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假期间，浙江省绍兴市富盛镇结合乡村文旅发展，推出系列暑期
研学活动，让学生们在绿水青山间扩展眼界、提升素质。 图为小学生在
位于绍兴市富盛镇的水上运动基地参加皮划艇拓展活动。 新华社发

基本养老金上调4%如何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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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7月， 多省份密
集发布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的通知。 截至目前， 全国31个省
（区、 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均已亮出方案。 4月以来推出的
缓缴养老保险费政策， 是否会影
响相关人员养老金待遇？ 未来几
年进入退休高峰期， 如何保障养
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总体涨4%将惠及超过
1.3亿退休人员

今年5月，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 财政部联合下发通知，
明确从2022年1月1日起， 为2021
年底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
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
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 总体调整
水平为2021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
本养老金的4%。

“新华视点” 记者发现， 截
至目前， 全国31个省 （区、 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发布了
具体方案 。 各地均采取定额调
整、 挂钩调整和适当倾斜相结合
的办法， 并要求调增的养老金在
7月底前发放到位。

据了解， 定额调整主要体现
社会公平原则， 不同省份的调整

金额从20元至60元不等。 以广东
为例， 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28
元。

挂钩调整体现多缴多得、 长
缴多得的激励机制 。 以江西为
例， 如按缴费年限挂钩调整， 对
缴费年限15年及以下退休人员每
人每月增加16.5元， 超过15年的
按每满一年增加1.1元调整 ； 按
基本养老金水平挂钩调整， 则每
人每月按本人2021年12月份基本
养老金的1.23%增加。

政策适当倾斜， 则体现对高
龄人员、 企业退休军转干部和艰
苦边远地区退休人员的重点关
怀。 比如， 黑龙江对年满70至79
周岁老人每人每月额外增加30
元； 年满80周岁以上的老人每人
每月额外增加40元； 对艰苦边远
地区退休的人员， 根据地区类别
分别额外增加5元、 10元和15元。

“提高养老金这一民生保障
重要举措 ， 将惠及超过1.3亿多
退休人员。”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
会长郑功成说。

阶段性缓缴社保费政策
不影响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为助企纾困稳就业 、 保民

生， 今年我国对5个特困行业企
业、 17个其他行业的困难企业以
及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的困难中
小微企业， 实行阶段性缓缴社会
保险费政策； 对以个人身份参加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工
商户和各类灵活就业人员， 2022
年缴纳费款有困难的， 实行可自
愿暂缓至2023年底前缴费政策。

阶段性缓缴社保费政策减少
了养老保险基金当期收入， 是否
会影响2022年上调养老金政策的
落地？

“缓缴社保费政策是经过认
真细致测算的， 基金可以承受，
能够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人社部养老保险司副司长亓涛
说， 特别是加大对基金困难省份
资金支持力度 ， 上半年已完成
1200多亿元的资金缴拨工作， 有
效均衡了省际间的基金负担。

从账目看 ， 根据人社部数
据， 3月末， 全国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年度收支规模达到了12.6万
亿元 ， 累计结存超过6万亿元 ，
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整体上收大
于支， 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是有
保障的。

同时， 中央财政补助力度持
续加大， 专项用于确保基本养老

待遇发放。 据财政部社会保障司
副司长郭阳此前介绍，2021年，中
央财政安排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补
助资金的规模已经达到了约9000
亿元，今后还会进一步增加。

深化改革推动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更加可持续

未来几年， 随着上世纪60年
代生育高峰出生人口陆续达到退
休年龄， 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将有
所增加。 部分年轻人对养老金上
涨的可持续性， 以及未来自身养
老保险待遇能否保障有所担忧。

“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 根
据职工平均工资增长、 物价上涨
情况， 适时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水平。” 郑功成说， 我国已经
建立实施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合
理调整机制。 总的原则是尽力而
为、 量力而行， 把提高保障水平
建立在经济和财力可持续增长的
基础上。

同时我国持续深化改革、 优
化制度， 确保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长期可持续。

截至2021年末， 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超4.8亿人，
比上年末增加2453万人。 “我国

正在推动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
户籍限制， 允许2亿灵活就业人
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扩大覆盖面的空间较大。” 郑功
成表示。

提高统筹层次也在加快推
进。 2022年1月1日起， 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正式实
施。 截至目前， 多数省份的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信息
系统上线运行。

“资金在全国范围内互济余
缺 ， 有利于发挥基金的规模效
应， 增强支撑能力。 这就在制度
上解决了基金的结构性矛盾问
题， 困难地区的养老金发放更有
保障 ， 推动养老金制度更可持
续。” 亓涛说。

作为对基本养老保险补充的
个人养老金制度也于今年4月推
出。 人社部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制
定配套政策， 确定个人养老金制
度试行城市。

“养老保险基金是老百姓托
付给国家管理的 ‘养命钱’。 我
们将多措并举， 管好用好养老保
险基金、 让亿万老人老有所养。”
亓涛说。

据新华社

各地多措并举保障按时足额发放

新华社电 为服务乡村人才
振兴， 提升农民科技文化素质，
中国科协、 国家乡村振兴局日前
印发意见， 联合组织开展 “科技
助力乡村振兴行动”， 坚持科技
赋能、 深化智志双扶， 推动科技
创新成果惠及广大农民， 营造乡
村创新创业创造氛围。

