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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宥力

“这几年，我们的养老保险一直在涨。以前一个月只有几百元，现在已经涨到3000多元了，我们
老年人花销也没那么大，每个月除去基本开销，还能攒下一些。”正在贾小庄三角花园锻炼身体的杨秀
琴直夸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她说：“现在每年都有很多惠民政策落地，我们很关注，也很期
盼。”

青海省连续10年上调了工伤保险待遇，在明确提高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供养亲属抚恤金待遇
标准的同时，还调整了省内住院治疗工伤伙食补助标准。外卖小哥齐子煜听到这个消息时特别高兴：

“这保险不一定用，但是看到政府对工伤保障的力度越来越大，我们整天在外面跑的人心里踏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们悄然发现，社会保险已经成了党和政府给每一个人的“生活标配”。老有所

养，弱有所扶，失业有救助，工伤有保障，这份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正是群众
享受青海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成果的最好印证。

一张社会保障网托起的幸福温度

这些年，东奔西走地采访，最珍贵
的记忆都留在了基层。在这些记忆中，
时常回想起的总是采访对象说起现在
的生活时洋溢在脸上踏实的笑容。在
他们朴实的话语中，憨厚的笑脸上，我
感受到的是他们来自心底的幸福。

“看病能报销，养老有保障，娃娃
们出去打工，政府也在千方百计地提
供岗位。庄稼人的日子过得啥也不用
愁，还要啥哩。”

“疫情期间，没处打工去，政府给
我们发了失业补助金，给家里解决了
大问题。我就在想，疫情期间，政府的
事情千头万绪，还想着我们这个群体，
心里感动得很。”

“我们现在的保障越来越全了，看
病有医保，老了有养老保险，孩子们在
外工作，有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别的
不说，就凭这些干啥都觉得踏实。”

……
在青海湖畔，在湟水岸边，在雪山

草原，在田间地头，我们看到最多的，
是青海老百姓自信幸福的笑脸；听到
最多的，是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新期盼。

笑容为什么这样灿烂？源于党和
政府为百姓建起的这张社会保障网。
解除后顾之忧，方有幸福生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社会保障
体系建设全面发力，覆盖范围持续扩
大，待遇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服务日趋
便捷，建立起让百姓安心、促社会稳
定、助经济增长的社会保障安全网，稳
稳守护着万千百姓。

看在眼中的变化就是触手可及的
温暖。这十年，青海坚持全覆盖、保基
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织密扎
牢了社会保障“安全网”。

在青海，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
大病医疗保险为补充，医疗救助为托
底，医疗互助、应急救助、商业健康保
险、慈善救助等共同发展的多层次医
疗保障制度体系正在走向成熟，城乡
居民医疗保障水平大幅提升。

在青海，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更加
完善，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待遇水平稳
步提高，服务能力逐步增强，各族群众
不分城乡、地域、性别、职业，在面对年
老、失业、工伤、贫困等风险时都有了
相应的制度保障。

在青海，民政救助保障标准连续
调整提高，医疗救助覆盖城乡困难群
众、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贫困家庭，
临时救助扩大到全体城乡居民，确保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人口应保尽保。

幸福的笑脸最珍贵，因为这笑脸
正是我省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最好标
识。

王宥力

幸福的笑脸最珍贵

本报记者 王宥力

“大爷，您别着急，遇着啥难事儿

了您慢慢说，有啥不懂的您就问，我一

定给您讲得明明白白的……”青海省

社会保险服务局失业工伤保险经办窗

口前，李若曼耐心地安抚着情绪焦急

的办事群众。她知道，能满头大汗跑

到窗口前来问事儿的，那是群众真的

遇到了困难。

老人说话有些着急，有些话翻来

覆去地“强调”了两三遍，尽管手头还

有一堆工作，可李若曼还是认真地听

完了老人的描述，笑着对老人说：“老

人家，您这事儿我听明白了，按照政策

规定，您这医药费能报。”

“真能报啊？我今天也就是抱着

试试看的态度来的。”老人半信半疑地

望着李若曼。

“能报，肯定能报。报销的东西都带

齐没，要带齐了我今天就给您办……”

