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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娟娟

临近 7月末，新一轮居民增收举措密

集落地。近段时间，从公积金缴存基数密

集调整，到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城乡居民

基础养老金上调方案渐次落地，从医保缴

费基数调整，到提高大病保险保障水平，不

少地方公积金和社保待遇等集中调整方案

加快实施，成为今年居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今年以来，各地民生保障支出只增不

减，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下一步除了

通过稳就业稳经济，确保工资收入和经营

净收入持续回升外，转移净收入仍将保持

力度。有关部门正加快步伐推进社保制

度改革，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养老金

全国统筹和基金投资运营也有望取得更

多突破。

进入 7月以来，多地密集调整公积金

缴存基数和缴存金额。不完全统计，目前

已有超过 60座城市发布了住房公积金缴

存调整方案，且多地都选择上调 2020 年

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比如，上海市住房

公积金和补充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

为 28017元，较上一年上调 4521元。长沙

最高缴存基数为 24614 元，上调 1291 元，

月最高缴存额为 5908元，比上年增长 310
元；月最低缴存额为 170 元，比上年增长

12元。

其他社保待遇也将密集“落袋”。云南

省日前印发《关于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的通知》，经调整后，云南省2020年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总体水平月人均增加

167.70元，增幅 5%，惠及全省 180.84万退

休人员。据记者初步统计，目前大部分省

份养老金上调方案基本出齐，其中近20个

省份明确将于7月底前把此次调整增加的

基本养老金补发到退休人员手中。目前各

地社保部门正在抓紧组织实施。

北京市人社局则于日前发布了 2020
年一揽子社保待遇集中调整方案，包括上

调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和福利养老金、工伤

保险定期待遇和失业保险金，预计将惠及

近397万人。

不少地方还将稳步提高医保水平。自

7月 1日起，福建省 2020年职工医保月缴

费基数调整为上限 17442 元，下限 3488.4
元。此外，多地明确提高大病保险保障水

平，其中，广西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低并统一

至广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50%，政策

范围内报销比例由 50%提高至 60%，吉林

省将自8月1日起，全面取消村卫生室普通

门诊统筹起付标准，让更多参保患者及时

享受到普通门诊统筹和“两病”门诊用药医

保报销政策。

“今年以来，我国企业社保减费力度规

模空前，但民生保障支出只增不减。不少

地方综合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提高

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退休人员养老金和

城乡居民养老金稳步上调。”中国社科院世

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房连泉表示，居民

社保待遇增长幅度并未因疫情影响而削

减，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助于保障居民稳定

增收。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执行研

究员张盈华表示，今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

位退休人员养老金上调幅度总体高于物价

指数，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也保证了基础养老金实际购买力的稳定。

为应对疫情对就业的影响，各地还有针对

性地放松失业保险待遇领取资格、提高失

业保险金待遇、增加失业补助金。“在增加

社保支出同时注重提高转移支付的精准

度，进一步织密社保网和兜住民生底线。”

张盈华说。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上

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666元，

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2.4%；全国居民人均

工资性收入 9010元，增长 2.5%；全国居民

人均转移净收入2938元，增长8.2%。转移

净收入中，人均养老金和离退休金增长

9.3%，人均社会救济和补助增长 13.2%，人

均政策性生活补贴增长13.1%。

有关专家对我国居民持续增收前景普

遍看好。“鉴于下半年宏观经济形势有望持

续回暖，就业形势总体稳定，这将带动居民

工资收入增速保持回升态势。此外，随着

减税降费、普惠性金融等政策红利释放，个

体经营户和小微企业经营性收入有望进一

步好转。未来基金运营和盈利能力的提升

也将在缓解基金支出压力的同时，助力提

升居民社保待遇。”房连泉说。

“稳步提高社保待遇要保障基金结余

的充足。”在张盈华看来，未来一方面要通

过“积极参保，多缴多得”来提高待遇保障

度；另一方面通过“拉低、限高、精准”以提

高基金使用效率，例如加快推进基本养老

保险全国统筹，支持鼓励城乡居民提高缴

费档次，此外，将失业补助金制度化并按照

国际惯例将失业保险金提高至最低工资水

平之上等。

从人社部等相关部门近期部署来看，

构建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保体系仍是稳步提

高社保待遇水平重要发力点，今年年底之

前所有省份将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收

统支。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养老保险全

国统筹，全面推开中央和地方划转部分国

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大力发展企业

年金、职业年金、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

业养老保险仍将提速扩围。

事实上，以养老保险为例，无论是养老

保险统筹还是基金投资运营都在加快推

进。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已有26
个省份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

