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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几年，随着上世纪 60 年
代生育高峰出生人口陆续达到退
休年龄，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将有
所增加。部分年轻人对养老金上
涨的可持续性，以及未来自身养
老保险待遇能否保障有所担忧。

“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根据
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物价上涨情
况，适时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
平。”郑功成说，我国已经建立实施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合理调整机
制。总的原则是尽力而为、量力而
行，把提高保障水平建立在经济和
财力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

同时我国持续深化改革、优
化制度，确保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长期可持续。

截至 2021 年末，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超 4.8亿人，
比上年末增加 2453万人。“我国正
在推动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
籍限制，允许 2亿灵活就业人员在
就业地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扩大

覆盖面的空间较大。”郑功成表
示。

提 高 统 筹 层 次 也 在 加 快 推
进。2022年 1月 1日起，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正式实
施。截至目前，多数省份的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信息
系统上线运行。

“资金在全国范围内互济余
缺，有利于发挥基金的规模效应，
增强支撑能力。这就在制度上解
决了基金的结构性矛盾问题，困难
地区的养老金发放更有保障，推动
养老金制度更可持续。”亓涛说。

作为对基本养老保险补充的
个人养老金制度也于今年 4 月推
出。人社部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制
定配套政策，确定个人养老金制
度试行城市。

“养老保险基金是老百姓托
付给国家管理的‘养命钱’。我们
将多措并举，管好用好养老保险
基金、让亿万老人老有所养。”亓
涛说。 据新华社

8月 2日，山西省教育厅传来消息，为适应高考综合
改革，我省结合实际，印发《关于开展普通高中选课走班
教学的指导意见》(以下称《指导意见》)，从选课指导、走
班管理等方面提出指导意见，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有特
色发展。

从 2022年秋季入学的高一新生起，我省将实施新高
考改革，学业水平考试分为合格性考试和选择性考试，其
中，选择性考试成绩是高校招生录取的重要依据。为适
应新高考改革，从今年秋季入学的高一新生起开展选课
走班教学。

《指导意见》强调，要尊重学生自主选择和发展的权
利，尊重学生个人兴趣、特长、学习能力及发展方向，加强
选课指导，保障学生发展共同基础，满足学生个性发展需
要；坚持遵循校情，充分考虑选课走班所需办学条件、师
资、生源、课程特色等情况，设计学校课程发展目标，合理
设置选课走班方案，统筹配置教育教学资源，为选课走班
教学提供基础保障，体现学校办学特色。

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学校全面落实国家普通
高中课程方案和学科课程标准，结合本省普通高中课程
实施指导意见和各学科教学指导意见，编制学校课程开
设规划和课程设置安排，合理规划、整体设计高中三年课
程。统筹规划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含校本）课程开
设，开齐开足必修课程，创造条件开好选择性必修课程，
积极开发精品选修课程，满足学生多层次学习需求。

选课指导方面，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学校建立
选课制度，成立学校、家长等组成的选课指导委员会，编制
选课指导手册，向学生提供课程说明、选课指南。学校要
加强学生发展指导，开设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发挥家校共
育作用，引导学生将国家需要、高校招生要求、高中学校办
学条件及特色优势与自身兴趣爱好、学业基础、专业发展
方向有机结合，理性自主确定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

关于走班方式，我省明确由市县教育行政部门指导
学校确定符合本校实际的走班方式，建立与选课走班教
学相适应的学校教学管理制度，构建行政班与教学班、班
主任和导师有机结合的班级管理制度，规范教学组织管
理，科学安排每学年授课科目，合理安排教学进度，确保
选课走班顺利进行。 （武佳 李佳蓉）

据《山西晚报》

今年 2 月，省政府召开了中医药强省大会。5
月，省人大审议通过了《山西省中医药条例》，8月 1
日正式实施，为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开启了我省加快建设中医药
强省的新征程。8 月 1 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
发布会，省卫健委、省农业农村厅、长治市卫健委、
运城市卫健委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中医药事业发
展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我省是中医药大省，资源禀赋深厚。山西中医
药文化底蕴深厚，薪火相传、积厚流光，斯文在兹、
源远流长。全省中药材资源丰富，具有鲜明的地域
属性和不可模仿性，素有“北药”之称。中药材传统
名品聚集，全省拥有中成药批准文号 2138个，涉及
品种 790 个，其中保护品种 2 个、独家品种 113 个。
我省也是中医康养圣地，自然条件优越，非常适宜
养心、养生、养老。全省中医药人才资源丰富，在高
端人才方面，有 3名国医大师、6名全国名中医。全
省中医药服务体系健全，有中医医院 200 余所，数
量居全国前列。

