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6日 ， 顺义区胜利街
道建北三社区内红旗招展， 辖
区200余名党员干部群众 、 退
伍老兵一起举行了升国旗仪
式， 并以分享国旗故事和歌舞
表演的方式， 共同喜迎国庆的
到来。 这是顺义区胜利街道联
合顺义区老干部局共同举办的
“我和国旗同心” 主题活动。

升旗仪式上， 退伍老兵们
腰杆笔直， 军礼飒爽。 “站在
国旗下再行军礼， 我的心情非
常激动 。” 87岁的退伍老兵张
书林曾参加过解放战争， 他手
拿国旗， 向现场党员群众分享

《国旗的故事》， 普及 《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旗法 》 相关内容 ，
党员群众纷纷上前与退伍老兵
合影。

据胜利街道建北三社区党
总支书记赵红燕介绍， 以升国
旗、 宣讲 《国旗法》 与国旗同
心合影为内容的 “我与国旗同
心” 主题活动是胜利街道迎国
庆系列活动中的一部分， 在国
庆节当天， 胜利街道还将在红
色小院、 初心学社等党群活动
基地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退
伍老兵集体收听收看阅兵式 ，
以庆祝新中国70周年。

中建一局承建徐州首条地铁投入运营

□本报记者 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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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记录本市社会保险制度发展脉络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白白莹莹 文文//摄摄

甘家口建设地区居民“暖客厅” 中科馆2019年“科学之夜”开始售票

近日，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组
织编写了 《北京社保七十年》一
书，梳理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
本市社会保险制度的发展脉络，
据了解，本书分为8章，以北京社
会保险事业发展为主线， 上溯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实施劳动保
险条例， 下延至2019年推出最新
的社保改革举措，从养老、医疗、
失业、 工伤和生育五项保险制度
的创建实施， 到社会保险体系的
变迁发展， 从社会保险制度全覆
盖到人群全覆盖， 从保险待遇水
平持续上调到人民群众获得感不
断提升， 北京社会保险事业从无
到有，织社保密网、兜民生底线，
这项繁复而精密的民生工程持续
惠及首都人民群众。

高质量经济发展为社保
事业注入源头活水

新中国成立之初， 市政府起
草了三个关于公营企业职工年老

及衰弱退职、 疾病和伤亡抚恤三
个暂行办法草案， 揭开了社保事
业发展的序幕， 随后按照国家部
署实施 《劳动保险条例》， 为劳
动者提供涉及生、 老、 病、 死、
伤、 残的多种保障， 确保其无后
顾之忧。

计划经济时期， 劳动保险资
金完全由国家或者单位出资， 覆
盖人群主要是体制内企业职工、
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 虽
然， 劳动保险制度经历了从国家
责任发展到国家与单位责任并重
的进程， 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社会保险制度。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 将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 北京把握发展机遇， 全
面推进改革开放， 经济发展连续
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稳定增长。
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配套国有
企业改革， 市委市政府以养老为
先导， 逐步拓展到失业、 医疗、
工伤和生育， 经历了由改革试点

到推广铺开、 从自发改革到自觉
改革、 从单项改革到综合改革的
渐进过程。

一直到现在， 社会保险实现
了从制度全覆盖到人群全覆盖，
社保基金实行社会统筹， 突出体
现为更高质量、 更充分的就业和
保险待遇水平不断提高。 养老保
险待遇连续27次调整， 工伤待遇
连续18次调整， 为社保体系建设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让全市人民
得以共享发展成果， 从而推动着
社保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群众对共享社保服务的
需求推动社保事业发展

改革开放后， 经济体制改革
最初很大程度上是为国企量身定
做， 但必然导向劳动保险制度改
革， 因而推动了社会化保险制度
的建立和实施。 北京国有企业比
较集中， 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验
区和新经济、 新社会组织的萌生

地。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新
经济、 新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
产生， 却游离于劳动保险制度之
外， 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呼声日
渐强烈。之后，便有了不同时期为
数很多的改革试点， 北京的创新
经验多次在全国推广， 显现了北
京社保事业发展的自身特点。

社会化的保险制度发轫于新
旧经济体制转换， 得益于政府主
导进行的改革开放。 北京赋予企
业自主经营权， 实施全员劳动合
同制，让企业自主用人，直接推动
社保制度改革跟进， 让单位人变
为社会人，劳动者可以自由流动。
为企业松绑有利于解放生产力，
反过来又推动了经济社会体制改
革， 形成了北京的产业优势和区
位优势， 有利于扩大就业规模和
享用人口红利， 为扩大社保基金
规模奠定了基础， 社保政策在聚
集人才、资本、技术等因素方面的
作用越来越突出， 进一步强化了
北京社保事业发展的优势。

社保事业发展与时俱进
不断提升发展水平

未来， 市人力社保局将把社保
工作放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人口
老龄化趋势加速的背景下进行考
量， 围绕稳就业的核心任务， 去研
究解决产业结构新调整下实现高质
量经济发展、 新业态就业方式灵活
多样化下实现稳就业、 为企业减税
减负下实现社会保险事业可持续发
展等重点问题。

同时， 关注互联网技术对就
业和社保的影响， 由于构建高精
尖产业结构， 新业态下就业方式
多样， 聚集大量高技能人员， 他
们的标配薪酬和社保待遇水平及
支付方式有别于其他传统行业，
他们的需求推高了对北京社保工
作的预期和标准。 因此， 改革创
新社保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 进
一步提升北京社会保险事业发展
水平和质量是必然的客观要求。