李若曼娴熟地给老大爷办理了报

销手续，老人连连道着谢离开了办事

大厅。

在经办窗口，这样的场景几乎每

天都有。一声问候、一张笑脸、一杯热

茶、一张椅子，是李若曼接待群众的

“ 标 准 ”，20 多 年 来 从 未 改 变 。 她 总

说，窗口工作虽然累点苦点，有时可能

还要受一点委屈，但能为群众做点力

所能及的事，心里充实也踏实。

社保窗口工作可不比其他岗位，工

作人员每天面对的都是各种各样和群

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符合报销

政策的，要快速准确地办理；不符合报

销政策的，也要给办事群众解释得清清

楚楚，事务繁琐，任务重，压力大。而要

精准地办理好每一笔业务，入情入理地

讲明白每一项国家政策，考验的正是窗

口工作人员扎实的业务基本功。

在业务上，李若曼是同事口中的

行家里手。可是，谁又能想到，曾经的

她也是新兵一名，外行一个。从当初

的青涩到如今的游刃有余，这其中下

了多少功夫，看看摆在她桌上那一本

本被翻得卷起了毛边的书便知一二。

在她心里，群众的利益是最大的事。

2015 年 7 月，中国石油天然气股

份有限公司青海油田分公司职工郁海

荣不幸工亡。经过工亡认定后，李若

曼主动联系亲属，及时为其母亲办理

供养亲属抚恤金待遇，并按照调整标

准及时为供养亲属兑现相关待遇，极

大地保障和改善了供养亲属的生活。

20 多年来，她从不拖延每一笔报

销账目，来到办事窗口的马上办，来不

了窗口的她去当事人家里办。

2019 年 5 月 11 日，青海省核工业

地质局职工吴孝文在野外工作途中受

伤并被认定为工伤，能够享受工伤保

险配置辅助器具待遇。但是他本人腿

部瘫痪，没办法自己去配置。了解到

这个情况后，李若曼主动对接协调定

点机构为吴孝文量身定做轮椅，这还

不放心，又将轮椅专门送到海东市互

助土族自治县五峰镇纳家村吴孝文的

家里，现场宣传讲解了工伤保险有关

政策和待遇，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

工伤职工家庭。

在她心里，工作的事是最重的事。

疫情突如其来，助力企业复工复

产，稳定就业岗位是李若曼最关心的

事。她及时和同事一起开发了稳岗返

还网上经办系统，开通工伤保险待遇

绿色通道，以“不见面”经办方式，确保

社保服务“不打烊”。

调整失业、工伤保险信息系统参

数，确保企业社保费“减免返”政策第

一时间落实到位，推动以线上为主渠

道，采取容缺办理等措施，千方百计为

企业提供便利，尽最大可能帮助企业

复工复产。她用 3 天时间完成了全省

5600 余户企业的筛查比对工作，为全

省各级经办机构及时发放稳岗返还资

金打下了坚实基础。

50 岁的年龄，对于窗口服务岗位

来说已不再年轻。但面对事业的赤

诚，年龄又有何妨？

社保窗口前的热心人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心里都不会

空着，因为刘淑知道有只大手自始至

终在身后帮扶。

“多少有些退休工资，不愿意跑到

社区去麻烦人家。毕竟还有比我们更

需要救助的人家。”年近七旬的刘淑说

起这两年享受民政救助，不经意间流

下两行热泪。

身患肝硬化的儿子数十年不是在

医院做手术、住院，就是躺在家里休

养，毫无劳动能力，因为要时刻照顾病

患丈夫，刘淑的儿媳也只能打些散工。

儿子平均一年住三、四次医院，每

次住院，除了报销部分，自付就得一万

多元，虽然有退休工资，但要养家还得

支付医药费，老人确实负担不起。“我

家就在居民服务站的院子里，从社区

书记、民政专干，再到服务站的专员

们，都非常了解家里的情况，他们热心

帮我们申请低保和好多项救助，减轻

的负担不是几句话能说完。”刘淑说，

低保户享受的医疗报销比例高，再加

上社区还帮忙申请了大病补助和救急

难基金，我们一家人总算是松了一口

气。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民政救助

保障标准和特困供养标准连年提高，

城乡低保标准提高到城镇低保每月

700元和农村低保每年5676元，特困供

养标准提高到每年 12600元，医疗救助

覆盖城乡困难群众、低保边缘家庭和

支出型贫困家庭，重点救助对象政策

范围内医疗费用报付率达94%以上，临

时救助扩大到全体城乡居民，切实兜

住、兜牢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同时，积极践行“民政为民、民政

爱民”服务理念，通过护工服务进家

庭、志愿服务进医院、康复辅具进基

层、殡仪服务进小区等改革，不断延伸

惠民触角。

社保福祉，情注万家。更加亲民

的服务，更加坚实的保障，不断推动我

省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让群众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让困难群众都安心

