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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
在网站公布了《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规
划对完善社保制度，深化企事业
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作出了
全方位部署，有不少政策性突破，
社保、养老金、工资收入等方面未
来5年将发生一系列变化。

社保：
待遇水平将稳步提高

社保待遇连着老百姓的救
命钱、养老钱。规划将“社会保障
待遇水平稳步提高”定为“十四
五”时期主要目标之一。

规划明确，推进社会保险待
遇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动
调整，综合考虑物价变动、职工
平均工资增长、基金承受能力以
及财力状况等因素，完善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待遇水平
调整机制，完善失业保险保障标
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

人社部数据显示，从 2012
年至 2020 年，企业职工月人均
养老金由1686元增长到2900元
左右，全国月平均失业保险金水
平由686元提高到1506元。今年
职 工 基 本 养 老 金 实 现“17 连
涨”，上涨待遇近期发放到位，按
照规划要求未来有望继续上涨。

此次规划还提出，全面落实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
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标准，提高企业年金覆盖率，推
动个人养老金发展。

一系列新举措，都将持续提
升社保的“含金量”，让民生保障
的底线兜得更牢。

收入分配：
“提低扩中”缩小差距

围绕“十四五”期间更加积
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这一要
求，规划分类别、分情况作出一
揽子政策安排。

例如，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
点，提高工资集体协商的实效

性，着力增加一线劳动者劳动报
酬；强化对不同行业、不同群体
工资分配的事前指导，探索发布
体现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特征的
薪酬分配指引。

事业单位逐步实现绩效工
资总量正常调整，实行高层次人
才绩效工资总量单列，探索主要
领导收入分配激励约束机制，深
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推进
高校、科研院所薪酬制度改革，
完善消防员工资福利政策。

国有企业普遍实行全员绩
效管理，建立具有市场竞争优势
的核心关键人才薪酬制度，推动
分配向作出突出贡献人才和一
线关键岗位倾斜等等。

规划还部署，以高校和职业
院校毕业生、技能型劳动者、小
微创业者、农民工等为重点，不
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专家表示，这些安排体现了
一个总趋势，即未来几年政府将
加强对企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分
配的调控和指导，并通过“提低
扩中”缩小收入差距，让更多普
通人的“钱袋子”鼓起来。

养老金：
逐步提高最低缴费年限

根据社会保险法，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
年龄时累计缴费满十五年的，按
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但是，随着人
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这一规
定将在“十四五”期间有所调整。

规划提出，逐步提高领取基本
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修订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计发月数。

“这些都是国家为了确保养
老金收支平衡打出的‘组合拳’，
是我国老龄化背景下的必然举
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
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估算，“十四五”期间新退休人数
将超过 4000 万人，劳动年龄人
口将净减少3500万人。

郑秉文说，适当提高最低缴
费年限，缴得多，退休金领得多，
对提高个人养老金替代率、制度

的可持续性都有利。
专家表示，最低缴费年限提

高对企事业单位职工影响不大，
主要影响的是灵活就业人员。后
者完全由自己缴费，按最低年限
缴纳很常见。最终提高几年，还
需根据我国劳动者的平均就业
年限等研究确定。

灵活就业人员
工伤保险：
外卖骑手等
将不再“裸奔”

权威数据显示，我国灵活就
业人员已达2亿人，近年来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数量大幅增长。2020
年，共享经济提供服务人数约
8400万人。但是按照现行规定，灵
活就业人员与从业单位之间属于
非稳定劳动关系，无法获得工伤
保险、失业保险等制度保障。

针对这些痛点、难点问题，
规划提出，建立健全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机制；制定
职业伤害保障试行办法，推进平
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
试点；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
地参加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

“及时补齐保障短板，健全

就业、劳动报酬、社会保险、技能
培训等方面的制度，既有助于维
护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
权益，也有利于促进灵活就业、
增加就业岗位和群众收入。”首
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
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表示。

按照相关部门部署，下一步
将明确互联网平台企业保障劳
动者权益的责任，为平台灵活就
业人员提供与工伤保险待遇总
体一致的公平保障，让外卖骑手
等不再“裸奔”。

公务员和参公人员
工伤保险：
实现广覆盖全部纳入

实现工伤保险政策向职业劳
动者的广覆盖，将公务员和参照
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工作
人员全部纳入工伤保险制度，这
是此次规划提出的又一新要求。

据了解，我国工伤保险制度
是在上世纪90年代《企业职工工
伤保险试行办法》基础上逐渐建
立起来的，公务员及参公人员最
初并不包括在其中，如果因工作
原因受到伤害，主要由民政部门
参照相应条例给予抚恤和优待。

不过，抚恤和优待的保障情
形相较工伤保障范围更窄。公务
员及参公人员上下班途中遭遇
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在
工作岗位猝死或者患职业病等，
工伤待遇可能得不到有效保障。

为推动公务员依法参加社会
保险，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保险待
遇，近年来人社部积极支持鼓励各
地将公务员纳入工伤保险范围。截
至目前，全国已有20多个省份将
公务员整体纳入了工伤保险制度，
其余省份的部分地市也开展了公
务员参加工伤保险试点工作。

按照规划，除实现公务员和
参公人员全覆盖，我国还将研究
完善工伤保险相关制度及配套办
法，以高危行业为重点，持续扩大
工伤保险覆盖范围，使工伤保险
参保人数从 2020年末的 2.68亿
人提高到2025年的2.8亿人。

