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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居民养老险，城乡合一家
个人缴费统一分为12档，除特困人员外最低档提高至300元

据了解，先于全省的政策推
广，省内烟台等地已经将两项保险
制度合并。省人社厅人士介绍，由
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在试点过
程中，一些市、县(市、区)政府出台
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等政策，人为
造成地区间较大差异。

为此，实施意见中加强了制度
管理，要求各地今后再增设个人缴
费档次，调整基础养老金待遇、缴
费补贴、丧葬补助等政策，须经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会省财政
厅审核，经省政府批准后实施。

本报记者 马云云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孙伟12日主持召开全省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
小组会议。会议研究讨论，
今年山东将提高城乡基本
医保保障水平，城镇居民医
保、新农合补助标准和住院
费用支付比例将有所提高。

此外，还将扩大新农合
大病保险纳入保障范围的
重大疾病病种。在推进公立
医院改革方面，山东将在总
结30个试点县(市、区)开展
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
点经验的基础上，适时启动
第二批试点县改革工作。

本报记者 李钢

本报济南7月12日讯(记者 马
云云) 目前我国城乡医疗保险制
度分割的二元结构，给城乡人员流
动和城镇化带来障碍，也给管理带
来困难。12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
悉，下一步，我省将加快推进医保
城乡统筹，整体规划城乡居民医保

制度。
我省继东营市去年率先在全

省实现医疗保险制度和管理体制城
乡统筹后，今年5月份，淄博市政府出
台文件，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实施医
保城乡统筹，由人社部门统一管理，
目前整合工作正在按计划推进。

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东
营、淄博两市的探索，为下步全省
实施城乡医保统筹积累了可贵的
经验。

下半年，我省将加快推进医保
城乡统筹。按照“一制多档，自由选
择，各档有条件转换”的思路，整体

规划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提高城乡
居民医疗保障水平。

另外继续抓好扩面工作。要求
各统筹地区落实好新生儿落地参保
政策，同时重点抓好灵活就业人员、
农民工、学生等人群的登记参保工
作，确保把参保率稳定在97%以上。

本报济南7月12日讯 (记者
马云云) 我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并
轨”进入实质性阶段，12日，记者从
省人社厅召开的新闻通报会上获
悉，我省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意
见(简称“意见”)将于近期出台，两
项制度合并后，将统称为“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居保”)。
整合后，将提高最低缴费档次，并
建立丧葬补助政策。

按照职业和身份的不同，目前
国内养老保险制度分为城镇职工
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新
农保等多项制度，参保方式不一，
相互衔接转换不便。近来，有关将
新农保和城居保两项制度合并实
施的呼声一直较高。国家人社部在
今年1月初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明确
表示，在新农保、城居保提前8年实
现制度全覆盖的基础上，今年推进
合并实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制度。

年初，省政府将两项制度的合
并实施写入了2013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并于近期形成了我省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实施意见。7月8日，省
政府常务会议上研究通过该意见，
我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
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将正式“并
轨”，统一为“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此前，我省新农保的最低缴费
档次为100元，新政策提高至300
元，同时缴费上限封顶，最高档次为
5000元。同时，还建立了丧葬补助政
策，将丧葬补助标准定为500-1000
元，并将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
户计息方式进行调整。

我省原规定新农保家庭联动
参保，并且与城镇居民参保政策也
不一致，新政策因此取消了其中的
家庭联动参保机制。同时，新政的
参保原则为倡导普遍参保，参保范
围则调整为“年满16周岁(不含在
校学生)，未参加其他社会养老保
险的居民，可在户籍地参加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

实施意见将于近期发布，政策
自意见发布之日起实施。“并轨”
后，参保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养
老保险待遇将实现同步发放、同步
增长，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逐步
做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迈
出重要一步。

增设缴费档次

须经省政府批准

医保住院支付比例

今年将提高

一制多档，城乡医保也将无差别
已在东营淄博试点，整合工作正在推进

居保并轨详解

1 2 个 缴 费 档 次 中 ，看
似 最 低 缴 费 档 次 仍 为 1 0 0

元，实际上，1 0 0 元缴费档
次仅限于重度残疾人等特

殊困难人员，一般情况下
的 最 低 缴 费 档 次 提 高 至
300元。

参保人可根据个人经

济状况选择不同缴费档次，
一年选择一次并缴纳一次，
如有变化，需要在次年重新
选择。

按照此前规定，新农
保和城镇居保的参保人员
个人缴费标准的最高档次
分别为 5 0 0 元和 1 0 0 0 元，

但是并未规定上限封顶，
市、县 (市、区 )政府也可根
据 实 际 情 况 增 设 缴 费 档
次。

新政策考虑到照顾公
平和地方财政支撑能力，
规 定 了 缴 费 档 次 上 限 封
顶，最高为每年5000元。

居保的另一大变化是建
立了丧葬补助政策。此前，参
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才可以
享受这一政策。本次政策制
定中，参考了职工养老保险
的做法，将丧葬补助标准定