“上星期，我到新单位报到，感觉

生活又慢慢好起来了。多亏了有失业

保险啊，让我在最困难的时候领上了

失业补助金，不仅在生活上给了我保

障，还为我重新找工作再就业创造了

缓冲期。”王明强回想起这段经历，表

示那段时间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生

活一下没了着落，那种焦虑和不安别

人是体会不到的。后来申领了失业补

助金，突然有了保障的那种喜悦也是

别人体会不到的。”

王明强的经历正是我省充分发挥

失业保险保生活、防失业、促就业“三

位一体”功能的真实写照。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省积极落实降低费率、援企

稳岗、技能提升补贴、脱贫攻坚和保障

扩围等政策，在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

活、稳定企业就业岗位、降低企业用工

成本、扶持困难企业发展和保障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随着失业保险不断提标扩面，放

心的不仅仅是个人，还有企业。

今年以来，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青海油田分公司通过“免申

即享”的方式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资 金 1518.11 万 元 ，惠 及 职 工 1.56 万

人；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通过

“免申即享”的方式享受失业保险稳岗

返还资金 1467.55 万元，惠及职工 2.37
万人，是今年享受稳岗返还政策中受

惠职工人数最多的参保单位。

企业受益最终惠及的还是职工。

记者了解到，两家参保企业将稳岗返

还资金全部用于缴纳企业职工社会保

险费等，有效降低了企业生产经营成

本，保障了职工的合法权益，稳定了职

工 就 业 岗 位 ，激 发 了 企 业 的 发 展 活

力。稳岗返还政策让参保企业得到了

实实在在的实惠，让企业职工切实感

受到了党和政府对企业发展的关心和

帮助，有效助力了企业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先后 4次调

整提高失业保险金标准，并建立了失

业保险金标准与最低工资标准联动调

整长效机制。2020年 1月 1日起，我省

失业保险金标准达到每人每月 1530
元，标准相比十年前增长了近2倍。

让职工企业都放心

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河西镇的

刘永刚现在也是村里享受养老金的人

了。这个几辈子都在地里“刨生活”的

农户人家，因为走进了养老保险的大家

庭，生活不但有了保障，也有了品质。

“刚开始，社保工作人员来宣传政

策，我们咋也不相信。一个地地道道

的农民，还能参加养老保险？政府还

能每月给养老金？”刘永刚怎么也不相

信都已年过五十的自己还能碰到这好

事儿。

但是看着村里的人陆陆续续开始

交，他也坐不住了。又跑去大队和县

社保局详细地了解了一番，这才定下

心来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说实在

话，能和城里人一样有养老保险，以前

想都不敢想。”一想到每个月按月到账

的养老金，刘永刚就笑得合不拢嘴。

“我是按每年最高标准缴费的，还能享

受政府补贴，现在我也是有‘固定收

入’的人了。”

刘永刚笑着，说着。说着说着红

了眼睛，“赶上了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让我们这些没啥手艺的人老了也有了

生活保障。现在医保也有，养老也有，

在我看来，这些不仅仅是一份保障，还

是党和政府给老百姓的一份尊严。”

刘永刚的故事，只是全省养老保

险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十年来，人

们见证了养老保险破茧成蝶的轨迹。

正如刘永刚所说，看病有医保，晚年有

养老，就是每个家庭最朴素的心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全面实施

养老保险全民参保计划，通过精准识

别、综合施策，分险种、分阶段、有重

点、有步骤地持续推进我省养老保险

“精准扩面”工作。截至 2021 年底，全

省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 431.58 万人，

与十八大前我省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262.3 万人相比，增加了 169.28 万人，

增长 65%。企业职工和城乡居民养老

金水平均位居全国前列，随着不断调

整提高保障待遇，全省 37 万名企业退

休人员享受了政策红利，48 万名城乡

参保居民受益。

全省脱贫攻坚战打响后，我省为

6.77 万名 60 岁以上贫困老人发放养

老金 2.89 亿元，共为 50 万人次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和低保、特困人员代缴养

老保险费 5373.48 万元，实现贫困人员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应保尽保、应代尽

代、应发尽发。

让每个家庭都舒心

把更多的关爱给孩子们。

康复师在训练室为儿童开展小肌肉康复训练。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民政厅供图

人社服务小分队到敬老院为老年人提供上门认证服务。

人社部门进工地宣传权益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