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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桂芳是长沙市芙蓉区马王
堆街道居民，“幸福”“快乐” 是她
谈到近5年的晚年生活提及次数
最多的两个词语。 喻桂芳说，“我
之前交了两年的养老保险费，一
共200块。从2011年起，现在一年
就能领2000块钱的养老金， 而且
从2011年我开始领养老金时的每
个月60元到现在的160元，基础养老
金每年都在增加。政府的政策好，让
我们老有所养，心里很踏实，老年生
活过得很幸福，有滋又有味。”

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
“共同富裕”，从“发展是硬道理”
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几十年
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始终是
党和政府最重要的工作。“社会保
障全覆盖” 作为民生工作的重要
内容， 始终是我党这些年来的改
革目标和努力方向。

若以民众的“幸福感” 为出
发， 那么如何让老百姓享有基本
保障、 没有后顾之忧， 显然就是
“民生政治”的逻辑原点。在社会
主义的本质属性中， 公平正义的
意义就包含了让每一个公民都能
在国家的关照下有着“免于匮乏
的自由”，不至于因病致贫、不至
于因教返贫、不至于老无所依。正
是因为有着这一逻辑原点和目
标， 我国这些年一直在社会保障
方面加大力度，做到应保尽保，并
致力于实现社保全民覆盖。

截至2016年底， 我国基本养
老覆盖总人数约8.8亿人，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率达到90%左右；城
乡基本医疗保险已接近全覆盖；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覆盖人数大致
为6000万人， 城乡特困人员大致
覆盖500万人，基本做到了应保尽
保。 这个成绩的取得既包含了顶
层设计的科学性， 以及保障制度

建设在统筹推进方面的努力，也
有各级政府部门在实施方面的兢
兢业业、 准确到位。 如湖南省在
2016年7月出台《湖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制度的实施意见》，整合城镇居民
医疗保险和新农合两项制度，整
合后， 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参
保缴费标准一致， 无差别享有医
保待遇， 让农村人口普遍享受到
了该项政策带来的好处。

社会保障的完善， 可在很大
程度上解除“生活困境”这一现实
难题对个体身心的绑缚， 如解决
了养老保障问题， 老人可以安享
晚年， 子女也可减去一定的经济
压力；解决了医保问题，贫者不必
陷入“小病靠忍，大病靠扛”的悲
凉。 生活原本可以有着更大的舒
适和自由，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
需要社会保障来予以保证。 党的
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就保
障和改善民生作出一系列重要论
述，五年来，经济下行压力下各项
民生指标逆势上扬， 人们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只升不降， 这都呼应
了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站，
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 的执政
理念，更充分体现了“让老百姓过
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的党的价值追求。

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
国家，建立健全覆盖全体城乡居民
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一件前所
未有的崭新事业。我们欣喜地看到，
这项事业已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将
有更多的人被覆盖到其中，让社会
保障“兜住”我们的幸福和希望，这
是新时期社会主义的内涵，也必将
成为今后人们越来越有幸福感的
倚仗。 ■本报评论员 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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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湖南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总体
目标是： 就业与经济增长联动机
制基本建立， 实现更加充分和更
高质量就业； 覆盖城乡的社会保
障体系不断完善， 待遇水平稳步
提高；人才综合竞争力和支撑效应
明显增强；机关事业单位人事管理
体制机制基本健全；工资收入分配

趋于合理， 工资水平明显提高；劳
动关系总体保持和谐稳定； 信息
化建设全面推进； 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公共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
社会保障体系。“十三五”期末，
全省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
保人数达到1015万以上， 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

到3150万人， 机关事业单位养
老保险实现全员参保， 基本医
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
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到775万
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到580
万人。到2020年，全省社会保障
卡持卡人数达到5500万人。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叶飞艳 实习生 吴乐洋

社保从制度全覆盖向“人人享有”迈进
“十三五”期末，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将达到3150万人

