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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养老保险实行全省统一的缴费、
补贴、补助标准。省人社厅会同省财政厅
根据省委、省政府的安排和经济发展、物
价变动等情况，适时调整补充养老保险的
缴费档次和补贴、补助标准。

对 2020年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5000元
以下（超过 2020 年国家脱贫标准指导线
1000元）的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及其他符合条件的城乡居民，暂定为低收
入老年居民。低收入老年居民收入标准
随着经济发展、物价变动等情况，根据国

家有关标准动态调整。省政府指定有关
部门负责低收入标准的确定和低收入老
年居民的认定工作，每年发布低收入老年
居民收入标准。

我省明确，各地要鼓励子女通过缴费
提高父母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对于子女
积极为父母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作为评选
文明家庭、星级文明户、孝老爱亲示范户，
推选“好媳妇”“好儿女”等的重要依据；在
安排护林员、保洁员、护路员等公益岗位
优先聘用，在其家庭成员升学补助、奖学

金申请等方面给予倾斜；在分配光伏扶贫
收益、承包地流转费、集体林地生态效益
补偿资金、村集体其他经营项目收益、资
产收益等集体经济收入时优先考虑。对
子女不赡养父母的，也要采取相应方式督
促子女为父母缴费。

同时，我省将补充养老保险业务纳入
社会保障卡应用范围，方便参加补充养老
保险的人员持卡缴费、领取待遇和查询本
人账户信息。省审批服务管理局和省财
政厅要分别做好项目立项审批和资金保
障工作。

（薛建英）
据《山西晚报》

只是在山西公安“一网通办”平台上
点几下，来太原工作多年的王先生就领到
了自己的电子居住证，他欣喜地说：“以后
出门办事再也不用翻找证件了，也不怕丢
了。”7月 17日，山西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即日起，我省在全
省推行使用电子居住证，具有与实体居住
证同等效力。此举旨在方便流动人口凭
居住证办理社会事务，进一步提高政务服
务效能、优化营商环境。

据介绍，我省推出电子居住证，是省
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
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放管服”改革部署和持续开
展“减证便民”具体要求，扎实做好“六稳”
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持续创造一
流营商环境的一项具体举措。这次推出
的电子居住证，就是依托山西公安大数据
和“一网通办”平台，在流动人员居住登记
在线办理和居住登记证明在线打印的服
务内容中，又增设了电子居住证展示功
能。凡是办理了居住证申领业务的流动
人员，均可通过“一网通办”平台展示本人
申领的电子居住证。

首次领取的市民，只需打开山西公安
微信公众号进入山西公安“一网通办”平
台，实名注册认证后，点击“民生警务”栏
目，进入“流动人口服务”菜单，即可查看、
展示、下载本人的电子居住证。电子居住
证的申领，不收取任何费用。记者看到，

“一网通办”平台里的电子居住证登载了
流动人口的姓名、性别、民族、人像、公民
身份号码、户籍所在地、现居住地址、有效
期限等信息，并新增了二维码核验信息。

居住证对于来晋人员而言不仅是居
住证明，还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居
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可依法享受劳动就
业，参加社会保险，并享受当地义务教育、
基本公共就业服务、公共文化体育服务、
法律援助和其他法律服务等基本公共服
务，以及出入境证件办理、居民身份证换
领补领、机动车登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
报名参加职业资格考试及申请授予职业
资格等便利。

“省公安厅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创造性建设开通‘一网通办’平
台，将群众和企业在公安机关办理的 377
项业务全部网上办理，全面打通公安机关
服务社会‘最后一公里’。”省公安厅副厅
长张立刚表示，此项措施能进一步提升流
动人口管理服务信息化水平，方便流动人
口凭居住证办理社会事务，进一步提高政
务服务效能、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
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便利感、幸福感，
为全省高质量转型发展护航。

“推行使用电子居住证后，实行实体
居住证和电子居住证并行使用模式，流动
人口持有电子居住证与持有实体居住证
享有同等权利。”张立刚表示，电子居住证
有效期限为一年，群众每年进行居住证签