意见明确了 “科技助力乡村
振兴行动” 将开展的系列重点任
务。 其中， 科协组织、 乡村振兴
部门要积极搭建平台， 引导和推
动各级学会、 高校科协、 企业科
协等建立科技服务乡村振兴目
录， 促进优质服务与县乡村科技
需求精准对接， 为农村地区提供
亟须的科技培训、 科普讲座、 产
业指导等科技服务。

在壮大人才队伍方面， 科协
组织要立足各级学会、高校科协、
企业科协、 科技科普志愿服务组
织、基层农技协等组织，在不同地
域、不同层级、不同领域培育出综

合素质高、服务能力强、运行管理
规范、 热爱乡村振兴工作的科技
服务队伍， 引领基层科技工作者
投身乡村振兴工作。

在丰富科技科普资源方面，
有关部门要推动科普设施建设纳
入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总体布局，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拓展和强化农
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科普服务
功能； 推动科普中国优质内容融
入数字乡村建设， 强化农民数字
素养； 提升科普大篷车、 流动科
技馆等流动科普设施的下沉服
务， 加强农村中学科技馆建设，
为乡村提供丰富有效的科普服
务。

此外， 意见还提出了开展科
技助力乡村振兴精准服务、 开展
村 “两委” 科技赋能专项行动 、
助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加大
重点区域支持服务力度、 深化科
协系统定点帮扶工作等重点任
务。假期归来，有的“小胖墩”又

胖了一圈，有的“小眼镜”近视又
加深了……针对这种状况， 大连
市中小学今年暑假再次推出体育
作业， 希望引导学生和家长养成
自律习惯，用体育锤炼体魄，以更
好的状态迎接新的挑战。

大连市第二十三中学高一十
班的董哲语， 每天完成学校的体
育作业之余，每周还要加练两次5
公里跑。 他说：“跑完之后大汗淋
漓，身体很累，但感觉很放松。上
了高中学习任务很重， 身体健康
显得更重要了，我体质不是太好，
准备趁着暑假做个自我突破。”

“暑假不是彻底放松，更不能
放纵……假期正是同学们加强自
主管理、 进行自我教育的良机。”
大连市第二十三中学发给学生的
暑期记录本上， 不但写了这样的
话，还有体质健康监测栏目，要求
学生监测自己的身高、体重、胸围
和视力在假期开始和结束时的变

化，给出变化的原因；有“宅”出精
气神、“动”出好体能栏目，向学生
推荐颈部拉伸、肩部拉伸、小臂拉
伸、背部拉伸、腹部拉伸、大腿后
侧拉伸、 大腿前侧拉伸等动作要
领，以及运动记录表；在职业了解
（生涯规划）栏目，还要求学生了
解和记录与自己性格特点、 兴趣
爱好、 职业倾向相匹配的大学专
业及其对身体健康的要求。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心小学为
学生制定了假期锻炼指南， 指导
学生科学运动， 通过家长每天的
鼓励评语、 学生每天锻炼的自我
感受来了解学生的锻炼效果， 并
计划在8月举行 “云上” 体育展
示， 在开学后通过体质健康测试
检验学生的假期锻炼成果。 校长
孙晓燕说， 体育锻炼不但能提高
学生的身体素质， 更重要的是通
过塑造学生的意志品质和坚持不
懈的精神 ， 促进学生的身心健
康。

“在学校，有体育课、课间操，
大连的学校都是上、 下午各30分
钟的大课间， 没有体育课的时候
安排1次体育活动课，学生能够保
证体育活动一小时； 放假就不见
得了，有必要加以督促，让学生们
养成好的锻炼习惯。”大连市教育
局局长鞠振伟说， 大连市安排中
小学布置假期体育作业已有多
年， 就是希望学生能够巩固学校
体育锻炼和阳光体育活动一小时
的成果， 体育锻炼不但能够解决
体质问题， 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也
很有好处。

“假期和有疫情的时间，是最
容易拉开差距的时间。”大连市教
育局安体卫处的高明宝说，“体育
作业效果肯定是有的， 不过还要
看学生、家长、学校的执行程度。
越能自律的学生， 体育作业的效
果会越好，所以家长、老师和学校
都要加强对学生自律的引导。”

据新华社

目前， 兰州市主城四区在实
施分级分类差异化防控措施的同
时， 逐步适度恢复超市、 市场等
保供主体的线下经营， 有序恢复
正常生产生活。 7月27日起， 兰
州市已连续多日无社会面阳性感
染， 本轮疫情处置取得阶段性成
效。 图为市民在兰州市五泉肉菜
市场选购蔬菜。 新华社发

兰州逐步适度恢复
保供主体线下经营

大连：体育作业护航学生假期

绿水青山间的研学游

两部门联合开展“科技助力乡村振兴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