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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

深调查

并并轨轨前前夜夜的的农农村村养养老老经经

城乡养老并轨成为
热词的那一刻，注定牵
动着每一个人的神经，
无论是城里的居民还是
城外的农民，以及进城
农民或务工人员，都想
看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在全覆盖、保基本的同
时，自己能有更平等的
选择权。

在我们身边，养老
保险与生活状况有着怎
样的逻辑关系？城乡各
种养老待遇的并轨，会
给农民带来哪些期待？

4月16日，德城区邹李社区
仅存的平房区内，77岁的程素
英靠着墙根晒太阳，一旁十几
米远处，是她生活了一辈子的
平房。

双目失明、腿脚时常疼痛，
好在没有什么大病，程素英每
月可领取65元的养老金，加上
村集体给失地农民的补助，每
个月够吃了。

程素英住在城中村破旧的

平房内，每天摸索着做玉米面
粥，天好的时候带着狗到墙根晒
太阳，除非生大病需要住院，她
的生活半径不会超过这十几米
的小巷子，这是她眼睛失明三四
年以来的全部生活圈子。

程素英一直认为她还是一
个农民。十几年前，村里分给她
的半亩口粮地，被周围开发的商
品房高楼取代之前，她一直靠种
地生活，她嫁到这个村五六十

年，这种生活从未改变过。
失去土地后，她就以她至

今仍在的平房为点，以开发的
楼盘为面，干杂活打工挣钱。随
着年老体衰、双目失明，程素英
逐渐丧失劳动能力。

刚开始她只得跟着儿子一
起生活，直到每月的基础养老
金发到手，加上村集体对失地
农民每月170元的补偿，她一点
一滴地攒下了些钱。

“后来涨到60块，再后来是
65块。”程素英虽然失明，但却
记得很清楚，这些钱她却不怎
么敢花，买菜贵、买药贵，万一
哪天生病，这些钱能拿出来应
应急。

同住这片平房区内，王桂
英比程素英小两岁，有两个已
经年过五旬的儿子，在城中村
拆迁过程中，分到了拆迁房，已
是城里人，王桂英轮流在两个

儿子家吃住。
但对于这笔养老金的使

用，王桂英也是省了又省，怕的
是给孩子添加负担。去年，她心
脏不好生病住院两个月，尽管
医药费报销了大部分，但她总
会担心平日感冒之类的小病买
药再向孩子张嘴。

失地、失劳动能力，让每个
月仅有的200多元成为程素英
她们保命应急最后的钱。

年近不惑之年，周先生两
口子一直在做生意，有房有车
外加给孩子的教育支出，维持
生计没问题。

曾经的初中同学，有机关
单位上班的，如今每月能拿到
四五千元的月薪，曾经嫌机关
单位工资低不够自由的周先生
突然有些羡慕同学的稳定了。
至少，不用为养老问题担忧。

在商品经济并不太发达的

年代，他开始干装修挣钱。像他
这样的个体户也挣到了不少
钱，但当时只顾着年轻干活，也
没交什么保险，只想多存点钱。

周先生开了两个门店，随
着房租、人员工资年年上涨，加
上网购大行其道，生意渐渐不
如以前，而通货膨胀、物价猛
涨，也让他积累的存款缩水。

看着身边的同学，从低薪
时慢慢熬到了工资隔一段时间

涨一次，他的心态也发生了变
化。“担心的不是自己手上钱不
够花，毕竟做生意，手上的流水
还是有的，但老了之后咋办？”
周先生说。

虽然现在也能交社保，如
果完全自己负担，周先生两口
子一年得交近两万元，而且年
老后养老金很低，跟他在机关
上班的同学拿四五千元的退休
工资比，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跟周先生一样，装修工人
李师傅已经抱孙子了，才意识
到养老问题，于是他赶紧买了
一份储蓄型保险。“这只是财富
保值的一种方式，毕竟不是每
月能支取的那种，万一活个八
九十岁，还真不够花。”李师傅
笑称。

