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到安置地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报

到。

1.士官服现役满 12年的；

2.服现役期间平时荣获二等功以上奖

励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

3.因战致残被评定为5级至8级残疾等

级的；

4.烈士子女。

（四）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报到及流程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应当自被批准退出

现役之日起 30 日内，持退出现役证件，行

政介绍信原件到安置地县级退役军人事务

部门报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应及时协助退

役士兵做好组织关系转接、社保接续及落户

工作。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享受服现役满1年，

发给 4500 元的一次性经济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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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退役士兵易地安置

1.服现役期间父母户口所在地变更的，

可以在父母现户口所在地安置；

2.符合军队有关现役士兵结婚规定且

结婚满二年的，可以在配偶或者配偶父母户

口所在地安置；

3.因其他特殊情况，由部队师（旅）级

单位出具证明，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士

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批准易地安置的；

4.退役士兵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本

人申请，可以由省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

作主管部门按照有利于退役士兵生活的原

则确定其安置地：①因战致残的；②服现役

期间平时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或者战时荣

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③是烈士子女的；④

父母双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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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军队转业干部安置

军队转业干部一般由本人原籍或入伍

所在地的政府负责在本辖区安置，也可以到

配偶随军前或者结婚时常住户口所在地安

置。

军队转业干部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我

市予以接收安置：

1.原籍赣州或从赣州入伍（不含从外省

外市考入赣州市中等学校的学生毕业分配

入伍的，下同）；

2.配偶结婚时（批准转业前）或随军前

在赣州有常住户口；

3.父母双方或一方为军人且长期在边

远艰苦地区工作的，其父母原籍赣州或从赣

州入伍或离退休在赣州定居；

4.军队转业干部父母或配偶父母定居

赣州，在当地有常住户口，身边无子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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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未婚的，其父母在赣州有常住户口；

5.夫妇同为军队干部且同时转业，其中

一方原籍赣州或从赣州入伍，或一方部队在

赣州且符合配偶随军条件；

6.夫妇同为军队干部，其中一方转业，

留队一方为赣州驻军现役军队干部，并符合

家属随军条件；

7.符合引进人才有关规定，需要从外地

引进军队转业干部的，须由接收单位提出理

由，经设区市军转安置部门或省军转安置主

管部门审核，报省军转安置工作小组批准；

8.在边远艰苦地区服役及从事飞行、舰

艇工作满 10 年，或获战时三等功、平时二

等功以上奖励的，其父母或配偶父母、本人

子女在赣州有常住户口。

（七）随军家属安置

1.安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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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象必须是驻中心城区部队（指

五区全域，下同）在编在岗的官兵，不含已

下达转业命令的官兵；

（2）必须经师级以上政治机关按规定

批准的随军家属；

（3）随军家属的工作所在地必须在赣

州市中心城区部队驻地以外；

（4）随军家属必须是在编在岗公务员、

事业单位在编在岗人员的（不含未满服务期

的人员）；

（5）随军家属在驻地以外国有、国有

控股和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企业工作的，实

行推荐安置。

2.办理流程

第一步：符合条件的现役官兵向所在部

队政治工作部门提出随军家属安置书面申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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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部队政治工作部门进行审核认

定后，统一将本部队需地方安置的随军家属

名单报赣州军分区进行初审；

第三步：赣州军分区初审同意后，报赣

州市随军家属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

核认定，并报领导小组审定签署；

第四步：对审核通过的随军家属按政策

进行安置。

二、优抚政策（咨询电话：0797—

8381152）

（一）2020 年部分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

补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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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江西省部分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表
残疾抚恤金标准

单位：元/年
按 月
计 算
标 准
单位：
元/月

定期抚恤金标准
单位：元/年

按 月
计 算
标准
单位：
元/月

残疾
等级

残疾
性质

标准 类 别 标准

一级

因战 96970 8081
烈属 30780 2565

因公 93910 7826

因病 90830 7569
因公牺牲军
人遗属

26440 2203

二级

因战 87750 7313
因公牺牲军
人遗属

因公 83140 6928 病故军人遗
属

24870 2073
因病 80030 6669

三级

因战 77000 6417
生活补助标准

单位：元/年
按 月
计算
标准
单位：
元/月

因公 72360 6030 类 别 标准

因病 67770 5648
两红
人员

在乡退
伍红军
老战士

67240 5603

四级 因战 63110 5259
红失散
人员 30340 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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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抚恤金标准
单位：元/年

