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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日前决定全面启动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标志着养老
金“双轨制”的破冰，近

４０００

万机关事业单位
人员将和企业职工一样缴纳养老金。曾经被
许多人羡慕的“铁饭碗”被打破，那机关事业
单位人员今后咋养老呢？

人手一张社保卡，吃财政饭的要缴养老
金了

此次国务院明确养老金“并轨”在全国
范围同步实施，机关与事业单位同
步改革，这意味着全国所有按公务
员法管理的单位、参照公务员法管
理的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及其编
制内的工作人员，也就是通常所说
的“体制内人员”，总数近

４０００

万的
庞大群体都将启动改革。

长期以来，这部分人及其单位
不缴纳养老保险，退休后养老吃的
是“财政饭”。而改革将改变这一局
面：今后这些人群将参照企业等城
镇从业人员缴纳养老金，并将发放
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卡，从单位养
老转向社会化养老。

改革后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新的基本养老金待遇分为两部分：

一是基础养老金，二是个人账户养
老金。为确保改革顺利推进，国务
院改革决定还明确，机关事业单位
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应
当为其工作人员建立职业年金，此
举将保障改革人群的新养老金水
平不低于现有水平。

根据改革决定，基本养老保险
方面，单位按工资总额的

２０％

缴费；

个人按本人缴费工资的
８％

缴费，本
人缴费工资高于当地职工平均工
资
３

倍的部分不纳入缴费基数，低于
平均工资

６０％

的以
６０％

为基数缴
费，即“

３００％

封顶、

６０％

托底”。

比如， 公务员小明除去津贴、

补贴等， 每个月缴费工资是
５０００

元，改革前单位和个人都不用缴费，

小明退休后照样有养老金。改革后，

小明每月要缴纳养老保险
４００

元。

职业年金方面，单位按本单位
工资总额的

８％

缴费， 个人按本人
缴费工资的

４％

缴费。这样，小明又
要缴

２００

元， 加上基本养老保险的
４００

元，一共缴
６００

元，这笔钱是从
小明的月收入中扣除的，将进入小
明的养老金个人账户。连同单位缴
费部分，退休后按月发放。

如此一来，并轨后机关事业单
位人员与企业职工的养老缴费和
发放都基本一致，“体制内人员”以
前的完全吃财政饭，变为单位和个
人缴费、财政承担养老保险基金的
兜底责任的多渠道筹资，形成单位、个人、政
府共担的新机制。

力保待遇不降低，老中新三类人区别对待
改革后， 这

４０００

万人的退休后待遇咋
样？决定明确，对改革前参加工作、改革后退
休的人员，通过实行过渡性措施，保持待遇
水平不降低。总的原则实际就是“老人老办
法、新人新制度、中人逐步过渡”。

———“老人”是指改革前已退休的人员，他
们原待遇维持不变，并参加今后的待遇调整。

———“新人” 是指改革后新参加工作的

人员，他们将来退休时，基本养老金为基础
养老金与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之和。这与
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本一致。

———“中人”是指改革前参加工作、改革
后退休的人员。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说，

“逐步过渡”政策主要是两条：

一是他们在改革前的没有实行个人缴
费的工作年限确定为“视同缴费年限”，将来
退休时在发给基本养老金的同时，再依据视
同缴费年限长短等因素发给过渡性养老金。

二是设定一定期限的过渡期，

在过渡期内实行养老待遇的新老
计发办法对比，“保低限高”，这样，

基本可以保证原有的待遇水平不
降低。

“特别要指出的是，机关事业
单位退休人员待遇调整不再与同
职级在职职工增长工资直接挂钩，

而是与企业退休人员以及城乡老
年居民基本养老待遇调整统筹考
虑。”这位负责人说。

此外，这项改革确定职业年金
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同步建立，这
有利于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

优化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
待遇结构，力争保持待遇水平总体
不降低。

养老金不再按级别， 多缴多
得、长缴多得

一直以来，一些机关和事业单
位往往存在退休前突击提升职级、

职称的情况。随着改革推进，这种
情况可能有所改变。

这是因为，改革前机关事业单
位退休金按照职工退休最后一个
月工资一起发，并随着机关事业单
位工资调整进行调整，这是造成企
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
待遇差距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而
改革后，将按照本人历年缴费多少、