22个省份签署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

资合同，累计到账资金9482亿元。今年基

金中央调剂的比例提高到4%，调剂金规模

达7400亿元，跨省调剂1700多亿元。

（据7月28日《经济参考报》）

多地调整公积金缴存基数 养老金等社保上调方案加紧实施

新一轮居民增收举措密集落地

近期，全国有近30个省份发布了养老金调整方案。截至目前，全国已有上海、天津、广东、安徽等近30个省份在官网发布具体调整

方案。 □新华社 发 商海春 作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周楠 水金辰

近一段时间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持

续强降雨过程，使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

灾害。“米袋子”“菜篮子”产品生产受到什

么影响？相关部门采取哪些措施保障供

给？记者近日就此进行了采访。

“米袋子”“菜篮子”怎么样

刚过大暑，洞庭湖平原上，高洪压境，

烈日炙烤。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柳林洲

街道黄泥套村党支部书记晏美军家的稻

田，稻浪随风摇荡，他的妻子正在田里指

挥收割机抢收早稻。

“收完早稻，田里灌满水，放 3天，就

要赶紧种晚稻，最迟要在 7月底完成。”晏

美军说，半个月前洪水导致村里用工紧

张，通过错峰使用劳动力，大家互帮互助

尽快把抢收抢种搞完。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入汛以来

长江中下游持续的强降雨，使湖南、湖北、

江西、安徽、江苏等省份一些地方农业灾

情比较重。

据农业农村部工作组实地调研和专

家分析，洪涝使一些地方水稻生产受到影

响。部分地区早稻灌浆不足、收获受阻，

持续阴雨寡照造成中稻生育进程偏慢，强

降雨也影响双季晚稻适期栽插。

蔬菜和果树种植受到不利影响。一

些地方桃子、葡萄等果园受淹，果实裂果

甚至落果，短期供应量减少。持续强降雨

还造成局部蔬菜大棚损毁，农田被冲毁。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数据显

示，受南方暴雨、北方夏菜主产区强对流

天气影响，菜价连跌3个月后出现上涨。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

博表示，尽管局部洪涝灾情较重，但当前

种植业总体平稳。夏粮丰收到手，早稻由

于面积增加较多、总产仍有望丰收，秋粮

作物长势好于去年；大中城市郊区蔬菜处

于夏秋生产旺季尾期，高山高原高纬度地

区夏秋蔬菜逐步进入采收旺季，供应有保

障。

碗里的肉影响大吗

前段时间在安徽全椒县武岗镇，滁河

水位不断上涨，圩区内承包了近百亩鱼塘

的朱金斌，接到了紧急转移通知。在临时

安置点待不住，晚饭功夫他又摸黑“溜”了

回去，想看看鸭棚里有没有遗漏的鸭，鱼

塘里有没有漏网的鱼。没想到前脚刚回，

村干部就跟上门，一边帮着查看，一边劝

他赶紧离开。

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淡水养殖主

产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7月 20日，江

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重庆 7
省市渔业受灾面积为 767.5万亩，水产品

直接因灾损失71.3万吨。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副局长

江开勇表示，目前水产品直接因灾损失产

量占全年水产品总产量的1.1%，短期内对

市场供应不会造成严重影响。相关地区

正指导养殖户加快水产养殖设施设备修

缮，及时补放水产苗种，开展养殖水体消

毒，加快生产恢复。

猪肉是餐桌上的重要品种。6月份以

来，随着餐饮业恢复经营，工厂复工，学校

复课，猪肉消费明显增加。2020年第 28
周（7月 6日至 12日），猪肉批发市场均价

每公斤 47.73元，继春节以来连续下跌 15
周之后，环比连续6周上涨。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二级巡视员

