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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生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负有
主要责任，同时也需要用人单位、参保群
众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尹蔚民表示，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
保障的诉求呈现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只
有加快发展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
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

2012 年 ，天 津 市 城 镇 化 率 达 到
81.6%。“我们把完善社会保障作为推进城
镇化的重要支撑，形成了‘6+4’社会保障
模式。”天津市人社局副局长于瑞均告诉记
者，该市通过实行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参加
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和意外伤害等
6 项保险，城乡居民参加养老、医疗、生育
和意外伤害等 4 项保险，基本实现了“人人

享有社会保障”的目标。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新农合和城

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分设、管理分割带来的
重复参保、重复补贴、重复建设问题日益凸
显。”山东东营市人社局局长李全民向记者
介绍了该市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将二
者整合，建立城乡统一的居民医疗保险制
度。到2012年底，全市参保率达到98.7%。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社会保险、
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
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企
业年金、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的社会
保障体系框架。但是，补充性社会保障发
展总体比较滞后，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
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

面对存在的问题，人社部社会保障研
究所所长金维刚表示，在构建统筹城乡社
保体系的实践中，必须科学把握“一体化”
与“一样化”、“均等化”与“同等化”的关系。

“社保政策具有一定的宏观性和原则
性，但各地实际千差万别，不可能‘一刀
切’，要贴近实情、民情，寻找最佳契合点。”
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王建伦认为。

尹蔚民表示，从现在起，要采取更有利
的政策措施，争取到 2020年基本养老保险
参保 10 亿人，基本实现全覆盖；巩固全民
医保成果；大幅度拓展工伤、失业、生育等
社会保险覆盖面；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
流动就业群体都有较稳定的社会保障，努
力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而逐

步发展起来的一项基本的社会经济制度，是国民收

入再分配调节机制中的一种主要手段，是保障人民

生活、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网，是社会进步和文明发

展的重要标志，关系到人民幸福安康和社会公平

和谐。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改革开

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坚持深化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大幅度增加资金投入，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加

大工作力度，社会保障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党的十

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

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

持续性为重点，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

体系”。

从国际社会保障发展历史看，社会保障不仅要

调节一定时期内各社会群体的关系，还涉及代际关

系的调节。因此，必须保证制度稳步运行、资金长期

平衡和事业可持续发展。

经过多年改革和发展，我国社会保障资金规模

不断扩大，实力持续增强，监管措施不断加强。2012

年，城乡各项基本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总支出和累

计结余规模分别达到 3.14 万亿元、2.39 万亿元和

3.75万亿元。

2012 年，我国实现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

度全覆盖，这意味着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初步形成，从此进入全民社保的新时代，目前正朝着

全面实现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目标迈进。

然而应该看到，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水平，

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与广大人民群众的

期盼还有距离。目前，还有约 2 亿人没有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由于自愿参保和城乡衔接不畅等原因，有

几千万人仍游离在基本医保制度之外。特别是面对

老龄化高峰临近、城镇化加速、经济结构调整等带来

的机遇和挑战，围绕社会保障体系稳定运行、永续发

展的目标，要求十分迫切，任务非常艰巨。

为确保到 2020 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

会保障体系，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创新，以更大的决

心，下更大的气力，采取更加有效的政策措施，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让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

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基本形成，覆盖人群迅速扩大。

到今年9月底，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人数的覆盖

率分别达80%和95%。我国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计划，为保障人民生活、促进经

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要普
惠共享，建立全程保障。”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要无
论是‘单位人’还是‘社会人’，无论是外来
务工人员，还是‘洋打工’，无论是个体户还
是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无工作的老人还
是原为农民的被征地人员，都能找到一款
适合自己的社会保险。”

⋯⋯
11 月 7 日，以“全覆盖、保基本、多层

次、可持续”为主题的“第五届中国社会保
障论坛”在京举行。“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
系的框架基本形成，覆盖人群迅速扩大。”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发表主
旨演讲时表示。

