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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子女通过缴
费提高父母养老保险待遇水平。无劳动能力或
生活困难的老人，有要求其子女缴纳养老保险
费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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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路员等公益岗位时优先聘
用，在其家庭成员升学补助、奖学金申请等方面
予以倾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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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采取相应方式督
促子女为父母缴费。比如，乡村（社区）的法律
顾问通过上门走访、电话通知等方式予以劝导、
调解，督促子女为父母缴纳养老保险费。经调
解、督促子女仍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父母或其代
理人可以直接提起诉讼。父母本人或者其委托
代理人（如村委会、居委会成员或者本村、本社
区法律顾问等）可就近向县级人民法院或者其
派出法庭提起诉讼，通过诉讼来督促有赡养能
力子女为父母缴费。

有能力履行赡养义务的赡养人不履行赡养
义务，被赡养人又不主张权利的，可由相关部门
提起公益诉讼，通过司法程序督促、强制赡养人
履行赡养义务。 （武佳 徐慧敏）

据《山西晚报》

更好地发挥热线为民
服务作用，督办评价是关键
一环。那么，如何用好考核
机制，确保热线打进老百姓
心坎里？

王军介绍，北京在接诉
即 办 改 革 中 ，健 全 以 响 应
率、解决率、满意率为基础
的“三率”考评指标体系，通
过电话、短信、智能回访等
形式，让群众对诉求办理情
况作出评价。

此外，针对重点领域、
重点问题、重点任务，召开
月度例会、专班会等，对诉
求办理进行督导和检查，特

别是对群众关注、媒体反映
的热点问题、普遍问题加大
督办力度，每月跟进督办，
直至问题解决；每月对考评
结果进行点评，诉求办理情
况作为干部选拔使用、评先
评优的重要参考。

韩国荣表示，今后将把
政务热线归并工作纳入全国
税务系统的年度绩效考核，
加强对诉求办理问题解决
率、纳税人满意率等指标的
综合评价，确保问题有人解、
诉求有人办、过程有人督，整
体提升热线归并后的服务质
量和工作效率。 据新华社

1月1日，我省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正式落地实施

参加补充养老保险 这些事你要知道
2021年 1月1日一大早，芮城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服务中心和县税务局办税服务大厅，迎来了第一位服务

对象张伟妮。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她通过山西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综合服务平台，为其公公、婆婆成功办理
了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参保业务，并缴纳了相关费用。1月 1日，我省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正式落地实
施。据省人社厅统计，截至当日12时，还有5户居民分别通过微信、支付宝、税务大厅等缴费渠道完成缴费。

作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下简称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和完善，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以下简
称补充养老保险）一落地就引发了公众广泛关注。这两种保险在待遇领取条件上有什么不同？购买又有什么
限制？如何给家中长辈购买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1月6日，针对大家的疑问，记者进行了梳理。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城
乡居民年满 60 周岁、累计缴
费满 15年即可享受我省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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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可以按月领取补充养老保险
待遇。也就是说，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的居民，才可在基
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参加
补 充 养 老 保 险 。 参 保 居 民

（未满 60岁）在领取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 5年后，开始享受补
充养老保险待遇。

两种养老保险的缴费档
次不同，基本养老保险从缴
费 200元到 5000元分为 10个
档次，政府根据档次不同，补
贴 35 元至 300 元；而补充养
老保险在同样的价格区间内

精简为 200 元、500 元、1000
元 、2000 元 、5000 元 五 个 档
次，政府分别补贴 70 元、120
元 、200 元 、360 元 、600 元 。
对于距规定领取时间年龄不
足 15 年的，基本养老保险须
累计缴费不超过 15 年；补充
养老保险须逐年缴纳至 65周
岁，两种保险补缴部分均不
享受政府补贴。

2021 年 1 月 1 日已满 65
周岁且享受我省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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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80 岁为 20 元，
80 岁以上 3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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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养老保险和补充养老保
险基金由个人（赡养人员、家庭）缴
费、政府补贴、集体补助以及社会
组织和个人对参保人的缴费资助
构成。后者的资金筹集方式还增
加了基金运营收益和利息收入。
两种养老保险的资金都全部计入
个人账户。

城乡居民达到待遇领取条件
时，根据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据
实计算个人养老待遇月领取标准，
足额发放。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计