辛国昌表示，价格上涨主要是消费拉动，

南方强降雨也一定程度影响了生猪及猪

肉调运，推升了部分地区活猪价格。地

方政府正积极采取保供措施，农业农村

部也将协助产品调度，确保灾区供给不

断档。

肉价是否继续涨？农业农村部畜牧

兽医局局长杨振海说，目前生猪存栏和

仔猪供给量连续 5个月恢复性增长，预示

7月份后可出栏的商品肥猪将逐步增加，

猪肉市场供应改善，下半年猪肉价格没

有持续大涨的基础。同时，预计今年猪

肉进口比去年增加 100万吨以上，禽肉产

量增加 120万吨以上。百姓碗里的肉有

保障。

哪些举措保障供给

农业农村部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各级

农业农村部门把防汛抗灾救灾减灾作为

当前农业生产的首要任务，全力夺取小康

之年粮食和农业丰收。

各地坚持防灾救灾和田间管理两手

抓。洪涝灾区及时排除农田积水，加强肥

水调控，促进受灾作物正常生长发育；加

强机具调度，加快早稻收获、烘干，抢插晚

稻，扩大机插面积；适时改种补种，加强水

毁设施和农田修复；及时搞好畜禽补栏和

鱼塘补苗，做好疫病防控。

日前，国家已下达农业生产救灾资金

3.3亿元，支持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

南、广西和四川7省区灾后恢复生产。

为解决种植业生产恢复中的实际困

难，农业农村部门突出做好救灾种子调剂

调运。目前已落实 2020年国家救灾备荒

储备种子5000万公斤，已动用700多万公

斤，保障了480万亩大田用种。

近日，农业农村部再派 8个工作组赴

安徽、江苏等 8省市开展救灾指导，并制

定印发长江中下游种植业灾后恢复生产

技术意见，发布洪涝灾害动物疫病防控技

术指南，指导农民落实生产恢复各项措

施。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新华社记者 商意盈 李平

上个月，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搬入了占地5万平方米的新大楼，这家主

要从事红外检测设备研发生产的企业今

年以来业绩不断飘红。“发生疫情以后，我

们的全自动红外体温筛选设备供不应求，

以前一年只能卖出200台，今年上半年已

经卖了两万多台。上半年我们净利润超

3亿元，同比增长约400%。”公司董事长庞

惠民说。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杭州

市滨江区企业蓬勃发展的缩影。统计数

据显示，滨江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在一季度

由负转正且同比增长1.2%的基础上，4月

单月同比上涨 56%，拉动经济指标“V型”

反弹。滨江区委书记王敏说，在疫情期

间，滨江区的高质量发展充分体现了高新

技术的“硬核”力量，体现了在优质创新生

态的基础上，构建更有韧性的产业体系，

完善更有活力企业生态系统的重要意义。

杭州滨江区由 1990年设立的杭州高

新区与1996年批复的滨江区合二为一而

来，这片仅有7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聚

了大量数字经济领域的高新技术产业，其

中包括阿里巴巴、海康威视、大华等一大

批行业领军企业，形成了数字安防、网络

通信等完整产业链。

如在物联网领域，形成了从上游关键

控制芯片设计、研发，到中游传感器和终

端设备制造，以及下游物联网系统集成运

维服务的完整业务体系。2019年，滨江

区数字安防产业营业收入 1692亿元，集

群企业总数579家、上市挂牌企业40家。

抗击疫情不利影响并在全球竞争中

脱颖而出，核心武器是技术和创新。2019
年，滨江区全社会研发投入 166亿元，占

GDP 比例多年来保持在 10%以上。同

时，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357.57件，位居

浙江省第一，其中九成以上来自企业。

杭州矽力杰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主

要从事模拟芯片研发，拥有专利数逾

1000 项，今年上半年销售额超十亿元，

同比增长 40%。“我们最核心的竞争力

就是研发能力。”公司 CEO 游步东说，

半导体商用领域竞争完全是全球化的，

要占领市场，技术标准得比欧美公司更

高，目前矽力杰模拟芯片同功率密度的

封装大小已经可以做到美国同类企业的

四分之一。

杭州市滨江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

长姜黎说，滨江区得以从疫情冲击中迅速

恢复正常生产，与滨江本身的产业优势和

结构特点密切相关，主要得益于完整产业

链、活跃创新链、稳固金融链的深度有效

协同。

在滨江区，目前围绕数字经济产业

链，形成了从种子轮、天使轮、ABC轮到

上市的科技金融链，为科创型企业迈向资

本市场提供了便捷有效的融资途径。

发展动力强、抗压性好的企业生态与

良好的营商环境密不可分。多年来，滨江

区始终坚持“主动报到、服务周到、说到做

到”的政府服务理念。疫情期间，更是快

速出台政策、兑现资金 18.7亿元，快速协

调解决企业物流、人流、商流、资金流、信

息流等现实问题5538个。

杭州博联科技CEO刘宗孺从澳大利

亚到滨江区创业，从事智能家居研发，目

前公司销售额已超 4亿元。“刚开始政府

部门就资助了500万元启动资金，后来又

给予各项政策优惠，还常常上门为我们解

决难题，对于创业企业来说，政府就是最

美丽的天使。”（新华社杭州7月28日电）

高新技术展现“硬核”力量
——杭州滨江区工业经济两位数增长的奥秘

“米袋子”“菜篮子”影响如何
——洪涝下的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