缴费期长短来计算养老金标准。

这意味着，小明即使退休前没
有被提拔， 但由于他的缴费年限
长，也可能比他的上司领的退休金
要多。这也是一个重大变革，有利
于避免相互攀比，逐步建立起兼顾
各类人员的养老保障待遇调整机
制。

此外，改革前机关事业单位必
须实行全国统一工资制度，由于工
资结构不同，机关事业单位按照基
本工资配发的退休金与企业人员
的基本养老金水平相当，但是加上
按照机关津补贴和事业单位绩效
工资发的退休生活补贴，机关事业
单位退休金就高于企业基本养老
金。如今，这一因素不复存在。

更关键的是， 同样年龄退休
的，计发月数相同，所以缴费越多，待遇水平
越高；而同样个人账户积累的，退休越晚，计
发月数越少，即除数越小，因而待遇水平越
高———这就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意
思。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也表示，由于我国地
区发展差异大，各个行业、各类单位情况复
杂。国务院的改革决定是管总的，具体到一
个地区、一个行业、一个单位，还要依据实际
情况细化政策措施。

（新华社北京
１

月
１４

日电）

中国推出文化民生“施工图”

———细看公共文化服务新政对百姓作出哪些承诺

基本文化权益“兜底”“老少边穷”

成精准扶贫对象、鼓励降低商演和电影
票价、为群众提供对路子服务、让数字
文化资源为智能社区“点睛”……

１

月
１４

日，中办、国办公布《关于加快构建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

作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关键性的制度设计，这份意见就像一张
扎实的文化民生“施工图”：任务明确，

标准具体，进度明晰。按“图”索骥，我们
来看看公共文化服务新政对老百姓作
出了哪些承诺。

百姓基本文化权益新政“兜底”

对百姓读书看报、收听广播、观看
电视、观赏电影、观看演出、参加文体活
动和免费使用公共文化设施等基本文
化权益，政府明确了保障底线。

作为意见附件的《国家基本公共文
化服务指导标准》，以表格的形式，一目
了然：“为农村群众提供数字电影放映
服务，其中每年国产新片（院线上映不
超过两年） 比例不少于

１ ／ ３

”“县级以上
设立公共体育场”“为每个县配备用于
图书借阅、文艺演出、电影放映等服务
的流动文化车”……

标准是政府划定的保障底线，重点
是“兜”住百姓享受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的“底”。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巫志南梳理
出标准的三个特点：一是“提低”，充分
体现对现有公共文化基础薄弱、设施简
陋、资源匮乏、投入不足地区的有效提
升。二是动态平衡，坚持实事求是、量力
而行、尽力而为，取各级政府经过努力
能够做到的“中准线”，力求在保障人民
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与各级政府公共财
政支付能力之间持续保持动态平衡。三
是“不降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地
区应略高于国家标准，向当地人民群众
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或富有当地特色的
公共文化服务。

“老少边穷” 成精准扶贫对象保
障农民工留守家庭

显然，“提高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命题的提出， 就是因为目前地区之间、

城乡之间、人群之间公共文化服务并不
均等。但改善文化民生、提高贫困地区
群众和特殊群体文化生活质量，又不能
搞“一刀切”。

由是，意见提出，要明确老少边穷
地区服务和资源缺口， 实行精准扶贫，

并将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农民
工、农村留守妇女儿童、生活困难群众
作为重点对象。

“关注这部分群体的文化需求，不
仅仅是社会公平正义和文明进步的体
现，也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应有
之义。”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助
理兼政府研究所副所长杨永恒表示。

免费
＋

优惠：鼓励降低商演和电影
票价

“免费”是意见中引人注目的关键

词：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公共博物
馆（非文物建筑及遗址类）、公共美术馆
等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

