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6月5日 星期三责编 刘学勤 美编童胤文 校对陶泓时事·焦点16

汉口金桥大道 113 号

重复参保：如何领取养老金？

【百姓反映】河南西平县谭店乡的村民
姬先生，一直在老家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到上海务工后又由企业为其缴纳了职工
养老保险。

2023年1月，即将到达60岁退休年龄的
姬先生，接到村委会统一办理养老金申领的
通知，就找亲戚代办了手续。考虑到自己在
上海也缴了10年职工养老保险，上海的养老
金更高，姬先生就想继续在上海缴费，累计
满15年后，再在上海申领养老金。

本来，像姬先生这样超过退休年龄的外
来务工人员很难在上海单位继续缴费。
2023年5月，上海施行了新政策，放宽了灵活
就业人员缴费的户籍限制，所以他认为可以
通过灵活就业继续在上海缴费。

今年2月，姬先生向上海社保经办机构
申请延长缴费，却被告知得退掉河南的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后，才能继续缴纳上海的职工
养老保险。河南社保经办机构又说退保没
有法律依据，不能办。

“两边都在讲各自的理。我不想白缴10
年职工养老保险，能重新选择在上海退休
吗？”姬先生说。

【记者调查】上海人社部门告诉记者，姬
先生已经在河南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待遇。已领取养老金的人员，无法在另一
地继续缴纳社保。

据记者了解，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
亿人。近两年来，各地相继放开了灵活就业
人员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使得像姬先
生这样的务工人员，能有机会在大城市领到
退休金。但如何操作、能否实现，成为当前
部分务工人员面临的养老金办理新问题。

【政府回应】河南省人社厅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处二级调研员马强介绍，作为人口大
省，河南省有3000多万人在外务工。根据
《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重复参
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员，
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可以申请办理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衔接手续。不符合按月享受
职工养老保险待遇条件，又不愿申请办理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手续的，也可以按
照职工养老保险规定，延长缴费后，再申请
办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手续。

但像姬先生这样已经领取养老金的超
龄人员，是否可以在务工城市延缴职工养老
保险？记者了解到，国家暂无明文规定，各
地做法也尺度不一。而随着记者采访深入，
事情也发生了新变化。

因没有按时进行资格认证，今年5月，姬
先生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被停发。11
日，姬先生向上海社保经办机构再次提交申
请。上海人社部门表示，只要姬先生在河南
不再领取养老金，核实后，将为其办理延长
缴费手续。

社保卡：异地换卡难咋解决？

【百姓反映】74岁的吉林退休人员于先
生随子女长期在北京居住。2023年11月，于

先生收到吉林省松原市人社局发来的短信，
通知其社保卡将于2024年1月到期，必须更
换为第三代社保卡，否则将影响使用。经咨
询，松原市人社部门告知于先生可以网上异
地办理。但老人在登录相关平台办理时，被
要求先去线下银行办理挂失。

于先生问，换卡能不能再简单些，真正
实现“一次办”“一网办”？

【记者调查】吉林省人社厅信息中心副
主任易萍介绍，对即将到期社保卡会提前发
短信通知。吉林的社保卡发卡行如果是工
行、建行、邮储银行，可以跨省在国家政务服
务平台、电子社保卡APP和小程序等多个渠
道进行网上申请补换，人社部门将把新卡寄
递给用户。如果发卡行是其他银行，目前暂
不支持网上申办。

“鉴于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省外居住或
工作，人社部门会同银行调整了政策，保障社
保卡到期后一段时间内仍可正常使用。”易萍
补充说，对长期异地居住、无法网上或者回参
保地办理的特殊群体，可拨打吉林省12333
服务电话，由人社部门进行线下手工办理。

【政府回应】人社部信息中心相关负责
人解释，社保卡是办事凭证，同时加载了金
融功能。出于安全性考虑，在线上申请补换
前，持卡人需要先到银行线下网点柜台进行
挂失，再申请补换，目前暂时还无法完全线
上办理。

于先生的期待正是人社部门未来努力
的方向。去年以来，为了让群众真正实现更
换社保卡“掌上办”“一次办”，部分省份进行
了有益探索，但能否据此复制推广到全国，
相关部门正在加紧研究。除持续加强政策
宣传和经办服务外，下一步，人社部门将积
极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最大程度优化业务
流程、方便群众换卡。

