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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皮实的男人”在微博
留言中说道，河南是人口大省，
也是老年人口大省。不少辛勤
忙碌了一辈子的老人退休后有
医保、有社保、有退休金，都能
享受到完善的保障。但与此同
时，也有不少之前无业或者不
在正规单位上班的老年人，无
法享受到周全的保障。

“医保社保制度这些年逐
渐完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在
机关单位、大企业上班，那些制
度建立以前没有在正规单位上
班的老人怎么办？这些问题需
要考虑。”

市民容女士向记者反映
称，她的母亲曾因身体原因辞

职在家休养多年，后来由于年
纪大了，只能做一些销售类缺
乏保障的工作。虽然现在自己
交着居民医保，但退休金微乎
其微。一旦停止工作，基本生
活都难以保障。

“在正规企业上班，退休
后能有数千元的养老金。但
是像我母亲这种情况其实很
普遍，补缴养老金要一大笔
钱，还没地方补。他们的养老
怎么办？”容女士希望，政府部
门能够针对现行政策下的无
保老人情况开展调研，并出台
一些能够让其按照企业职工
待遇缴纳并享受养老政策的
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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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万网友热议养老“痛点”

代表委员呼吁关注“角落老人”
“让所有老年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这是政府对民生事业作出

的一项庄严承诺。今年河南省两会期间，东方今报·猛犸新闻面向全省发起“征程十四五 百姓
有话说”征集活动，养老话题引起网友强烈关注。参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对网友们反映
的养老“痛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宋迎迎 代表委员建言：

提高养老金标准
减少社保补缴金额

省两会期间，东方今报·猛犸新闻面向
全省发起“征程十四五 百姓有话说”征集
活动，收集大家对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以及
社会建设各方面的心愿和心声。 1 月 20
日，关于养老话题的征集报道发出后，超过
5 万网友参与讨论，六成以上的投票集中
在“无保老人如何养老”这一选项。对网友
反映的这些“痛点”，参会的代表委员有什
么看法呢？

设养老救助基金、减少补缴金额
救助“角落里的老人”

“很多人以为，生活在城市里的老人有
诸多保障，肯定生活无忧，其实并不是这
样。”省政协委员、农工党三门峡市委专职
副主委陈天栋说，还有很大一部分住在城
里的老人此前工作并不稳定，或者处于无
业状态，基本没有养老保障，可以说是“角
落里的老人”。这种情况下，要么补缴数万
元的保险费用参加职工养老，要么只能靠
城乡养老或者干脆放弃社保。

“到2020年年底，河南全省城乡居民
平均养老金水平为每人每月116元，其中
待遇水平最高的郑州市每人每月249元。
在农村的话，加上低保等各种补助还有可
能维持正常生活。但在城市要靠城乡居民
养老维持生活显然不行。”

陈天栋说，现在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子
女，如果恰好父母都是这种情况，子女身上
的压力会骤然加大。他建议，应当尽快完
善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一方面可以设置养
老救助基金，采取社会捐助、政府补贴等措
施，定向资助已处于无保障无力缴纳养老
保险的老年人。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提高
城乡居民养老金的标准。针对家庭困难的
无保老人，采取大幅度较少补缴社保总金
额、设置多档参保基数等措施，让生活在城
市却又缺乏足够保障的老人们正常参保，
享受有保障、有尊严的退休生活。

日料中心、长护险“组合拳”
应对“一人失能、全家失衡”

“改变‘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局面，
要从完善公共服务入手，大力推进日间照
料中心建设。”省人大代表、永旺宏润集团
董事长程玉旺说，过去的2020年，我省社
区养老快速发展，全年投入资金14.3亿
元，建成社区养老服务设施1011个，社区
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大幅提升。

“根据省民政厅的消息，2021年，我省
还将继续推进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继
续建设1000个养老服务机构或日间照料
中心。”其中，在街道层面建设200个具备
全托、日托、上门服务、对下指导等综合功
能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

程玉旺表示，有了更加完善的公共服
务设施只是第一步，还要尽快完善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去年9月，国家医疗保障局、
财政部下发《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试点的指导意见》，我省开封第一批纳入试
点城市，对河南普惠养老模式进行新的探
索和发展。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郑州，希
望也应尽快试点长期护理保险，为解决‘一
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问题提供制度保障。”

无保老人难养老、失能老人咋照顾？
网友热议养老“痛点”

希望建立长护险机制，改变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局面

网友“民声聚焦”在留言中说，根
据卫健委统计，我国有超4000万失
能、半失能老人，而这些老人的养老
及医疗问题，直接影响了约1亿户家
庭。

“对于失能老人，很多养老院不
具备看护条件，无法收治。社区日间
照料中心也大多只收健康老人。”网
友“民声聚焦”认为，应该加大力度，
鼓励建设具备医养结合功能的养老
院，给老人提供全方位的陪护，真正
做到“老有所养”。

网友“枫”在征集活动中则提到
了“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问题，他
说，80后90后基本都是独生子女，一
旦老人得了慢病，都要面对“一人失
能、全家失衡”的局面，“长期请假在
家的话，生计就成了问题，而请一名
护工看护老人，现在价格也不低。希
望政府层面尽快推广并建立长期护
理险制度，解决这样的矛盾。”

多设置公益课程、打击骗子
推销产品的“免费课”

家住东区的李先生说，现在的骗
子令人深恶痛绝，自己和爱人每天都
忙到很晚，有一次跟爸妈聊天才发
现，他们连续被三拨打着“免费课”旗
号的骗子给骗了，买了价值七八千元
的产品。

“现在市面上这么多免费课，究
竟有多少是真的？我想微乎其微。
建议执法部门开展大清查，对此进行
全面打击。”

网友“卑弥呼人”则建议，希望社
区、妇联、科协等部门多组织些公益
课堂，这样老人们就不会去上骗子们
的“免费课”了。

在东方今报·猛犸新闻发起的“征程十四五 百姓有话说”征集
活动中，不少网友就河南“十四五”期间的养老问题提出建议。对
此，记者进行了整理。对这些事关“咱爸咱妈”的问题，你怎么看？
还有哪些建议？

无业、无保老人生活压力大
能否按企业职工标准缴纳养老金

家住西区的孙女士说，随
着生活条件的改善，爸妈的养
老基本吃喝不用发愁，但精神
层面上的关心更加重要。

“很多家庭都是子女双职
工，上班之后，老人孤零零在家
里，不知道干什么。希望在社区
建设老年大学，或者开设老年课
堂，让爸妈们一起学些知识，举
办老年人运动会，让老人们一起
下下棋、打打球，丰富老年生活，
也让他们老有所乐。”反诈骗人

士张先生说，老人的精神世界，
好的知识不去占领，传销就会去
占领，通过多种活动丰富老人精
神世界，对于防骗防欺诈来说也
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网友“李梦然”留言称，现
在社交网络这么发达，爸妈对
电脑手机方面的知识也有需
求，应该在社区有针对性开设
这样的课程，让老人学会使用
手机、微信等，自己在家的时
候，也有个消遣的手段。

建设社区老年大学、多组织活动
让空巢老人“老有所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