为了更好地发挥我省中医药资源优势，服务经

济转型，维护百姓健康，省委、省政府 2020 年出台
了《关于建设中医药强省的实施方案》。两年来，建
设中医药强省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一是组织领
导进一步加强。省政府成立了主要领导任组长的
山西省建设中医药强省领导小组，统筹推进中医药
事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省财政三年共投入 2.7亿元
专项补助资金。各市均印发了建设中医药强市实
施方案。运城、长治先后召开了建设中医药强市大
会。二是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中国中医科学院
西苑医院山西医院国家区域中医医疗中心正式揭
牌。91个农业县（市）中，88个设置公立中医医院，
覆盖率达 96.7%。基层中医馆建设项目提前一年实
现全覆盖。半小时中医服务圈初步建立，老百姓享
受中医诊疗更加便捷。三是服务能力进一步提
升。全省二级及以上公立中医医院达到 93 所，其
中，三级甲等中医院 8 所，三级乙等中医院 2 所，二
级甲等中医院 70 所。四是资源潜力进一步挖掘。
完成 117 个县（市、区）中药资源普查工作。承担

《中华医藏》温病医籍提要编撰工作，取得阶段成
果。龟龄集、定坤丹、丁桂儿脐贴等山西特色中药
大品种，市场占有率和产品知名度稳步提升。五是
社会氛围进一步形成。实施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
省卫健委、太原市政府联合举办了“纪念傅山先生
诞辰 415周年暨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医药法》《山西省中医药条例》”系列活动。忻州市
委、市政府在五寨县举办了夏季康养峰会暨中医药
文化研讨会。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连续举办
十一届“晋阳膏方节”，广受群众好评。

下一步，我省将重点在“强服务”“强药材”“强
产业”“强队伍”“强科研”“强协作”六个方面联动发
力，推动落实。持续抓好国家区域中医医疗中心建
设，布局建设若干省级区域中医医疗中心。优化道
地中药材区域布局，选育示范推广一批道地中药材
优良品种。推动中医药品牌建设，全力支持中药产
业基地和中医药产业园区建设。加快培养一批由
国医大师、中医名师、技能人才组成的多层次高水
平中医药人才队伍，加强西医学习中医人才培养。
出台山西省中医药科研专项管理办法，着力打造具
有山西特色的高水平研发平台体系和具有高水平
协同创新能力的科技创新团队。出台山西省中医
药发展“十四五”规划等配套文件，充分发挥建设中
医药强省各成员部门作用，高质量推进建设中医药
强省各项工作。

（秦洋）
据《山西日报》

基本养老金上调4％ 各地多措并举保障按时足额发放
刚刚过去的7月，多省份密集发布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亮出方案。4月以来推出的缓缴养老保险费政策，是否会影响
相关人员养老金待遇？未来几年进入退休高峰期，如何保障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今年 5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联合下发通
知，明确从 2022年 1月 1日起，为 2021年底前已按规定办理
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提高基本养老
金水平，总体调整水平为 2021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
金的 4％。

记者发现，截至目前，全国 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均已发布了具体方案。各地均采取定额调整、挂
钩调整和适当倾斜相结合的办法，并要求调增的养老金在
7月底前发放到位。

据了解，定额调整主要体现社会公平原则，不同省份的
调整金额从 20元至 60元不等。以广东为例，退休人员每人
每月增加 28元。

挂钩调整体现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以江
西为例，如按缴费年限挂钩调整，对缴费年限 15年及以下
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 16.5元，超过 15年的按每满一年增
加 1.1元调整；按基本养老金水平挂钩调整，则每人每月按
本人 2021年 12月份基本养老金的 1.23％增加。

政策适当倾斜，则体现对高龄人员、企业退休军转干部
和艰苦边远地区退休人员的重点关怀。比如，黑龙江对年
满 70至 79周岁老人每人每月额外增加 30元；年满 80周岁
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额外增加 40元；对艰苦边远地区退休
的人员，根据地区类别分别额外增加 5元、10元和 15元。

“提高养老金这一民生保障重要举措，将惠及超过 1.3
亿多退休人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说。

为助企纾困稳就业、保民生，今年我国对 5个特
困行业企业、17个其他行业的困难企业以及受疫情
影响严重地区的困难中小微企业，实行阶段性缓缴
社会保险费政策；对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各类灵活就业人员，2022
年缴纳费款有困难的，实行可自愿暂缓至 2023年底
前缴费政策。

阶段性缓缴社保费政策减少了养老保险基金当
期收入，是否会影响 2022 年上调养老金政策的落
地？

“缓缴社保费政策是经过认真细致测算的，基金
可以承受，能够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人社部
养老保险司副司长亓涛说，特别是加大对基金困难
省份资金支持力度，上半年已完成 1200多亿元的资
金缴拨工作，有效均衡了省际间的基金负担。

从账目看，根据人社部数据，3月末，全国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年度收支规模达到了 12.6万亿元，累计结存
超过 6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整体上收大于支，
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是有保障的。

同时，中央财政补助力度持续加大，专项用于确
保基本养老待遇发放。据财政部社会保障司副司长
郭阳此前介绍，2021 年，中央财政安排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补助资金的规模已经达到了约 9000亿元，今
后还会进一步增加。

总体涨4％将惠及
超过1.3亿退休人员

阶段性缓缴社保费政策
不影响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深化改革推动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更加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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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开启加快建设中医药强省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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