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
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
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完善
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

“五年来，基础养老金每年都在涨”

“跳舞、旅游、打球，我的
老年生活过得可丰富了!”喻
桂芳， 长沙市芙蓉区马王堆
街道居民，谈到近5年的晚年
生活， 她口中提及次数最多
是“幸福”“快乐”。

“我之前交了两年的养
老保险费，一共200块。现在，
我每年能领2000块钱的养老
金，从2011年的60元/月到现
在的160元/月， 基础养老金
每年都在增加。 政府的政策
好，让我们老有所养，心里很
踏实，老年生活过得很幸福，

有滋又有味。”
从2017年1月1日起，我省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
老金最低标准由每人每月80元
提高到85元。而且按照“小步快
走”的方式，以2020年我省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
最低标准达到100元为目标，调
整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基础养老金。

据悉，截至7月，全省享受
待遇人数达到962.5万人，月人
均待遇水平由制度启动之初的
55.5元提高到了90.5元。

感受2 “城乡居民医保让居民享受相同待遇”

阮月英，62岁，家住湖南
省隆回县雨山镇野塘村，今
年初她被查出患了恶性肿
瘤。先后住院4次，总医疗费
用116886.8元， 这对她来说
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 所幸
的是， 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为
她报销了68022元，大病保险
又报销了21989.4元。

阮月英看病负担减轻，
得益于越来越完善的社会保
险制度。 她之前参加了新农
合。2016年7月， 湖南省出台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整合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实
施意见》，整合城镇居民医疗保
险和新农合两项制度。 这给像
阮月英这样的城乡居民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好处。

整合后， 农村居民和城镇
居民的参保缴费标准一致，无
差别享有医保待遇。另外，湖南
省统一医保目录， 增补121个药
品品种，纳入报销范围的药品达
到2540种，较原新农合药品目录
增加了1100多种。

感受3 社保业务办理从“窗口”到“掌上”

“以往查询个人社保只
能到街道社区社保窗口。如
今， 有了社保自助终端机和
社保微信平台等， 不需要在
窗口排队， 只需身份证就可
以完成查询和缴纳， 太方便
了。”近日，在单位楼下的长
沙银行为女儿缴纳完2018年
医保费用的虢女士感叹。

为进一步提高办事效

能，顺应指尖办事潮流，长沙市
人社局针对群众多元化的实际
需求， 按照掌上平台“一站服
务、一键办理”的要求，着力推
进“长沙人社12333”微信平台
建设， 开通业务咨询等多项便
民服务。市民可根据自身需求，
自主选择线上办理方式与渠
道，享受人社掌上平台“量体裁
衣”式服务。

近年来， 湖南社会保障事
业快速发展， 正在由制度全覆
盖向“人人享有”的目标迈进。

目前， 湖南省基本养老保
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已实现城乡
全覆盖，工伤、失业、生育保险
已覆盖全体职业人群。

连年调整提高企业退休人
员基本养老金， 全省月人均养
老金水平从2012年底的1473
元提高到2016年底的2135元，
今年继续提标， 预计人均水平
可达2270元左右; 城乡居保基
础养老金最低标准达到80元;
城乡居民医保补助标准提高到
每年450元，职工和居民医保政
策范围内报销比例分别稳定在
80%和70%左右; 全面实施城
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 大病患
者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
例在基本医保的基础上普遍提
高约10—15个百分点; 生育保
险政策范围内分娩医疗费实现
全免费; 失业保险金平均标准
由2012年的666元/月提高到
2016年的1021元/月， 今年进
一步提高到1100元/月。新修订
的《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后，一
次性工亡补助金、 伤残补助金
标准等都大幅提高。

憧憬 着力推进社会保障全覆盖，基本实现人人享有

让社会保障
“兜住”我们的幸福和希望

数读

基本养老保险
已实现城乡全覆盖

市民在办理社保业务。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