算公式为个人账户积累总额 139+
基础养老金（最低 108 元月）。补
充养老保险待遇计算公式为个人
账户积累总额 120+政府补贴（每月
20 元或 30 元）。参保居民年满 65
岁之后，养老保险待遇为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与补充养老保险待遇之
和。由此可见，个人账户累计总额
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养老保险待遇
情况。例如，个人缴费 15 年，按照
最低缴费档次测算，到 65 周岁时，
基 本 养 老 金 加 补 充 养 老 金 可 达
2255 元年。按照最高缴费档次测
算，到 65 周岁时，基本养老金加补
充养老金可达 12540元年。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和补充养老保险的城乡居民，如在
缴费期亡故，停止缴费；如已开始
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和补充养
老保险待遇的，从次月起停止支付
养老保险待遇；个人账户余额均可
依法继承。

两种保险有何关系

又有何不同？

个人账户累计总额

决定养老金多少

子女不给父母缴纳

养老保险或被起诉

热线号码多？办事多头找？

““1234512345””政务服务政务服务““总客服总客服””来了来了
便民热线号码多、记不住，热线服务资源分散，电话难接通，群众办事多头找……这些困扰你的操心事、烦心

事、揪心事，今后有望通过拨打“12345”解决！
国办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指导意见》，明确今年底前，各地区设立的以及国务

院有关部门设立并在地方接听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实现一个号码服务，各地区归并后的热线统一为“12345政务
服务便民热线”。国新办7日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围绕社会关切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职能转变办公室主
任、国务院审改办协调局局长迪晶介绍，指
导意见规定，对于地方自行设立的政务服
务 便 民 热 线 ，要 求 全 部 取 消 号 码 并 入
12345 热线；对于国务院有关部门设立但
在地方接听的热线，具体涉及 32 条热线，
按照要求以 3种方式并入 12345热线——

整体并入。取消话务量相对较少、企
业和群众拨打频率比较低的一些热线和座
席，整体并入 12345热线。

双号并行。对于群众知晓率比较高、
话务量比较大的，实行双号并行，保留号
码，话务座席并入 12345热线统一管理。

设分中心。对于实行垂直管理的国务
院部门在地方设立的热线，以分中心形式
归并入所在地区的 12345 热线，保留号码
和话务座席。

迪晶表示，指导意见鼓励各地区开展
探索，建立 12345热线和 110、119、120、122
等紧急热线以及水电气热等公共事业服务
热线的联动机制；支持京津冀、长三角、成
渝等地区建立区域内 12345联动机制。

根据指导意见，归并后的 12345热线
将受理企业和群众各类非紧急诉求，包
括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
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咨询、求
助、投诉、举报和意见建议等。

但不受理须通过诉讼、仲裁、纪检监
察、行政复议、政府信息公开等程序解决
的事项和已进入信访渠道的事项，以及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违
反社会公序良俗的事项。

“ 坚 持 诉 求 受 理 和 业 务 办 理 相 衔
接。12345 热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诉
求、回答一般性咨询，不代替部门职能，
部门按职责分工办理相关业务、实施监
管执法和应急处置等，形成高效协同机
制。”迪晶说。

接线时间过长、反映问题后石沉大
海怎么办？指导意见明确优化工作流
程，建立诉求分级分类办理机制。

以北京为例，据北京市政府副秘书
长、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局长王军介
绍，北京市探索通过对群众诉求“闻风而
动，接诉即办”来推动解决群众身边事。
此外，将出台北京市接诉即办条例，将以
12345热线为群众诉求主渠道的制度和规
定上升到法律层面。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孙文剑表
示，今后市民遇到交通类问题，既可以拨
打全国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 12328，也

可拨打 12345热线。同时，将利用这次归
并契机，力争人工电话接听率达到 99%，
并在目前平均电话接听等待时间 34秒基
础上，不断缩短时间，让群众和企业少等
待。

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司长韩国
荣 表 示 ，全 国 税 务 系 统 统 一 服 务 热 线
12366 将以分中心形式归并到所在地的
12345 热线，保留号码和话务座席，进一
步完善纳税人缴费人诉求的接收、转办、
办理、评价、回访以及考评等全流程闭环
处理机制，持续提升响应率、解决率和满
意率。

哪些热线将合并？

哪些将保留？

哪些烦心事可以打12345热线？

问题和诉求如何及时得到反馈？

政务服务效果怎么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