按 月
计 算
标 准
单位：
元/月

定期抚恤金标准
单位：元/年

按 月
计 算
标准
单位：
元/月

残疾
等级

残疾
性质

标准 类 别 标准

四级
因公 56970 4748

在乡
老复
员军
人

抗日战
争时期
入伍

23160 1930

因病 52350 4363 解放战
争时期
入伍参
加了抗
美援朝
战争

22440 1870

五级

因战 49290 4108

因公 43100 3592

建国后
入伍未
参加抗
美援朝
战争

22200 1850

因病 40030 3336
带病回乡退
伍军人 9180 765

六级

因战 38510 3209
部分参战军
队退役人员 9780 815

因公 36440 3037
参试涉核(铀
矿开采)退役
人员

9780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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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抚恤金标准
单位：元/年

按 月
计 算
标 准
单位：
元/月

定期抚恤金标准
单位：元/年

按 月
计 算
标准
单位：
元/月

残疾
等级

残疾
性质

标准 类 别 标准

六级 因病 30780 2565
部分 60 周岁
烈士子女生
活补助

6480 540

七级
因战 29270 2439

60 周岁农村
籍老年退役
士兵兵生活
补助

每 服
役 一
年 义
务 兵
役 每
月 45
元

45

因公 26200 2183

说明：上述抚恤和补助标
准从 2020 年 8 月 1 日起
执行。

八级
因战 18480 1540

因公 16920 1410

九级
因战 15350 1279

因公 12330 1028

十级
因战 10780 898

因公 9220 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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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

1.适用对象

具有本市城乡居民户籍且在本市行政

区域内享受国家抚恤和生活补助的以下对

象：

（1）残疾军人、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

红军失散人员（含苏区老干部）、在乡老复

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

（2）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

病故军人遗属；

（3）已被审核认定的参战退役人员；

（4）原 8023 部队及其他审核认定的涉

核退役人员。

2.补助比例

（1）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和在乡退伍红

军老战士，在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内由个人支

付的部分报销 100％，对其因治疗需要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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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批准使用目录外

的药物、诊疗和服务项目，所发生的费用报

销 90％；

（2）其他重点优抚对象在医保制度框

架内补助比例不低于个人年度支付医药费

总额的80%。

（三）残疾等级评定

1.评定对象

根据《江西省<伤残抚恤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赣退役军人发〔2020〕3 号）第二

条规定：本细则适用对象为具有本省户籍的

下列人员：

（1）在服役期间因战因公致残退出现

役的军人，在服役期间因病评定了残疾等级

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

（2）因战因公负伤时为行政编制的人

民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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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参战、参加军事演习、军事训

练和执行军事勤务致残的预备役人员、民

兵、民工以及其他人员；

（4）为维护社会治安同违法犯罪分子

进行斗争致残的人员；

（5）为抢救和保护国家财产、人民生

命财产致残的人员；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负责伤残抚恤的其他人员。

前款所列第（3）、第（4）、第（5）

项人员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应当认定视同

工伤的，不再办理因战、因公伤残抚恤。

2.提交资料

评定残疾等级包括新办评定残疾等级、

补办评定残疾等级、调整残疾等级。

（1）新办评定残疾等级

①本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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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医疗诊断材料

③单位公函

④相关证明（身份证明、证明人旁证材

料、致残经过证明等）

⑤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综合报告

⑥表格照片

⑦相关证件

（2）补办评定残疾等级

①本人申请

②个人档案记载或原始医疗证明

③相关证明（退伍证、战友证明等）

④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综合报告

⑤表格照片

（3）调整残疾等级

①本人申请

②病历资料

③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综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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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表格证件