免费之外，还要“优惠”。标准特别
规定“未成年人、老年人、现役军人、残
疾人和低收入人群参观文物建筑及遗
址类博物馆实行门票减免，文化遗产日
免费参观”。 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
之外的文化服务项目，意见鼓励以“优
惠”价格提供，比如完善公益性演出补
贴制度、支持艺术表演团体提供公益性
演出，鼓励在商业性演出和电影放映中
安排低价场次或门票，鼓励网络文化运
营商开发更多低收费业务。

巫志南认为，“免费
＋

优惠”大大拓
展了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发展空间，

也会培育和带动文化消费市场。

政府为群众公共文化服务“买单”

意见提出，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力
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在标准中就
提出要采取政府采购等方式，为农村乡
镇每年送戏曲等文艺演出。

“这一方面可以解决公共投入不
足的问题， 缓解公共服务领域的供需
矛盾；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在公共文化
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机制， 引入私营部
门的管理经验，提高效能。”杨永恒如
是解读。

目前，文化部、财政部、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共同制定的关于做好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
工作的意见和指导性目录，已正式上
报中央。

为群众提供对路子服务将“选择
权”交给群众

曾经，一些地方提供的书籍不对群
众路子、 播放的电影不合观众口味，内
容选择上群众既唱不了主角、也当不了
裁判，“服务效能”更无从谈起。

基于此，此次意见提出，建立群众
文化需求反馈机制，及时准确了解和掌
握群众文化需求，制定公共文化服务提
供目录，开展“菜单式”“订单式”服务。

巫志南认为，这是将“选择权”交给
群众十分重要的一步， 但更重要的是，

在广泛征询人民群众意愿的前提下，尽
可能扩大“菜单”涵盖范围，在“菜”的来
源上真正体现群众的主导性和主体性。

工、青、妇、科等拥有大量公共文化
资源的领域，也被纳入视野，意见提出，

“推动科技馆、工人文化宫、妇女儿童活
动中心以及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免费
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

让数字文化资源为智能社区“点睛”

目前，互联网渗透融合社会生活各
领域和全过程已是不争事实。如巫志南
所说，主动积极应用网络技术创新公共
文化服务、 提高服务效能是明智之举，

也是加快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现代化
发展水平的必然选择。

意见提出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
数字化建设的路径：统筹实施全国文化
信息资源共享、数字化图书馆博物馆建
设、数字农家书屋等项目，构建标准统
一、 互联互通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
络，在基层实现共建共享；鼓励各地整

合中华优秀文化资源，开发特色数字文
化产品；加强推进数字文化资源在智能
社区中的应用，实现“一站式”服务。

乡镇文化站编制至少
１

人
公共文化服务的重心在基层，乡镇

文化站是基层“枢纽”。但在不少地方，

不同程度地存在文化专干不专、没编制
待遇低，有的文化站工作人员长期被抽
调搞乡镇中心工作，文化站被迫常年关
门，以至于出现“空气站、牌子站、无人
站”的怪现象。

显然，“人” 的问题是个突出问题。

意见和标准明确，落实每个乡镇综合文
化站（中心）编制配备不少于

１

至
２

名，规
模较大的乡镇适当增加。

“效能” 成考评领导干部政绩的重
要内容

一些地方缺乏文化自觉，“重经济、

轻文化”，单纯追求
ＧＤＰ

增长，对文化“说
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意见的这条规定，就是要扭转党政干
部的文化政绩观：以效能为导向，制定政
府公共文化服务考核指标，作为考核评价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纳
入科学发展考核体系。建立公共文化机构
绩效考评制度， 考评结果作为确定预算、

收入分配与责任人奖惩的重要依据。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我们期待各
地结合各自实际，也扎扎实实地制定出
详尽的施工细则，把这份普惠文化民生
的改革新政以工程进度台账的形式得
以实现。

（新华社北京
１

月
１４

日电）

声 明

兹有陈世海发票一张， 发票代
码：

241001210060

， 发票号码：

00303864

， 税票号码： （

2013

）

1182137

， 发票金额
200000

元， 税款
9780

元，开票人：刘绍玉，开票日期为
2013

年
11

月
20

日，不慎丢失，特声明
作废。

公 告

兹有彭威于
2014

年
8

月
16

日在河
南华仪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的香
榭华庭项目定购的

12

号楼
1504

号房
屋，因彭威逾期未签约付款，根据双
方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协议》第五条
约定属于彭威违约，现公告：该房屋
另售，定金没收。