为500-1000元，具体补助额度
由市、县政府确定并承担。

根据新政策，居保养老金
待遇领取人死亡后30日内办理
社会养老保险注销登记时，可
一次性领取丧葬补助费500-

1000元。参保人按规定缴费且年
满60周岁方可领取养老金，所
以只有在60周岁之后去世，并
符合养老金领取条件的参保人
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后，才可
以享受丧葬补助政策。

如今，一些老人可能离
开户籍地，随子女生活，这种
情况在何地参保？

对此，省人社厅有关人
士解释，居保应在户籍所在
地办理，参保人60岁之前户

籍迁移的，居保随人转移，60

周岁之后户籍地发生变化，
居保仍留在原户籍地。

对重度残疾人，政府可
为其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标
准的养老保险费。

至于此次新政以后，涉及
到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企
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衔接、过渡
等问题，省人社厅人士表示，
我省正在等待国家有关政策，
政策出台后将按其执行。

参保人年满60周岁才能
领取养老金，有人担心，如果
参保人不幸去世，已经缴纳
的养老保险费如何处理？

对此，省人社厅有关人士

解释，如果参保人在60岁之前
不幸去世，其个人账户中的资
金余额，除政府补贴外，可依
法继承。也就是说，其个人账
户内的个人缴纳部分、集体补

助及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
组织、个人的资助将全部退
回。对于60岁以后去世的参保
人，个人账户资金余额，除政
府补贴外，也将依法继承。

避免个人账户储存额
缩水，新政策将居民社会养
老保险个人账户计息方式
进行调整，由原新农保、城

居保政策“参考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
一年期存款利率计息”，调
整为“按照我省企业职工养

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
计息”，后者较前者高出一
大截。

本报记者 马云云

特困人员最低缴费仍为100元

个人缴费上限封顶，最高为5000元

参保者最高可领千元丧葬补助

60岁前去世，个人缴纳部分全退

按照企业养老保险利率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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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3年6月底，全

省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参保人数为4412万人(新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
4216 . 3万人，城镇居民社会
养老保险人数195 . 7万人)，
其中 6 0 周岁以上人数为
1276 . 6万人，参保率在95%

以上，基础养老金按时足额
发放率100%。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我省4412万人

参加居民养老险

缴费档次的高低直接影
响养老金的待遇水平。目前，
全省平均缴费档次偏低，特
别是2009年设定的100元最低
缴费档次与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已不相适应。

根据我省2009年实施的
《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试点的实施意见》，新
农保个人缴费标准分为100

元、200元、300元、400元、500

元5个档次，而据《山东省政
府关于贯彻国发〔2011〕18号
文件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
保险试点的意见》，城居保的
缴费标准为每年100元、200

元、300元、400元、500元、600

元、700元、800元、900元、1000

元10个档次。
新政策调整了缴费档

次，全省统一为100-5000元12

个缴费档次 ( 100、300、500、
600、800、1000、1500、2000、
2500、3000、4000、5000)。

从100元至5000元，划分12个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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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岁前户籍迁移，居保随人转走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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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保劳动者在

高温天气期间的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防暑降
温措施管理办法》中对作
业时间作出了明确的规
定。

根据气象台当日发
布的预报，用人单位应当
合理调整作业时间。当日
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
时，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
天作业；当日最高气温达
到 3 7℃以上、4 0℃以下
时，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
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
超过6小时，连续作业时
间不得超过国家有关规
定，且在气温最高时段3

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
天作业；当日最高气温
达到 3 5℃以上、3 7℃以
下时，应当采取换班轮
休等方式，缩短劳动者连
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安
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
加班。

遇高温天气

应调整作业时间

备受关注的城镇居民
大病保险制度有望于今年

“破冰”。12日，记者从省人
社厅获悉，下半年，我省将
抓紧完善城镇居民大病保
险实施意见，报请省政府批
准后部署实施，明确基本政
策，做好大病保险保障范围
与基本医保的衔接，切实降
低群众的大额医疗费负担。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我省大病保险

将惠及城镇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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