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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落实〈政府工作
报告〉重点工作分工的意见》，指明44项重
点工作的分工责任及完成时限。其中，有
6项社保相关政策明确了时间安排。

这意味着，你我的社保将迎来多种
新变化、获得多项新福利。

退休人员养老金涨多少？
4月底前揭晓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高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什么时候能上
涨？涨多少？《意见》明确，4月底前出台
相关政策。

2020 年养老金发放水平提高，让
1.2亿人得到了实惠。今年继续上调退
休人员待遇，养老金将实现连续17年上
涨。涨幅多大，答案即将揭晓。

据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央财
政对养老基金的补助力度还在持续加
大。养老金累计结余 4.7 万亿元，预计
2021年养老基金收支相抵后略有结余，
未来养老金发放有保障。

个人养老金制度啥样？
9月底前“亮相”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规范发展第三

支柱养老保险。对于这项工作，《意见》
要求，9月底前出台相关政策。

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包括国家税收
等政策支持的个人养老金和市场化的
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业务两部分。其中，
个人养老金制度还没有出台。

关于个人养老金制度，人社部相关
负责人表示，总的考虑是以账户制为基
础、个人自愿参加、国家财政从税收上
给予支持、资金市场化投资运营。

业内人士表示，其主要目的是变百
姓储蓄养老为投资养老，通过市场长期
投资运营和长期领取养老金安排，实现
个人养老金的保值增值。

新业态职业伤害怎么保障？
6月底前明确

对于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和
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加快推进职业伤
害保障试点”，《意见》要求6月底前出台
相关政策。

互联网平台经济催生大量新型就业
岗位，同时去雇主化、劳动关系灵活化的
特征，也使得外卖骑手等新业态从业者
无法获得现行工伤保险制度的保障。

人社部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新就业形态人
员职业伤害保障模式的思路。

据相关专家介绍，试点拟从外卖、
网约车、即时递送三类行业入手，接下
来政策将明确具体的筹资方式、保障情
形、待遇项目以及对应的待遇标准等。

放开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
9月底前推出

按照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今年要推
动放开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的户籍
限制。《意见》明确，9 月底前出台相关
政策。

根据权威统计，全国已有 2 亿左右
灵活就业人员。目前大部分城市已经
放开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
特别是省内城乡户籍限制已基本取
消。不过，仍有部分超大城市要求必须
拥有本地户籍，才能在就业地参保。

“主要是部分一线超大城市的养
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水平比较高，如果
完全放开参保户籍限制，将给当地带来
较大财政支出压力。今年继续对灵活
就业人员给予社保补贴，同时推动放开
参保的户籍限制，将成为稳就业、保民
生的重要举措。”业内专家说。

居民医保人均补助增30元
5月底前出政策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安排，居民医保
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
助标准分别再增加30元和5元。《意见》
要求，此项工作5月底前出台相关政策。

按此计算，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
补助标准上调后将达到每人每年 580
元，同步提高个人缴费标准40元，达到
每人每年320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上调后将达到每
人每年79元。

医疗费用跨省结算全覆盖
2022年年底前完成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到明年年底前
每个县至少要确定1家定点医疗机构，
提供包括门诊费用在内的医疗费用跨
省直接结算。《意见》安排，这项工作
2022年12月底前完成。

今年2月，我国新增15个省区作为
普通门诊费用（不含门诊慢特病）跨省
直接结算试点。目前全国已有27个省
份开展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运
行。 据新华社

时间确定！社保将迎来6大新变化

2018年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川视察期间，在位于成都市双流区
西航港的成都中电熊猫显示科技有限
公司，他勉励企业抢抓机遇，提高企业
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推动中
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
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
转变。

3年过去，总书记的话犹在耳边，
成都市双流区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聚焦三大主
导产业“两图一表”和行业细分领域头
部企业，聚焦航空物流、生物医药、电
子信息、现代金融等领域，建设区域带
动明显的中国航空经济之都。

日前，为进一步提升双流区党员、
干部党性意识和党性观念，做到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双流区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的新热潮，
推出了一些新做法。

“……头发胡子白飘飘，嘿哟嘿；
老翁打柴为何命，嘿哟嘿；如今世道
难得熬哟，嘿哟嘿……”地道的双流
话，将一支“打柴翁歌”表达得惟妙惟
肖，既有本土滋味，也有历史风格。
这是双流区融媒体中心音频中心主
播张鑫龙的尝试，他把文本变成声
音，把地方党史装进小故事，让党史
学习既轻松又易于接受。今年 3 月 8
日起，由声音“编纂”出的 100 个双流
党史小故事，正式在双流FM100.9空
港之声播出，《中国共产党双流县地
方史》经过校正更新，成为“有声书”再
次问世。

