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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社保待遇提升正迎来密集落地期。
《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目前 23 省份已公布
2019 年养老金上调方案，15 省份本月底前养
老金上调红利将“入袋”；31省降低社保费率方
案渐次落地，或为居民增收拓展更大空间；多
地医保报销比例以及工伤、失业保险缴费标准
也在上调。此外，下半年更多社保改革红利将
释放，大规模国资划转社保将全面提速，相关
部门还在酝酿加快推进多层次社保体系改革，
个人养老金制度有望正式出台。

7 月 11 日，天津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
下 发 通 知 ，决 定 从 2019 年 1 月 1 日 起 ，调 整
2018年 12月 31日前退休、退职人员基本养老
金。调整办法分为普通调整、挂钩调整、高龄
调整和倾斜调整。基本养老金调整后月人均
增幅为 5%左右。此前一日（7 月 10 日），安徽
省印发 2019 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方
案，调整的基本养老金包括定额部分、挂钩部
分和倾斜部分。7月以来，福建、河北、内蒙古、
江西、陕西等 9地公布退休人员养老金上调方
案。

截至目前，已有 23 省份公布今年养老金
上调方案。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调
整增加的养老金分别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中支
出。其中，河北、内蒙古、江西、陕西、江苏等 15
省份明确 7 月底前将调整增加的养老金发放
到退休人员手中。

养老金上调红利即将“落袋”之际，各省降
低社保费率方案也渐次落地。最新数据显示，
上半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
伤保险缴费减少超过 1280 亿元。“一方面，稳
定上调养老金待遇，使退休人员收入水平直接
增长。另一方面，社保费率下调，在降低企业
用工成本同时，也会间接传导至分配环节，为

职工工资增长带来更大空间。”中国宏观经济
研究院社会所副研究员关博对《经济参考报》
记者表示。

与此同时，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
等社保待遇提升方案也在密集出炉。以医保
为例，7 月 11 日，乌鲁木齐市基本医疗保险报
销比例调整，住院报销比例普遍上调 5%，慢性
病中的大病报销比例上调了 20%。吉林省则
于日前明确城乡居民医保和大病保险筹资标
准。2019年城乡居民医保人均筹资标准整体
提高 60 元（其中财政补助标准新增 30 元），达
到 520元。浙江温州拟调整大病医保政策，最
高限额提至起付标准 15倍。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执行研究
员张盈华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下调社保
费率的同时，上调养老金待遇，这“一降一升”
对社保制度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需要规范
征缴、继续扩面、加大投资，增强制度造血功
能；另一方面，全面推开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
实社保基金，增强制度输血能力。

事实上，更多社保改革红利已经在路上。
7月 1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今年全
面推开将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
企业和金融机构的 10%国有股权，划转至社保
基金会和地方相关承接主体，并作为财务投资
者，依照规定享有收益权等权利。业内预计，
划转国有资产规模或达 6万亿。关博指出，从
各国养老保险改革经验看，划转国有资产是最
优的解决方案，既弥补了制度的历史责任，也
没有增加当代人和未来几代人的缴费和税收
负担。

“预计下半年国资划转社保将加速推进，
以增强社保基金可持续性，提升养老社会保障
制度可靠性。”中国养老金融 50人论坛特约研
究员甄新伟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生待遇提升的同时，
社保基金支出压力仍不容小觑。人社部最新
数据显示，前 5月仅养老、工伤、失业三项社保
支 出 达 20580 亿 元 ，其 中 养 老 保 险 支 出 达
19817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速均在 15%左
右。加快推进多层次社保体系建设成为业内
共识。

“从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来看，基本养老、
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三支柱发
展仍不平衡。其中，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作
用还没有充分发挥。”甄新伟说。

记者了解到，多层次社保体系改革鼓点渐
紧。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与银保监会已就多
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总体情况，商业保险机
构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充分发挥作用面临的困
难问题，以及下一步相关工作考虑等交换了意
见，拟共同推进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此前不久，人社部也发布消息称，人社部
牵头正在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养老保险第
三支柱政策文件，目前进展顺利。“今年下半
年，我国养老金第三支柱个人养老保险制度相
关政策预计将正式出台。在政策支持以及商
业机构积极推动下，我国居民个人养老金将步
入发展快车道。”甄新伟表示。

关博也认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经过一
年试点后，有望进一步规范个人养老金参与方
式、保障形式、参与产品等关键政策设计，具有
中国特色的养老三支柱即将落地。

在张盈华看来，第二支柱借助降费率和职

业年金发展推动“自动加入机制”，第三支柱借
助扩大产品类型完善“税优指向账户”，二、三
支柱在机制设计上创新前行，下半年要迈得稳
且推得快，目标是将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打
造成真正的“支柱”。 据新华网

中条山矿区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行政范围
包括垣曲、闻喜、夏县、永济、芮城等县（市）的部
分地区，总面积约 1790 平方公里。该区地貌类型
为构造侵蚀中低山区及盐湖盆地，地质灾害类型
主要为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和地裂缝。