3.办理流程

（1）申请人向所在单位或县级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提出申请；

（2）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审查受理；

（3）组织申请人到指定的医疗卫生机

构进行残情鉴定，将符合条件的上报市级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

（4）市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审核上报；

（5）省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核查审批。

（四）带病回乡退伍军人身份认定

根据《江西省带病回乡退伍军人认定管

理实施细则》第二条规定：带病回乡退伍军

人是指在部队服役期间患病，尚未达到评定

残疾等级条件，其个人档案中附有部队医院

出具的原始入院和出院证明（或者军队体系

医院原始病历记载），从部队退伍的义务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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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初级士官。

1.提交资料

（1）本人户口簿、身份证；

（2）义务兵(士官)退出现役登记表或

退出现役证；

（3）军队医院证明及复印件。具体指

下列之一：

①退伍档案中记载患有慢性病的退伍

军人登记表或服役期间军队体系医院出具

的证明；

②退伍档案中服役期间军队医院出具

的患慢性病证明（须取得该医院或上级卫生

部门确认）；

③近期从军队医院复印的在服役期间

患慢性病原始病历（须盖有病历管理部门印

章）；

（4）盖有医院病历管理部门印章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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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慢性病（特指原军队医院证明中记载的慢

性病）就诊病历复印件及相关医疗检查报

告、诊断结论等；

（5）村委会（社区居委会）关于其生

活状况证明；

（6）退伍时是农村户口的，因城镇规

划征地等原因转为城镇户口的，须有当地派

出所出具的证明。

2.办理流程

（1）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的退役军人

事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各项证明材

料；

（2）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对申请人

提供的各项材料进行审查。对材料齐全符合

规定条件的，上报市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3）市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对上报的

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组织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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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到指定的医院进行慢性病检查；

（4）市医疗卫生专家小组根据指定医

院检查结果进行慢性病认定；

（5）经指定医院检查符合条件的，市

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批准其享受带病回乡

退伍军人待遇；

（6）市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审批后，

报省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备案审查。

（五）部分 60 周岁农村籍退役士兵生

活补助

根据《民政部办公厅关于落实给部分农

村籍退役士兵发放老年生活补助政策措施

的通知》(民办发〔2011〕11 号)规定：政策

实施对象的人员范围为，1954 年 11月 1日

试行义务兵役制后至《退役士兵安置条例》

实施前入伍，年龄在 60周岁以上（含 60周

岁）、未享受到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农村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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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士兵。农村籍退役士兵的界定为，退役

时落户农村户籍目前仍为农村户籍、退役时

落户农村户籍后转为非农户籍的人员。上述

人员中不包括已享受退休金或城镇职工养

老保险金待遇的人员。

办理流程

1.个人申报。本人携带身份证、户口簿、

退伍证等相关证明材料，向户籍所在地村

（居）委会提出申请。

2.初审把关。由村（居）委会初审、乡

（镇、街道）复核，对符合条件的上报县级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3.会审认定。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

织专门人员进行核实。对符合条件的，由申

请人所在村（居）委会进行张榜公示。经公

示无异议的，按规定落实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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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分 60周岁烈士子女生活补助

根据《关于落实给部分烈士子女发放定

期生活补助政策的实施意见》（民办发

〔2012〕3 号）规定：政策实施对象的人员

范围为，居住在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18

周岁以前没有享受过定期抚恤金待遇且年

满 60 周岁的烈士子女和建国前错杀后被平

反人员（以下简称错杀被平反人员）子女。

办理流程

1.个人申报。本人携带身份证、户口簿、

烈士证明书、错杀被平反人员平反证明材

料、本人与烈士或错杀被平反人员关系证明

等相关材料，向户籍所在地村（居）委会提

出申请。

2.初审把关。由村（居）委会初审、乡

（镇、街道）复核，对符合条件的上报县级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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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会审认定。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

织专门人员进行核实。对符合条件的，由申

请人所在村（居）委会进行张榜公示。经公

示无异议的，按规定落实待遇。

（七）“三属”定期抚恤金办理

“三属”是指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

遗属和病故军人遗属。

1.办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三属”，可以

享受定期抚恤金：

（1）烈士、因公牺牲军人或病故军人

的父母或者抚养人、配偶无劳动能力、无生

活来源，或者收入水平低于当地居民平均生

活水平的；

（2）烈士、因公牺牲军人或病故军人

的子女未满 18周岁，或者已满 18周岁但因

残疾或者正在上学而无生活来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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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烈士、因公牺牲军人或病故军