注后，会通过山西公安“一网通办”平台自
动生成新有效期的电子居住证。

公安政务服务是山西省政务和行政
审批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2019年 1月
1日国家推出电子证照标准后，我省是全
国第一家推出符合国家电子证照标准电
子居住证的省份，在电子居住证安全性、
实用性、便捷性上都有了新的突破。根据
省公安厅委托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调查
结果显示，2020年上半年，人民群众安全
感指数 97.79，人民群众安全感、获得感、
幸福感指数 94.60，均再创历史新高。此
次电子居住证的实施，为公安政务服务又
增添了新内容，为群众便利又提供了新途
径，必将进一步提升群众的获得感、满意
度。目前，省公安厅牵头，省教育厅、省民
政厅、省司法厅、省人社厅、省住建厅、省
卫生健康委等单位密切配合，各项准备工
作已就绪。

山西省政府副秘书长王延峰表示，每
一项改革都是山西开放的新名片，都是为
转型 出一条新路的新动力。电子居住
证的实施，是山西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重
要一步，是持续释放社会活力、增强社会
发展动力的又一项改革举措。“今后，我们
还将协调沟通有关部门，进一步拓展和丰
富居住证的使用场景，让居住证持有人享
有更快捷的公共服务。”王延峰说。

（李炼）
据《山西日报》

我省建立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制度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个人缴费标准设五个档次，年满65周岁可领取

个人缴费标准设五个档次、城乡居民年满65周岁可领取“补充养老保险”……7月19日，山西晚报记者从省政府获悉：我省发布《关于建
立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2021年1月1日起，全省在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础上，并行建立标准适度、能兜
住底、可承受、可持续的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制度(以下简称“补充养老保险”)，并对相关的参保缴费、待遇领取等细节进行了说明。

我省明确，已参加我省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的人员，均可在基本养老保
险关系所在地参加补充养老保险。

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由个人（赡养人
员、家庭）缴费、政府补贴、集体补助和
其他缴费资助构成。其中，参加补充养
老保险制度的个人（赡养人员、家庭）按
年 缴 费 ，缴 费 标 准 设 200 元 、500 元 、
1000元、2000元、5000元共五个档次。

政府对参加补充养老保险的个人
（赡养人员、家庭）缴费给予资金补贴。
缴费补贴（入口补）标准为：缴 200元补
贴 70 元、缴 500 元补贴 120 元、缴 1000
元补贴 200元、缴 2000元补贴 360元、缴
5000元补贴 600元。鼓励参保人选择较
高档次缴费，多缴多得。参加补充养老
保险的个人（赡养人员、家庭）当年不缴
费的，政府不予补贴。之后再进行补缴
的，补缴部分不享受政府的缴费补贴。

此外，我省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和社区对年满 50周岁、不足 65周岁、参
加补充养老保险的个人（赡养人员、家
庭）缴费给予补助，具体标准由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和社区自行研究确定。参
加补充养老保险的个人（赡养人员、家
庭）当年不缴费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和社区不予补助。之后再进行补缴的，
补缴部分不享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
社区的缴费补助。鼓励其他社会经济
组织、公益慈善组织、个人为参加补充
养老保险的个人（赡养人员、家庭）缴费
提供资助。

参加补充养老保险的城乡居
民，年满 65 周岁、累计缴费满 15
年、且已享受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待遇的，可以按月领取补充
养老保险待遇。待遇由个人账户
养老金、政府补贴（出口补）和集体
补助（出口补）组成，支付终身。

需要注意的是：新规实施之
日起，已年满 65 周岁并享受我省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居
民，不用缴费，可在基本养老保险
关系所在地直接按月领取补充养
老保险政府补贴（出口补）待遇。

有补缴保险费意愿的，可以
一次性补缴，最长补缴年限不超
过 15 年，补缴费用全部计入个人
账户；距规定领取年龄不足 15 年
的，应逐年缴费至 65周岁；距规定
领取年龄超过 15 年的，应按年缴

费，累计缴费不少于 15年。
参加补充养老保险的城乡居

民在缴费期亡故的，停止缴费；已
开始领取补充养老保险待遇亡故
的，从次月起停止支付其补充养
老保险待遇。个人账户余额可依
法继承。

此外，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月计
发标准，为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
以 120。政府补贴（出口补）标准为
每人每月 20元；年满 80周岁的，每
人每月再提高 10元。无子女或子
女无赡养能力、经有关部门认定年
收入低于政府公布的低收入标准
的，每人每月再提高 200 元（与低
保、特困群体待遇不同时享受）。
无子女或子女无赡养能力的低收
入老年居民的政府补贴（出口补），
由省级财政全额负担。

申领免费快捷便利 与实体证享同等权利

山西全面推行使用电子居住证

个人缴费标准
设五个档次

城乡居民年满 65周岁可领取

鼓励子女为父母缴纳养老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