市人力社保局编写 《北京社保七十年》

现在， 甘家口街道很多居民
见面打招呼的方式不再是 “吃了
吗 ？ ” 而是 “今天去社区活动
吗？” 今年5月， 甘家口街道将原
来街道和社区两级的党员活动
室、 道德讲堂、 文明市民学校等
各类社区活动阵地进行整合， 成
立了甘家口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 街道24个社区全部设立了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 实现了活动统
一组织发布、 志愿服务力量统一
调配、 供需有效对接。 通过开展
理论宣讲、 文化服务、 科技与科
普服务、 健康健身服务等， 让居
民学习在社区、 欢聚在社区， 打
造有温度的社区生活。

9月底， 花园村甲10号的甘
家口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里手
工制作、 舞蹈排练、 书法课程等9大
类课程同时开展， 现场参与活动的
群众有三百余人。 该所同时也是街
道市民活动中心所在地， 总面积
2500平方米， 设有残疾人温馨家园、
老年大学、 图书馆、 舞蹈排练厅、
合唱教室等十余类活动场所， 能够
容纳上千名市民活动。

多年来， 能够满足地区居民
的文化生活需求一直是甘家口街
道的 “民生要事”。 该街道经过
探索逐渐形成了特色基层文化品
牌和基层文化活动供给模式。 自
2011年起， 该街道连续9年在中

央电视塔下开展 “中塔炫” 消夏
文艺演出， 每年春天在玉渊潭开
展千人春季健走， “一塔一园”
活动迸发着勃勃生机。 办在社区
里、 送到家门口的文化活动得到
了居民的欢迎和参与。 “家门口
的大舞台 ” “社区里的评书联
播” “地区科技节” “青少年创
客营” 等系列文化科普类活动每
年开展300场以上， 累计覆盖地
区群众三万余人。

文化活动的蓬勃开展和市民
素质的不断提高成为了开展志愿
服务的沃土。 在该街道市民活动
中心的 “志愿者之家” 只有33平
方米， 却是地区17895名志愿者
的大本营 。 从这里 ， “夕阳再

晨” 志愿服务队开展的 “科技助
老” 志愿服务走进老年人中间，
志愿者教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和
电脑， 帮助老人跟上子女成长和
时代发展的脚步； 从这里， “发
芽行动” 志愿服务项目启动， 数
千名的北京地铁安检员们通过共
享单车摆放等志愿服务活动向公
众传递正能量； 从这里， 来自中
国劳动关系学院本科劳模班的志
愿者们利用职业专长， 为居民播
放露天电影、 教剪纸、 做宣讲，
让榜样的力量和工匠精神在社会
中传递。 “志愿服务 甘心为您”
甘家口街道的志愿服务口号传递
在市民中间，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
人加入到志愿服务的队伍中。

□本报记者 马超

□本报记者 任洁

9月28日， 徐州市首条地铁
徐州轨道交通一号线通车运营。
中建一局二公司承建的徐州轨道
交通项目 “列车之家” 高铁停车
场工区及杏山子车辆段工区正式
投入使用。

据介绍， 中建一局二公司承
建徐州轨道交通1号线 “列车之
家” 高铁停车场工区， 该停车场
承担1号线系统规模的全部运用
车的停车、 列检， 以及配属车辆
的双周、 三月检任务。 高铁停车

场工区总建筑面积 3.24万平方
米， 停车场内共24条存车线， 最
多可同时停放50余辆轨道列车。
同步建设1号线新建运用库、 材
料库、 工程车库、 牵引混合变电
所、 洗车库、 污水处理站等生产
生活设施。 而杏山子车辆段工区
总建筑面积为 12.97万平方米 ，
涵盖新建运用库、 检修库、 洗车
库、 物资总库、 综合楼等生产生
活设施。

据了解， 该工程建设采用钢

模板可视化交底，将800余根结构
柱截面尺寸统一规格， 现场采用
定型钢模板 ， 周转利用率提高
80%以上。 此外，项目处于富水岩
溶地区， 工程采用一孔一勘的措
施。 近3千根灌注桩桩长均不一
样。 项目研发 “钢筋笼分段连接
器”实用新型发明专利，在加工场
地有限的情况下解决了快速高效
加工的难题。 每一套钢筋笼制作
时间缩短至少1小时为项目节约
工期40天。

晚上的科技馆会像电影
《博物馆奇妙夜 》 一样神秘刺
激吗 ？ 200平方米的科幻涂鸦
如何填满？ 10米高的机器人是
什么模样？ 这些问题将在10月
的中国科技馆里一一揭晓。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技馆获
悉， 2019年 “科学之夜” 活动
将于10月2日—7日、 16日—18
日的19时到21时上演。 以科幻
为主题的 “科学之夜” 分为四
大版块九个活动， 届时， 缤纷
彩灯将点亮夜间中科馆， 最强

科幻音乐会将high翻全场； 200
平方米超大画卷的科幻涂鸦 ；
人 体 彩 绘 变 身 闪 亮 小 精 灵 ；
Csoplay巡游孙悟空 “大战” 钢
铁侠； Crazy Jump、 火线冲击、
10秒挑战玩转科学嘉年华； 多
媒体表演秀上科学与艺术相辅
相成； 10.1米高的正阳门机器
人将恭候你的光临。

“科学之夜” 活动已正式
通过网络和现场开始售票， 除
了四大版块的精彩内容， 观众
还可以收集印章兑换徽章。

胜利街道居民分享国旗故事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