劳动者休息权益保障：
完善工时、
休息休假制度

针对企业超时加班、恶劣天
气强制出工等问题，规划回应社
会关切，提出完善工时、休息休
假制度，并专门部署开展对重点
行业的突出用工问题进行治理。

“随着非标准劳动关系越来
越多，亟需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的劳动时间等作出更加周密
科学的安排，维护劳动者权益。”
中国劳动学会特约研究员苏海
南说。

多位专家认为，应督促互联
网平台企业按规定合理确定日
最长在线时长或者工作时长，安
排工间休息。同时加强劳动监察
执法力度，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提供基本权益保障。

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近日联合
发布《关于做好快递员群体合法
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
有关方面研究制定快递员劳动定
额标准，确定快递员最低劳动报
酬标准和年度劳动报酬增幅，快
递企业落实带薪休假制度。

据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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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家具、办公用品、铝合金门
窗、废铁、饭店用品，一切库存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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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炎炎，各种各样的“清
凉神器”近来在电商平台销售火
爆，价格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
等。近日，记者对时下流行的几
款“清凉神器”进行调查采访，发
现部分产品存在夸大功效的问
题。此外，一些“神器”还存在安
全隐患，消费者购买需当心。

“ 网 红 消 暑 神
器”花样翻新

7月8日，记者在某网络购物
平台搜索“消暑神器”“清凉神器”
等关键词，有各式各样的夏日网
红产品映入眼帘。这些商品价格
不等，有“一片不到两角钱”的“冰
凉贴”，也有几十元钱一瓶的“清
凉喷雾”，还有价格上百元的便携
风扇、制冷杯等小家电产品。

在众多“神器”中，主打易携
带、噪音低的小风扇吸引了大量

消费者的目光。目前，一些品牌
还推出了“解放双手”的挂脖款，
更有“大开脑洞”的商家将风扇
置于遮阳伞隔层内，让买家能够
边撑伞边吹风，享受“双倍清
凉”。

一些用于皮肤的消暑产品，
如降温冰贴、冷感湿巾、劲凉花
露水等。部分商家在宣传时，称
自己的产品加入了“清凉因子”。
据此，相关专家表示，这类产品
的“清凉因子”大多包含薄荷脑
成分，作用于皮肤，确实能够起
到一定清凉爽肤的效果。

除上述几类“消暑神器”
外，商家针对夏季市场推出的
产品仍在花样翻新。有特殊材
料制成的“冷感毛巾”、冰坐垫、
凉席，也有应对口罩闷热烦恼
的“口罩爆珠”等。“清凉”的字
眼，仿佛已成为夏日吸引消费
者的制胜法宝。

实际功效持续
时间不长

在采访中，不少消费者对记
者表示，“消暑神器”虽然好用一
时，却也是“治标不治本”。“‘冰
凉贴’、劲凉花露水等刚用时确
实会让人觉得凉爽，但效果不太
持久，一会儿就不凉了。”上海上
班族小婧告诉记者。

“口罩内捏两颗，清新空气，
不闷不捂。”这是一款“强力口罩
爆珠”的宣传语。随着夏季气温
升高，一类专门应对口罩闷热的

“神器”逐渐在市面上流行起来。
据商家介绍，这类“口罩爆珠”只
要在口罩内侧捏爆两颗，便可达
到清凉防暑效果。

记者观察产品包装后发现，
该“口罩爆珠”的成分中含有薄
荷、广藿香这类药材的提取物。

专家表示，从药物功效来说，薄
荷、广藿香两味中药的确具有清
热抑菌的作用，但常规用法是口
服，而这类“爆珠”则主要是通过
中药气味吸入呼吸道后刺激神
经，继而产生效果，与直接服用
相比，药效可能会相差许多。

去年 8月，杭州市市场监管
部门对市场上的清凉口罩进行
了评测。评测发现，含有薄荷的
所谓清凉口罩，可以带来一定的
清凉感，但持续时间不长，并不
能从根本上解决口罩闷热的问
题，基本上是商家的一种噱头。

是“神器”还是
“凶器”？

值得一提的是，一款“清凉
喷雾”近日在各大社交媒体迅速
走红。销售页面显示，这种号称

“一摇一喷”即可极速降温的喷

雾应用的主要场合是夏日高温
的汽车内部。此外，商家显示该
喷雾还可用于人体降温，达到缓
解扭伤疼痛的效果。

然而，对于这款“降温神
器”，消防部门却提醒广大消费
者务必谨慎使用。据央视新闻报
道，湖北省恩施州消防部门对该
类“清凉喷雾”进行了安全实验。
结果显示，由于其成分内含有丙
烷、丁烷等易燃物质，该类喷雾
在使用时如若遇到明火，则会迅
速发生燃烧反应。一旦使用不
慎，这款“清凉神器”便会立刻变
成危险的“害人凶器”。

除这类内含高压气体的喷
雾外，目前市面上还流行着一类
作用于衣物的“清凉喷雾”。这种

“衣物喷剂”的安全性优于高压
气体喷雾，但其成分中也同样包
含乙醇等易燃物质。

据《工人日报》

价格从几十元到数百元

“清凉神器”是真管用还是大忽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