68 岁的许大爷是江苏省苏州市吴中
区长桥街道新北村村民。他参加区新农保
置换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个人出资加上集
体经济补助和地方财政补贴，置换了 15 年
社保缴费年限。

许大爷告诉记者，2005 年，他 60 周岁
时办理了退休手续，开始享受城镇职工养
老保险，当月就领到了 385元退休金。

“我一个地道的农民，却享受到城里人
的退休生活，而且退休金年年增加，我很满
足。”许大爷说。

许大爷晚年的幸福生活，得益于我国
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计划。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化，我
国社会保障制度也在改革中发展，在探索
中前进，在地方试点的基础上向全国推广，
逐步建立起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按照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社会保障制度与
企业改革紧密配合，首先改革和探索建立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等社会
保险和城镇居民低保制度，实现了由单位
保障向社会保障的根本性转变。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又陆续探索建
立了新农合、农村低保、城镇居民医保、城
镇居民养老保险等制度，实现了社会保障
制度安排从城镇到农村、从职业人群到城
乡居民的重大发展，覆盖人群迅速扩大。
到今年 9 月底，全国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分别达到 3.16
亿人和 4.9 亿人，合计 8.06 亿人；城镇职工
和城乡居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13 亿多人；
工伤、失业、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62亿人、1.91亿人、1.61亿人。

保障水平是衡量社会保障制度成效的
重要指标，不断提高待遇水平是人民群众
的普遍期盼。

近年来，我国持续提高社会保障待
遇。全国企业退休人员月平均基本养老金
从 1998 年 的 413 元 提 高 到 2013 年 的
1900 多元；各级政府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的财政补助从 2007 年的年人均不低
于 40 元提高到今年的 280 元；基本医保报
销范围、支付比例和最高支付限额都不断
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看病贵的问题；
工伤、失业、生育保险待遇及城乡低保和医

疗救助标准也在逐步提高。
为充分保障参保人员在就业状态变动

时的社会保障权益，提高社会保障制度一
体化水平，各地积极探索建立基本养老保
险、基本医疗保险各项制度之间的衔接办
法，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推进城乡社会保障
制度并轨。

2009 年，江苏省专门出台办法，通过
补交或折算的办法，实现了农民工在城
乡之间流动就业时城镇职工医保、城镇
居民医保、新农合 3 项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之间的关系转接。同时，全省有 26 个

统筹地区实现了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
的并轨。作为全国首个“统筹城乡社会
保障典型示范区”的苏州市，目前养老保
障政策体系已涵盖城乡全体劳动者和居
民，建立起保障多层次、资金多渠道、制
度可衔接、转接无障碍、服务社会化的全
民养老保障体系。

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指出，随着城乡
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和新农合等政策的出台，我国在制度上
基本实现了养老和医疗全覆盖，正在进入

“全民社保”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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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龙口好风光，美丽富饶的好地
方，出门就看见那个莱山面，侧耳就听见
那个北海响⋯⋯”11 月 10 日，笔者在山
东省龙口市东莱街道遇家敬老院看到，五
六位入住老人正开心地唱着歌颂家乡的
歌曲。

82 岁的赵起兴，入院 3 年，退休前在
市粮食部门工作。“我在这里可开心了，有
这么多的老朋友!”赵起兴说。

龙口市有人口 63 万，其中 60 周岁以
上的老年人 12.6 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20%。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老龄化进程加
速，养老服务呈现出需求层次多元化趋
势。2012 年，龙口市委提出打造“实力龙
口”、建设“幸福龙口”和“生态龙口”，
完善平台建设，强化政策引导，强力推进
社会养老服务事业发展。

龙口市立足实际，整合资源、优化
配置，深入实施各项养老服务政策，发
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逐步形成了政府

主导、社会参与、群众受益的多元化社
会化投资模式，在巩固提升居家养老服
务水平的基础上，有力推动了社会养老
服务的迅速发展，较好地满足了社会化
的养老需求，全市养老服务工作取得了
新突破。