比较幸运的是，他在南方
老家交了一份100元一年的新
农保，年满60岁之后每月能领

到基础养老金兜底。“人不在老
家，村干部给统一交的是100
元，早晓得就多交些。”李师傅
说，之前他并不知道也可以按
最高档缴1000元的政策。

每月55元，跟他身边动辄
领着每月好几千元退休金的客
户比，还不够半月的烟酒钱。

“恐怕还得多干几年存钱养
老。”已经在这个城市打工十几
年的老李说。

三十出头的王鹏有一副好
身板，外加一身好手艺，农闲时
他会到各处的工地上揽活干。
一年下来，加上农田里的收成，
能挣十来万元。

三年前，王鹏每年拿1万元
买了一份福禄双喜两全保险，
连利息带分红，等他干不动的
时候，这些钱依然在。

此前，进城务工多年的王
鹏特别羡慕的事，莫过于一位
在银行退休的老人一下子拿出
十几万给孩子装修。“老人每月

退休金好几千元，还经常涨。”
王鹏说，这是他之前不敢想的。

不过，今年开春后，王鹏户
口所在的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果园村将他的养老保险缴费额
度100元提高到了300元。

在咨询了相应政策后，王
鹏又拿出近3000元，提高了自
己的年缴费额度。这样一来，他
个人账户累计部分就会多一
些，交的多最后得到的待遇高。

“到我60岁，也能跟城里人一
样，每个月领好几百元的养老

金了。”王鹏说。
尽管与城镇职工动辄上

千、几千元的退休金相比，还是
有不少差距，但这让王鹏看到
希望，毕竟买商业保险、加上新
农保，再加上村集体的补贴和
个人存款，养老不再只有一种
方式了。

这一点，在同属经济技术
开发区的宋官屯街道办事处得
到证实。宋官屯街道办事处新
农合办公室主任王昕介绍，
2014年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

以往不同之处有三点：一是缴
费档次的变动，最低档由原来
的100元人/年增加到300元人/
年，最高档由1000元人/年上调
到5000元人/年；二是对于连续
缴费15年以上的居民每增加1
年，由区财政加发基础养老金2
元；三是居民养老保险养老金
待遇领取人自死亡次月起停止
发放养老金，相关人员在待遇
领取人死亡后30日内办理居民
养老保险注销登记的，由区财
政一次性发给丧葬补助金———

600元。
以宋官屯为例，每月领取

65元的基础养老金的60岁以上
老人，月均3800多人，去年累计
发 放 2 7 5 万多元，累计发放
44995人次。

“现在来咨询按最高档
5000元缴费的不少。”王昕说，宋
官屯集体经济基础好，很多失地
居民靠做生意致富，愿意按最高
档缴费的人也越来越多。像这种
情况，扣除集体筹资的300元，剩
下的部分由个人承担。

作为进城务工人员，王鹏
最大的希望，还是希望每年由
村集体缴纳的那部分能提高
些，他缴纳的那个最高档额度
也能提高一些，这样养老金才
能“破千”。

而作为外乡人，全家人都
在德州生活的李师傅，最期盼
的是从进城农民变成城镇人口
后，过去缴纳的保险能够转移
过来，并适当地提高缴纳额度。

与55元“零花钱”相比，真
正决定农村老人生活待遇的，
是个人账户累计部分，交的多
最后得到的待遇高。过去新农
保缴费五档标准，每年从100元
到500元，城镇居民交费十档标
准，每年从100元到1000元。即
使个人有多缴纳养老金的意
愿，农村居民仍然与城镇居民
相差甚远。

长期从事基层新农保工作

的王昕认为，在一些村集体经
济比较好的地方，无论是养老
保险参保形式，还是补偿金额，
其实都是在朝着给农民“减负”
的方向去的。

从目前情况来看，通过近
年来的努力，城乡统筹已然成
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特征。
虽然城乡居民的养老待遇仍然
偏低，但随着城乡养老保险并
轨后，进城农民在享受城镇化

养老红利上，将获得更多实惠。
从2011年起，德州市所有

县(市、区)全部纳入国家新农
保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
点范围，两项制度实现全覆盖，
当年符合条件的60周岁以上城
乡居民，无需交纳任何费用，全
部开始领取养老金，每人每月
55元；未满60周岁人员须参保
缴费。2013年10月1日起，德城
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础

养老金标准由每人每月60元提
高到65元，提高后的养老金标
准比国家规定水平高出10元。

记者从德州市人社局获
悉，今年在加强社会保险征缴
的基础上，年内将完善职工和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衔接办
法，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
由财政部与人社部印发《城乡
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
也列入了今年的时间表。

本报记者 王金强

德城区邹李社区，
微薄的基础养老金和村集
体补贴收入，成为失地农
民养老的主要支撑。

王金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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