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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义卖活动如期举行

数数十十幅幅作作品品花花落落““爱爱””家家

同行见同行
互相切磋忙

爱心市民马春杰买完作品后与书法家张子健的合影。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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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8日讯(记者 徐良)
26日，在书画义卖现场，众多书画爱
好者在活动现场求得了自己心仪
的爱心作品，数十幅书画作品名花
有主，来自好邻居超市的马春杰一
人求得两位书法家十幅得意字。

自本报爱心书画义卖活动消
息发出后，众多爱好者点名预约书
画家的作品。记者在爱心书画义卖
活动现场看到，认购者排队等候艺
术家为自己量身定做书画作品。来
自爱心企业好邻居超市的马春杰
是排队等候时间最长的，也是求得

作品最多的，她求得了张子健老师
的八幅和孙维健老师的四尺整开。

“孝道”“感恩”“诚信”“正能
量”……看到八幅大字在张子健老
师笔下一气呵成，马春杰瞪圆了眼
睛，捧起墨迹未干的宣纸笑个不
停。“做人要讲孝道、知感恩，做事
业要讲诚信、传播正能量，我要把
这几幅字挂在公司的文化墙上。”
马春杰说，书法能教导一个人，更
能鞭策一个企业。

“有德才可成事，勤奋方能有所
获，把这两幅字挂在我办公室正合

适。”马春杰对“天道酬勤”、“厚德载
物”两幅作品爱不释手，书画家们也
为这八个大字树起了大拇指。

记者了解到，参加活动的书画
爱好者不少来自周边县市。来自禹
城的张文华带着老伴和9岁的孙子
前来参加活动，他告诉记者，孙子
张善科练习水墨画已有一年时间，
此次活动让孩子受益匪浅，“每幅
水墨画都是可临摹的好作品”。

26日上午，数十幅书画作品名
花有主，求得心仪爱心作品的爱好
者们满意而归。

今年以来，齐河县人社局把
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天大的事
情，努力为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
医、失有所济、伤有所助、育有所
补而不懈努力，建立了城乡一体
的社会保障体系、科学规范的基
金监控体系、优质高效的经办服
务体系，为老百姓织密了幸福生
活的保障网。

政策宣传全方位无死角

要推进社会保险工作顺利开展，
政策宣传是关键。该县人社局全体人
员积极化身社保政策宣传员，深入企
业、乡村，利用电视台、报纸等媒体，
宣传讲解社保政策、法律，通过不断
地沟通、协调、宣讲，让群众心里对政
策的利处门儿清，使社保政策深入人
心。这在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
征缴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今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
档次有了很大提高，除重度残疾人

等困难家庭外，其他的居民最低只
能选择300元档，部分居民的应付
性参保缴费心理给今年的社保费
征缴工作带来了困难。该县人社局
除通过在电视台滚动播出政策内
容、印制宣传单和条幅等普通方式
进行宣传解读外，创新思路，给群
众当起了免费“会计员”，分别计算
出不同缴费档次领取养老金数额，
让群众切实明白“个人缴费档次高,
政府补贴就多,个人领取的养老金也
就多”这个道理。同时，在全县树立
先进乡镇典型，推广经验做法；在各
村树立先进典型，现身说法，带动参
保积极性。通过这种“铺天盖地”的
宣传，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促进
了工作的开展。今年，该县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费征缴不仅提前完成了任
务，而且征缴额同比增收近4000万
元，是去年的2倍多。

社保基金大幅增长

该县紧紧围绕人人享有社会
保障这一目标，综合运用多种手
段，突出重点区域、重点企业和重
点群体，下大力气抓好扩面征缴工
作。

面对企业养老保险征缴费率
降低、但各项社会保险任务不降反
升和今年经济形势的影响，社会保
险费扩面征缴任务艰巨。该县人社
局以大企业、大项目清欠扩面和

“三区”新投产企业参保为突破口，
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
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为重点，采
取主要领导靠上企业亲自抓，将
任务目标分解量化落实到月到人
到企，组织33人的专兼职监察队
伍联合执法等方式，狠抓社会保
险扩面征缴，全力提升社保基金
征缴总量。截至6月底，扩面成效
显著，其中，企业养老保险扩面
803人，失业保险扩面1300人，各
项保险参保率大幅提升；五项社
会保险费征缴达4 . 4亿元，同比增

收1 . 02亿元，居德州市各县市区首
位，其中，全县城镇基本医疗保险
征缴6432万元，同比增收977万元，
同比增幅18%；企业养老保险征缴
1 . 33亿元，同比增收700万元，同比
增幅6 . 4%，基本实现了应收尽收，
应保尽保。

社保待遇标准高发放快

每到月底，全县10万多名60岁
以上老人都会领到自己的养老
金，几年来，已发放养老金2 .18亿
元。社会保障覆盖面的逐步扩大，
基金支撑能力不断增强，为按时
足额支付各项社保待遇提供了有
力保证。

今年6月份，及时为全县6100多
名企业退休、退职人员增发了养老
金，实现了十连涨，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参保人员丧葬费执行省最高
标准1000元。截至6月底，全县及时
足额发放各项社会保障待遇3 .1亿