据龙口市民政局长王信刚介绍，在
平台建设方面，龙口全面推进公办养老
设施建设。近年来，龙口先后投入资金
2000 多万元，共新建 3 处、改扩建 10 余
处乡镇敬老院，配齐配全了医务室、娱
乐室、洗澡间等相关配套设施；大力实
施了敬老院环境美化工程，进一步改善
了老人入住环境，营造出家庭式生活氛
围 ， 老 年 人 集 中 供 养 率 逐 年 提 高 。 目
前 ， 全 市 拥 有 13 所 敬 老 院 ， 床 位 1600
张 ， 集 中 供 养 率 达 80% ， 基 本 实 现 了

“一镇一院”全覆盖。
五保老人刘香梅今年已经 91 岁，入院

26 年，她已经习惯了养老院的生活，“东

莱敬老院的服务真是没得说，这些姑娘待
我就和亲人一样，穿衣端饭，认真细致。”

经过 28 年的发展，东莱街道东莱敬
老院成为一座集休养、娱乐、健身、康
复于一体，拥有床位 128 张的综合性镇
办养老机构，100 多位老人在这里安享
晚年。

与此同时，龙口市还大力发展民办养
老机构。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南山集团
先后投入近 2 亿元，建成了南山、东海和
养生谷等 3 处老年公寓，床位总数 1000 多
张，并配备了完备的服务设施，在规模、
设施和管理服务等方面都起到了示范带动
作用。目前，全市共有 7 处民办老年公寓
建成并投入运营。

近年 来 ， 龙 口 先 后 制 定 实 施 了 多
项 针 对 老 年 人 的 惠 民 政 策 ， 养 老 保 障
的 惠 及 群 体 和 保 障 水 平 得 到 大 幅 度 提
高 。 2008 年，全市推行了老年人生活津
贴发放政策，70、80、90 周岁以上老年

人，每人每年 300 元、400 元和 500 元；
100 周岁以上老人，每人每月 300 元。几
年来，共为 6 万多名 70 周岁以上的龙口
籍 老 年 人 发 放 生 活 津 贴 1 亿 多 元 。 同
时，龙口大力推广村 （居） 养老补贴制
度，把村 （居） 养老补贴制度作为农村
养老方式的有益补充，引导有实力的地
区 推 广 集 体 发 放 养 老 补 贴 制 度 。 2012
年，全市共为 5.6 万老年人发放村级养老
补贴近 5000 万元，占全市总数的 60%以
上，不仅进一步缓解了农村家庭养老难的
问题，也有效促进了全市经济社会的和
谐稳定发展。

龙口市老龄办主任吕杰介绍说，今年
龙口市把农村五保老年人集中供养标准每
人每年提高到 5986 元,分散供养标准每人
每年提高到 2326 元；65 岁以上老人免费
乘坐公交车。“要让他们幸福欢乐地生活在
龙口这个大家庭中！”

文/吕世军 孟宪法

让人们的晚年生活幸福欢乐
——山东龙口市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记事

让人人享有

基本社会保障
苏 琳

本报讯 广东省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日
前发布消息，该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将从
130 元/月调整为 150 元/月，从 2013 年 7 月份起补发，
将有 42 万人从中受惠。据介绍，本次调整后，广州
2013年下半年需增加基金支出约4690万元，以后每年
基金支出约 9380万元。 （钟小欣）

广东广州：

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提至150元

广东广州：

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提至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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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改善人民基本生活改善人民基本生活
本报记者 苏 琳

在青海省西宁市北川河东路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内，几名“入托”老人在吃晚饭。 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摄

本报讯 为鼓励残疾人就业，日前，武汉市民政、
残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 4 部门联合下发《关
于对福利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的通
知》，对福利企业中的残疾员工按每人每年 3600 元标
准给予补贴，补贴时限暂定为 3 年。在此期间，如遇国
家对福利企业优惠政策有重大调整，补贴政策可作相
应调整。 （吴 文）

湖北武汉：

福利企业残疾员工每年获补3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