地方党史装进有声书
讲好红色故事

“这是一部讲述中国共产党双流
地方史的有声书，也是传递红色基因
的新载体。”双流区融媒体中心音频中
心副主任鞠怀良介绍，双流区委宣传
部、史志办联合区融媒体中心，把有声
书做成《双流党史 100 年》栏目，用
100 个有声音频，讲述了双流党史重
大历史事件、党史人物、党史胜迹等内
容。

“仁华彭特区党组织活动”、“籍田
地区党组织活动”、“牧马山地下武工
队的故事”；成都十二桥王干青烈士、
丁地平烈士、徐茂森和徐海东烈士等
优秀党员许党报国的故事，都成了声
情并茂的内容，装进《双流党史 100
年》。“节目以录播形式播放，每周一、
三、五 11 ：00-11：15 首播，二、四、六
中午同一时间段重播，实现高频次、全
方位、全时段的覆盖。”鞠怀良说：“节
目音频还上传蜻蜓 FM 或喜马拉雅
APP，建立独立专辑上传分享，同时上
传空港融媒APP，并且报送学习强国
平台。”

作为土生土长的双流人，张鑫龙
已经从之前的节目录制过程中收获满
满。他感慨，“这些故事吸引着我去钻
研，去仔细品读。虽然生长在这里，但
过去从未有机会像现在这样去认识
它。原来这里的故事这么多，这里的
英雄这么多，红色精神的力量震撼着
我。”

双流区融媒体中心音频中心主播
陈思竹也是有声书的录制人之一，作
为外地人，也是初入职场的新人，她的
感受更加深刻，“通过去读这些故事，
认识了双流。更重要的是，了解了红

色历史和红色精神。”她说，从最初接
触这些历史故事时的生涩，到逐步深
入的熟悉、讲解，在她琢磨如何把故事
领会透彻，再生动易懂地传递给读者
的过程中，自己对党史的学习也实现
了心领神会，烂熟于心。

据了解，在《双流党史 100 年》之
前，该中心已经推出了诸多庆祝建党
百年的特别节目，包括以音乐为载体，
以党史为内容的《歌声中的党史》；《中
国共产党百年瞬间》短音频；《建党
100周年—一艘船篇》《建党100周年
——屹立不倒的百年大树》等公益广告。

多种形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传递红色精神

党史学习教育是双流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全区上下的重大政治任务
和政治生活大事。在此前召开的双流
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党史学习教育

（扩大）会议上，双流区委书记鲜荣生
提出要求，要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局，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高质
量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中国航空经
济之都的强大动力。

据悉，双流区今年将开展“奋斗百
年路、起航新征程”主题采访活动，编
辑出版《中国共产党双流100年图志》
等读物，“七一”前完成双流党史馆建
设，推出编排“党史上的今天”等系列
专题，讲好双流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
辉煌历程和历史成就，全景展示党走
过的百年历程。

目前，双流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暨党史学习教育”专
题轮训班已经开班，以学习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党史为主线，把学
习党史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相贯通，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
取智慧和力量。从3月至6月，双流将
分7期举办该专题轮训班。

党史学习教育正浸润双流区的干
部。聆听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
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所作的“中
国共产党的历史是这样走过来的——
从 1921 年到 1949 年”学习教育辅导
课后，双流区航空经济局办公室副主
任高垒激动地说：“何教授讲述的一个
个鲜活案例，让我印象十分深刻，也为
我们剖析了初心的源头。”

西航港街道党群办公室主任熊章
程表示，“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共产党
党史，是我们共产党人自己的红色家
谱和奋斗历程，通过党史学习教育，更
加坚定了我们不忘初心、奋斗创新的
干劲和信心。”

党史的学习教育在机关、在企业、
在基层广泛开展。双流区委政法委机
关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强调了抓
住关键环节重点任务，精准把握内在
要求，切实提高教育整顿的实效性；成
都空港科创集团举行“学党史、践初
心、开好局”动员部署暨教育培训大
会，邀请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徐昌义作

《中国共产党 100 年奋斗历程的回望
与启示》专题辅导，要求“全体科创人
要通过学习党史，学出矢志不渝、紧跟
紧随的政治坚定，学出识变应变、探索
新路的科创作为，以更加昂扬的姿态
绘就集团改革发展崭新篇章。”

双流区东升街道清泰社区组织开
展的“学党史、感党恩、担使命”主题教
育活动贴近生活和群众，由社区老书
记黄维德结合自身经历，讲述当年艰
苦奋斗的事迹，表达对党无比深厚的
感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媛莉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成都双流区：

有声书里学习党史 红色精神装进100个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