河南华仪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5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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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人为男性，约
60

岁左右，我站救助后
因不能提供姓名、地址等个人情况，于

2014

年
10

月
27

日送寄养机构临时安置，

2014

年
12

月
29

日突发疾病送入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治
疗，因医治无效于

2015

年
1

月
1

日死亡。

特此公告
信阳市救助站
2015

年
1

月
1

日

●

我站受助人员，男，

2014

年
12

月
14

日
由羊山派出所送入我站求助， 自述叫王长
明（音），年龄

83

岁，南阳方城人。其他情况
不详。于

2015

年
1

月
6

日凌晨
5

时
40

分在我站
寄养机构死亡，经法医鉴定属于自然死亡。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

0376-6552041

信阳市救助站
2015

年
1

月
7

日

●

该人为女性，我站救助后因不能提
供姓名、地址等个人情况，于

2014

年
12

月
8

日送寄养机构临时安置，

2014

年
12

月
29

日
突发疾病送入医院治疗，因医治无效

2015

年
1

月
4

日死于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特此公告
信阳市救助站
2015

年
1

月
4

日

●

该人为女性， 约
60

岁左右， 我站
救助后因不能提供姓名、地址等个人情
况， 于

2014

年
4

月
30

日送寄养机构临时
安置，

2014

年
12

月
24

日突发疾病送入信
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因医治无效于
2014

年
12

月
26

日死亡。

信阳市救助站
2014

年
12

月
26

日

死 亡 公 告

●

该人为男性， 我站救助后因不能提供姓名、

地址等个人情况临时寄养，

2014

年
12

月
30

日突发疾
病送入医院治疗，因医治无效于

2015

年
1

月
3

日死于
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特此公告
信阳市救助站
2015

年
1

月
4

日

●

该人为成年男性， 我站救助后因不能
提供姓名、地址等个人情况，于

2014

年
3

月
10

日送寄养机构临时安置，

2014

年
12

月
6

日突发
疾病送入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 因医治
无效于

2014

年
12

月
23

日死亡。

信阳市救助站
2014

年
12

月
24

日

●

该人为男性，约
50

岁左右，我站救助后
因不能提供姓名、地址等个人情况，于

2013

年
10

月
15

日送寄养机构临时安置，

2014

年
12

月
29

日死亡。经法医鉴定，属自然死亡，特此公告。

信阳市救助站
2014

年
12

月
30

日

息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商品房预售许可公示

（第
0090

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现对息县未来花园

B

区住宅小区
7

号、

8

号、

9

号、

10

号住宅楼项目的预售申请进行许可
予以公示。联系电话：

0376-5956301

。

息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5

年
1

月
14

日

预 售
楼盘信息

预息房预字第
0090

号 发证日期
2015

年
1

月
14

日
河南宏铭阳置业有限公司
息县未来花园

B

区住宅小区
息县工业集中区未来花园

B

区
B-1

号、

B-2

号、

B-3

号、

B-4

号

预售许可证号
开发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坐落

备注

411528000001540

413005914

息国用（

14

）第
0152

号
0153

号
0154

号
0155

号
建字第

0223

号息建
20111021

号

预售商品房明码标价等信息可现场查询销售公示牌

楼号 规划用途套
/

间数层数 建筑面积
7

8

9

10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80

48

56

80

8

8

8

8

8843.04m

2

5380.92m

2

6423.13m

2

9417.44m

2

开竣工时间
施工单位

开发企业资
质证书编号

国有土地
使用证号

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号

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证号

监理单位
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息县永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息县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开工：

2011

年
11

月 竣工：

2012

年
11

月

混合
混合
混合
混合

结构

心脑血管病：

冬季健康头号杀手

有四大原因造成冬季是心脑血管的头号杀手：第
一，冬季血管脆弱，极易破裂；第二，血管因寒冷会收
缩，造成血管阻力增加，心脏负荷增加，增加脑溢血和
心肌梗塞发作的机会；第三，寒冷的时候，活动力减少，