人生前供养的兄弟姐妹未满 18 周岁，或者

已满18周岁但因正在上学而无生活来源的。

2.办理流程

（1）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村（居）委

会提出申请，并提交身份证、户口簿、证明

书以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2）由村（居）委会初审、乡（镇、

街道）复核，对符合条件的上报县级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

（3）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审核确认，

为“三属”发放定期抚恤金。

（八）信息采集和悬挂光荣牌

1.信息采集对象

信息采集的对象包括军队转业干部、退

役士兵、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和退休士官、军

队无军籍离退休退职职工、退伍红军老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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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和红军失散人员）、

复员军人、残疾军人、伤残民兵民工、烈士

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和

现役军人家属。

2.采集方式

本人携带身份证、户口本、退伍证或转

业证、立功受奖材料和其他相关材料，到当

地退役军人服务中心采集信息。

3.悬挂光荣牌

（1）悬挂光荣牌对象

悬挂对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

家庭、退役军人家庭和烈士遗属、因公牺牲

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统称“三属”）

家庭，一个家庭只悬挂一个光荣牌。

（2）安装悬挂实施

原则上于每年建军节和春节前进行，集

中悬挂、更换光荣牌时，各县（市、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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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村（居）民委员会或社区应举行简

朴、庄重、热烈的悬挂仪式，安排专人负责

安装悬挂。

三、现役军人优待政策（咨询电话：0797

—8381136）

（一）军人子女教育优待

1.办理对象

现役军人子女、烈士子女、因公牺牲和

病故军人子女及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子女。

2.办理流程

第一步：驻市各部队按通知要求，提出

申请、提交资料；

第二步：市双拥办、赣州军分区政治工

作处、市教育局联合审核资料；

第三步：统筹协调名额，落实入学入园。

（二）未就业随军家属货币化安置

1.办理对象：驻市部队现役军人未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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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军家属。

2.办理流程：

第一步：驻市各部队按通知要求，报送

符合领取未就业随军家属待业补助金对象

资料；

第二步：按文件要求审核材料，将符合

条件的未就业随军家属待业补助金（根据略

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确定）发

放至驻市各部队；

第三步：驻市各部队进行公示，将待业

补助金发放给未就业随军家属。

四、困难帮扶政策（咨询电话：0797

—8369902）

（一）适用对象（市本级）

1.退役军人；

2.领取定期抚恤补助的“三属”（烈士

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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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帮扶原则

1.按照“属地管理 分级负责”的原则，

主要由各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

责辖区内退役军人的困难帮扶；

2.市本级帮扶援助既尽力而为，又量力

而行，根据资金使用情况，只针对个别困难

比较典型、严重、突出的对象。

（三）帮扶标准（市本级）

1.患恶性肿瘤、尿毒症、白血病等重大

疾病的，自提出申请之日起前 12 个月内，

享受相关救助政策后，个人自费在 5000 元

以上且无力承担的，可按照自费总额 30%的

比例给予援助，原则上每年援助一次，累计

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

2.无房、因灾倒房和住房为危房的，在

相关职能部门帮扶新建、重建、修缮后仍有

困难的，可给予最高不超过10000元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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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退役军人及配偶、未成年子女因突发

性灾害罹难，可给予10000元的一次性抚慰金；

4.帮扶援助对象因见义勇为（经市委政

法委认定）导致家庭困难的，可给予 10000

元的一次性援助。

（四）办理流程

1.符合条件的帮扶援助对象向户籍所

在地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出申

请。申请人应当按规定提交身份证（户口

簿），以及与困难原因相关的资料（病历诊

断书、住院费用结算单、房屋图片、灾害定

性材料、城乡低保证明材料等）；

2.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指定

申请对象所在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

入户对申请人身份、家庭经济状况、困难情

形程度、各类救助情况等逐一核查，在 5个

工作日内提出审核意见，并视情在申请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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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的村（居）公示 5个工作日；

3.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书面向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提出申请；

4.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受理后，安排市退

役军人服务中心开展信息核实等工作，经局

办公会集体研究作出审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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