黄土区、旅游区、交通干线、工矿施工区以及
受地质灾害威胁严重的城中村、居民区、学校、医
院等人口聚集区，将是今年地质灾害重点排查、
巡查、核查区域。对计划纳入地质灾害搬迁治理
的隐患点，要制定搬迁方案，尽快实施搬迁，对纳
入日常监测的隐患点，要进一步明确监测人及责
任人，落实监测监控措施，发现情况要及时预警、
迅速组织群众撤离。对高陡边坡下部已经实施
搬迁的，原有住房必须全部拆除。据悉，我省今
年仍将加快推进农村地质灾害治理搬迁，确保
4000 户年度搬迁任务当年全部开工、竣工过半，
两年完成全部入住。汛期，我省各级各部门仍需
坚持 24 小时值守应急制度，带班员、值班员要保
持 24 小时在岗和通信畅通。省、市、县三级应急
队伍要时刻保持足够人员在岗，未经批准不得离
开本地。应急队伍和防治专家在高危时段要进
驻片区值守。

《方案》强调，群测群防依旧是地质灾害防治
的重要方式。今年，我省将加大基层监测人员的
科技监测能力培训和技能演练，不断提高群测群
防人员识灾报灾、监测预警和临灾避险能力。

（薛建英）
据《山西晚报》

省自然资源厅下发《山西省 2019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汛期已至 这九大重点防治区得绷紧弦了
汛期已至，省地质灾害防治领导组办公

室召开全省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督促检
查部署会。由于我省特殊的地形和地质特
点，地质灾害隐患多、分布广、威胁重，需重
点关注和防范局部地区突发性、短时强降雨
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
省自然资源厅在汛期前已经下发《山西省

2019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

《方案》中介绍，我省全境属地质灾害易
发区，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42%，地质灾害中易发区占 46.9%，地质灾害
低易发区占 11.1%。截至 2018 年底，全省共
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 1.064 万处，地质灾害

隐患多、分布广、威胁重的基本形势短时期
内难以扭转。初步预测，今年我省地质灾害
发生数量可能较去年会增加，地质灾害造成
的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可能较去年将有所
加重。若在人口集中居住地区发生严重地
质灾害，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会
很大，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方案》中，我省明确划定晋西黄土高
原、大同平朔矿区、宁武、轩岗矿区等九大地
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并明确标注重点防治区
行政范围。这些区域要密切留意观察，做好
各种应急准备。

晋西黄土高原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行
政范围包括河曲、保德、柳林、石楼、永和、大
宁、吉县的全部区域，偏关、五寨、岢岚、兴
县、临县、离石、中阳、隰县、蒲县的部分地

区，总面积约 19400 平方公里。该区地貌类
型为黄土丘陵区，地质灾害类型主要为崩
塌、滑坡、泥石流和采空地面塌陷。

大同平朔矿区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行
政范围包括大同市新荣区、平城区、左云、朔
州市怀仁、山阴、平鲁、朔城区的部分地区，
总面积约 1900 平方公里。该区地貌类型为
黄土丘陵、中低山，地质灾害类型主要为崩
塌、滑坡、泥石流和地面塌陷。

宁武、轩岗矿区地质灾害防治区：行政
范围包括宁武、原平等县（市）部分地区，总
面积约 650平方公里。该区地貌类型为中低
山，地质灾害类型主要为崩塌、滑坡、泥石流
和地面塌陷。

岚县——静乐矿区地质灾害重点防治
区：行政范围包括岚县、静乐、娄烦的部分地
区，总面积约 2200平方公里。该区地貌类型
为中低山，地质灾害类型主要为崩塌、滑坡、
泥石流和地面塌陷。

太原西山——汾西——霍州——乡宁
——河津矿区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行政范

围包括太原市万柏林区、晋源区、古交、清
徐、交城、汾阳、孝义、交口、介休、灵石、汾
西、霍州、乡宁、河津的部分地区，总面积约
8700 平方公里。该区地貌类型属吕梁山东
麓中低山，地质灾害类型主要为崩塌、滑坡、
泥石流和地面塌陷。

太原东山——阳泉——潞安——晋城
——沁水矿区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行政范
围包括太原市杏花岭区、寿阳、盂县、阳泉市
郊区、平定、昔阳、和顺、左权、武乡、襄垣、屯
留、潞城、长治县、高平、陵川、晋城、阳城、沁
水等县（市、区）的部分地区，总面积约 6800
平方公里。该区地貌形态为中低山区及山
间盆地，地质灾害类型主要为崩塌、滑坡、泥
石流、地面塌陷和地裂缝。

沁源矿区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行政范
围包括介休、平遥、沁源、古县的部分地区，
总面积约 850平方公里。地貌类型属中低山
区和部分盆地平原区，地质灾害类型主要为
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和地裂缝。

襄汾塔儿山矿区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行政范围包括襄汾、浮山、翼城等县的部分
地区，总面积约 470 平方公里。该区地貌类
型属中山区、黄土丘陵及台塬区，地质灾害
类型主要为崩塌、滑坡、泥石流和地面塌陷。

九大重点防治区明确地质灾害类型

各级各部门坚持

24小时值守应急制度

居民社保待遇提升将密集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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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次社保体系改革鼓点渐紧，个人养老金制度有望加快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