包括脑、心肌、内脏血液灌流因而减少；第四，冬季因排
汗减少，水也比较少喝，尤其老年人口渴的感觉差，水
分摄取不足，血液黏稠度增加，血栓容易形成，增加脑
梗塞和心肌梗塞发作的机会。

对于心脑血管而言，复方丹参片具有很好的抗凝作
用，不但可以增加血管的韧性和柔顺度，而且可以促进
心、脑血流量，提高供氧和能量，而且价格便宜，及早服
用，提前预防，可大大降低重大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作为第一品牌的白云山复方丹参片是拥有防治
老年痴呆专利（专利号：

ZL200310112427.2

）的药物，

主要中药材来源于
GAP

基地， 从而使药品从源头上
得到了保证。 目前， 白云山复方丹参片年产量

80

亿
片，市场占有率高。作为预防用药，许多消费者碰到
药店搞优惠活动而多买，在服务上，白云山和黄中药
斥资

8000

万元，与当地药店联手，在全国推出
6600

家
“永不过期”的药店，凡购买白云山中药，过期均可以
旧换新，让每一个消费者感受到白云山和黄中药“永
不过期的关爱”。 买白云山复方丹参片可自动加入神
农俱乐部，免费享受“个人健康服务”基本服务，免费咨
询服务热线：

800-830-2398

。

（青华）

□

短评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要 接 地 气

西北旱区的农家书屋摆放的竟
是水稻种植技术书籍、一些县城少年
宫经年累月不见少年身影……随着
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
建立，文化与百姓之间的“地理距离”

拉近不少， 但一些脱离实际的做法，

却让公共文化与百姓之间的“心理距
离”依然遥远。更好地提供群众喜闻
乐见的文化产品，还需公共文化服务
更接地气。

当前，一些地方在提供公共文化
服务时与群众需求相脱节现象屡见
不鲜， 有限的公共资源造成浪费。比
如，在广大农村，一些地方提供的书
籍不对群众的路子、播放的电影不合
观众的口味，内容选择上群众既唱不
了主角、也当不了裁判。许多建好的
农家书屋经常是“铁将军”把门。有的
农村以渔业养殖为主要产业，但书屋

里却摆放着果树种植的书籍，供需南
辕北辙。 文化服务与群众需求相脱
节，必然导致“这边的广场舞、麻将场
热热闹闹，那边的图书屋、文化馆冷
冷清清”的尴尬场景。

公共文化服务不接地气，表面上
看，是因为一些地方或文化部门创新
能力弱，服务意识不强，实际上反映
的是却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
问题。比如图书采购，单纯注重数量，

应付检查考核，没有真正进行调查研
究，群众期盼的好事被办成了面子工
程。更有甚者，在一些缺乏有效监管
的地方，一些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还成
了部分人发财自肥的“好机会”。有的
从二手市场上淘来旧书，价格翻番后
又摆进农家书屋里。这些问题的出现
制约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和
完善。

构建现代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需要更接地气。首先，要从实际出

发，从广大群众最现实的基本文化需
求出发，了解群众需要什么、欢迎什
么，使公共文化服务真正落实到民之
所需上。其次，要尊重文化差异性、地
域性、多样性，避免标准“一刀切”、内
容供给“一锅煮”。此外，还应避免只
重视硬件建设而忽略后期管理运营。

衡量公共文化服务水平高低，不仅要
看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造得好不
好、多不多，更要看建好的设施群众
用不用。因此，很有必要完善公共文
化设施利用情况的评价反馈机制。

治世修文，化育人心。文化本质
上根源于群众，还需要回归到群众之
中。 在构建现代化的文化服务体系、

推动文化惠民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我
们期待多一些家常味， 多一些泥土
气、小而活的文化产品和接地气的文
化设施。只有当“心理距离”近了，文
化的温度才能深扎到百姓的心里。

（新华社北京
１

月
１４

日电）

□

新华社记者董建国甘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