多元，并将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妥
善解决，充分保障了参保人员的合
法权益，让广大群众职工享受到了
社会保障普惠的阳光。

同时，由于社保基金、资金流
量大，涉及环节多，该县不断加强
社保基金监管，严把待遇审核发放
关。严格执行基金管理内控制度，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做到了“管
账不管钱、管钱不花钱”。认真开展
待遇领取人员资格认证，严格遵守
待遇审批制度，联合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扎实开展医疗保险定点医
疗机构(药店)检查，确保了基金安
全不流失。

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的“稳定
器”和“安全网”，事关百姓幸福。

“我们将不遗余力地继续开展好社
会保险各项工作，将各项社保待遇
百分百的落到实处，为改善民生、
提高群众幸福指数、建设幸福齐河
打下坚实的基础。”齐河县人社局
局长刘金华说。

齐河人社局

做做大大社社会会保保险险““家家底底子子””

银联商务日前发布数据，截
至2014年5月19日，银联商务服务
商户数量突破300万，与其2013年
年底公布的271 .4万商户数相比
较，不难发现进入今年1月份以
来，银联商务平均每月新增商户
高达6 .7万家，成长性及规模扩张
相当可观。

数据显示，银联商务服务的
300万家商户 广 泛 覆 盖 百 货 商
超、餐饮酒店、航空旅游、财税金
融、电商物流、生产型企业、涉农
扶农等多种行业和领域，其中超
过 95%的商户为交易活跃的中
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这也是之

前银联商务推出“天天富”互联
网金融服务平台的价值所在。数
据进一步显示，银联商务目前服
务的终端突破400万台，2013年
的总交易规模达到9 . 1万亿元，
无论是从商户数、终端规模还是
交易总量，都为国内收单机构翘
楚。而在此前，根据全球权威咨
询机构尼尔森《2012年度全球收
单机构排名表》和赛迪咨询2013
年公布的《中国第三方支付行业
半年度报告》，银联商务分别以
国内收单机构第一、亚太地区第
二的排名以及 46 . 3%的市场份
额，领跑国内整个第三方支付市

场。
“高调”的数据背后，是银联

商务与市场规模和服务需求同
步新锐壮大的产品体系做支撑。
从2002年创立至今的12年间，银
联商务已从肩负“拓荒”使命的
单一线下收单机构成长为拥有

“网、陆、空”全方位支付服务体
系的综合支付和信息服务提供
商，不仅覆盖线下POS收单、“全
民付”便民支付、ATM及自助终
端服务、预付卡受理等传统和增
值业务，还包含了互联网支付、
移动支付、语音支付、互联网金
融等各类新型产品。

正是基于海量的商户和市场
数据资源，银联商务围绕小微商
户理财、融资贷款等金融服务需
求，在小微商户与银行、基金公司
等金融机构之间搭建了数据“撮
合”平台，即“天天富”互联网金融
服务平台。在短短几个月内，“天
天富”平台上已经布局了包括基
金理财、POS贷、T+0、商业保理、
商业资金信用卡等在内的多种理
财、融资产品。

而银联商务服务的客户对
象也早已从之前单一的B端分散
式商户延伸至各类细分行业、垂
直领域以及体量更为庞大的C端

持卡人用户群，在2011年推出的
面向个人用户的便民缴费和便
利支付产品———“全民付”线下
终端，目前已超过124万台，偏远
地区的扶农助农终端超过18000
台，随着个人移动智能终端的普
及和新型电子支付的兴起，移动
客户端的“全民付”及“全民付”
收银台应用也愈加频繁。据悉，
银联商务近期还将面向小微商
户以及保险、物流等行业客户，
推出与手机、PAD等智能终端相
结合使用的新型刷卡终端“全民
付”易POS，以满足随时随地的小
微收款、付款应用需求。

第第三三方方支支付付市市场场扩扩张张迅迅猛猛
银银联联商商务务商商户户数数刷刷新新330000万万24小时服务热线：95534

26日上午，德州市数位书画
家齐聚董子文化街为爱心义卖
现场创作。

自本报筹划爱心书画义卖
活动开始，截至26日书画家现场
创作义卖，历时一个月。德州市
书协、美协以及社会各界的爱
心人士纷纷向本次活动予以支
持。有来自全市的数十位书画
家联系本报，希望通过爱心书
画义卖这个平台奉献自己的作
品，向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体献
一片爱心。

本次活动也得到了众多
社会爱心人士和企业的支持
和帮助。“这真是一举两得的
事，平时很难以平民价格买到
这些书画家的作品。”爱心人
士徐先生说。

在活动现场，不少书画家
都感叹，这样互相切磋的机会
太少。书法家张子健向前来的
业余书法爱好者讲述其老师
欧阳中石先生对于书法创作
的指导内容。业余书画爱好者
也将自己平时的作品拿给张
子健，让其进行指点。

德州市书协主席刘峥表
示，像这样利用书画创作连接
企业和困难群体的活动太少，
希望可以坚持举办下去。

本报记者 杜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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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婷婷 通讯员 肖荣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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