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足不出村”就能领养老金
全市 80 多万 60 周岁以上城乡居民享受基础养老金
本报记者 杨淑君 刘云菲 本报通讯员 卢宪慧

作为全国首批新农保试点的东昌府区，目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适龄人员参保率已达
98% 以上，社会化发放率达 100%，实现了养老保险全覆盖。截至 2011 年 10 月底，全市 80 多
万 60 周岁以上的城乡居民能全部享受到基础养老金。

26 日上午，东昌府区侯营
镇蒋庄村村民蒋凤云来到镇上
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大
厅，帮助母亲蒋段氏查询养老金
的发放情况。“我是家里的独子，
两位老人和我们一起住，往常每
个月都会给老人一些生活费。”
蒋凤云说，这两年老人领上了养
老金，他的负担减轻了一些，更
重要的是，老人觉得自己也能领

“工资”了，能少给儿孙添负担。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东昌府

区道口铺街道办事处高马村，村
民马庆和来到村里的养老保险
信息系统前，把社保卡轻轻一
划，养老保险信息一目了然，很
快他就取出了老两口两个月
220 元的养老金。“以前取钱要
跑很远，到了还得排队，现在在
家门口就能取钱了，又方便、又

安全。”马庆和说。
另一位村民则在查询自己

的养老保险信息，只见他来到社
会养老保险信息自助服务终端
系统前，把自己的手掌轻轻放到
信息平台上，系统立即呈现出他
的养老保险信息。“真是太方便
了，自己就能查询到信息。”这位
村民说，因为采集的是自己的掌
纹，看到查询结果也觉得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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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掌纹，养老保险信息一目了然

东昌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局长李国良告诉记者，村
民使用的系统，老百姓俗称“掌
纹机”，就是城乡居民养老金领
取验证稽核系统——— 生理掌纹
信息验证系统。“最先考虑的是
采集指纹”，他说，但考虑到随着
年龄的增大，指纹可能会越来越
不清楚，后来从报纸上看到掌纹
认证系统的优势后，果断引入这
一系统，通过该系统的人体静脉
识别技术、身份证阅读技术，将
原来的人工稽核变为自动稽核，
节约了人力物力，还确保了稽核
的准确性、公正性，资格审查、身
份验证更加准确、方便、快捷。

该区还投入近 40 万元，建
设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信息系统
硬件，目前已实现省、市、区、镇
四级联网，通过市信息中心，直
接链接到省新农保数据库，加强
了对每个镇的新农保动态管理。

为了给群众提供便捷、贴心
的服务，东昌府区人社局与东昌
府区农信社结合，为农民发放

“财富在手卡——— 新农保专用
卡”，免去了村民排队的烦恼，足
不出村就能领到养老金。

李国良说，2009 年，东昌府
区成为全国首批新农保试点县
(区)，当时村里不少 60 岁以上村
民没有二代身份证，要领到新农

保养老金必须先用二代身份证
录入信息，一些村民对换新身份
证还不太理解，区人社局实行

“干部帮包”等方式，并联合财
政、民政、公安、残联等部门，通
过层层公示，迅速完成了领取新
农保养老金村民的信息录入，并
顺利发放首批新农保养老金。
2011 年，又顺利启动城镇居民养
老保险试点。

如今，该区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适龄参保人员达 29 .2 万人，
参保率达 98% 以上，征缴基金
8093 .3 万元，按时足额为 92382
名 60 周岁以上城乡居民发放了
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率达 100%。

一张卡片，“足不出村”就能领到养老金

为加强参保人员动态管理，
东昌府区专门下发文件，规定各
镇、街道、园区按每万人配备一
名工作人员的要求配备劳动保
障工作人员，最低不少于 3 人，
村级协理员每个行政村配备 1
名。“村级协理员由区财政统一
发放补贴”。李国良说，哪些村民
到免费领取养老保险金、哪些村
民已经去世需要注销等动态信

息，都由他们来完成。
目前，全区的村级协理员已

达 875 人，各村协理员对征收、
发放等信息，一个月一上报，根
据群众对其服务的优劣进行评
价，一年一考核，实行动态管理，
每年全部由财政发放补贴。

由于新农保试点的政策性、
系统性比较高，启动新农保工作
后，还组成新农保工作小组，全

区 1000 多名新农保工作经办人
员全部进行了业务培训。

在实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工作时，还引入金融机构竞争机
制，由农村信用社、农行、邮政银
行对养老保险费代收、代缴，对
金融机构的服务以乡镇办事处、
园区为单位进行划片考核，根据
群众的满意度进行调整，不断提
升整体服务水平。

875 名协理员专门收集养老信息

中共十八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在党章中把科学发展观列入党的行动指南。十八大提出，要在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今天起，本报推出《问民生·听民声——— 科学发展看聊城》系列报道，来关注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等民生领域的的发展变
化，倾听百姓在这些方面遇到的问题和诉求，并反映给有关部门，以期帮助百姓解决问题，让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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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
系建设。社会保障是保障人民生
活、调节社会分配的一项基本制
度。要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
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
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
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
障体系。改革和完善企业和机关事
业单位社会保险制度，整合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
制度，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
障待遇确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

扩大社会保障基金筹资渠道，建立
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制度，确保
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完善社会救
助体系，支持发展慈善事业。建立
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
房制度，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
理。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
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大力发展老龄
服务事业和产业。健全残疾人社会
保障和服务体系。健全社会保障经
办管理体制，建立更加便民快捷的
服务体系。

东昌府区道口铺办事处高马村村民马庆和领取养老保险金。
本报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卢宪慧 摄

目前，全市 60 周岁以上
老年人有 90 余万人，约占总
人口的 15 . 5%，按照 60 岁以上
人口超过 10% 的国际通行老
龄化界定标准计算，聊城已经
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除去符

合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条
件的城镇居民和参加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
截至 2011 年 10 月底，全市 80

多万 60 周岁以上的城乡居民
能全部享受到基础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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