城乡居保：转缴灵活就业人
员养老保险划算吗？

【百姓反映】今年50岁的焦先生是河北
省石家庄市行唐县的一名货车司机，每月收
入七八千元。他过去每年缴纳几百元的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

自2022年起，为“退休”考虑，他开始按
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最高档——每年
8000元进行缴费，但又担心不如缴纳灵活就
业人员养老保险未来拿到的养老金多。可
以转缴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吗？这两种
保险咋转接？

【记者调查】随着城乡人口流动和百姓
生活水平提高，像焦先生一样，申请由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转为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
的诉求日益增多。据河北省人社厅统计，
2023年该省办理这一业务的达4.6万人。

具体如何操作？行唐县社保中心业务
受理股股长周泽表示，参保人先办理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封存业务，然后凭身份证或社保
卡办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满足领取灵活
就业人员退休待遇时，参保人此前缴纳的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余额，可以申请转
到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

【政府回应】行唐县人社局局长王占勇
提示，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允许一次性补缴
不同，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不能补缴，如
到退休年龄累计缴费不满15年，需向后延续
缴费满15年后才可办理待遇领取。

以焦先生为例，假如他今年开始改为灵
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那么最快也要到65岁
才能领取养老金。所以，参保人如果想从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转缴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
险，最好在45岁前办理，这样到退休年龄就
能按时拿到养老金。

重复缴费：多缴的钱怎么退？

【百姓反映】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市民张
女士反映，她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养老
保险与入职单位缴纳养老保险并行数月，想
知道重复缴纳的金额能否退？

【记者调查】据记者了解，张女士此前按
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在七台河市参加了职工
养老保险，并通过银行按月扣缴。2021年8
月，张女士在七台河市勃利县入职新单位，
但忘了及时到银行取消自动扣费。社保经
办部门在为其办理新单位的参保时，也没发
现张女士原有缴费情况，最终导致张女士8
月至12月重复扣款。

黑龙江省社保中心养老保险待遇一处
处长马振良介绍，由于当时七台河市的信息
系统建设不完善，各类养老保险数据尚未打
通，因此社保经办部门难以发现参保人已有
缴费情况，又为她建立了一个新的养老保险
账户。

“经过这几年大力推进信息系统建设，
目前全省社保数据已实现联网，各险种信息
都能实时调取，将大大避免重复参保的发
生。”马振良介绍。

那么，对于已经发生的重复缴费，到底
怎么解决？

【政府回应】马振良表示，像张女士这样
的情况，可以视为“错收”“误收”。

根据2021年黑龙江省人社厅《关于退还
企业在职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多缴纳养老
保险费有关问题的答复意见》，对经认定的
重复缴纳的养老保险，可以进行全额退费。

记者发稿时最新获悉，七台河市将为张
女士办理全额退款。同时，黑龙江省准备开
展全省养老保险重复缴费的清退工作，通过
加强对各地市的业务指导，将参保人员因未
及时取消银行自动扣费协议产生的重复缴
费，全额退还参保人员。 据新华社电

覆盖10.7亿人！我国建成世界最大养老保险体系

养老金“互联互通”之桥如何更好搭建

打通推进养老金
全国统筹“堵点”

中国有2亿多老年人，养老
金就是他们的养老钱。为适应
城乡加快融合的新形势，相关部
门和地方正积极作为，努力打通
养老金跨区域、跨类别、跨城乡
互通互联的“堵点”，服务高质量
发展的要求，给“我们老了怎么
办”一个暖心答案。

新华社记者调研发现，随着
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加速推进，不
同类别养老保险间的转移接续、
重复参保如何退保、社保卡到期
能否异地更换等成为百姓关切
的新问题。相关部门需要拿出
更加有效的举措，解决好百姓急
难愁盼问题。这是“高效办成一
件事”的应有之义。

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人口向
大城市群集中、城乡融合形成迁
徙式养老等社会趋势，使得养老
金跨区域、跨类别、跨城乡等问
题叠加在一起。加快推进养老
金全国统筹刻不容缓。

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面向城乡“候鸟”人群优先普及
线上办理业务，通过手机 APP、
网上服务平台等，跨越不同区
域、跨越不同政策，降低老年人
时间和精力成本，提升整体服务
体验。

要聚焦老年人日常生活，想
办法以养老金转移衔接、领取等
为突破口，让老年人有更多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路难行，行则必至；事难做，
做则必成。

期待养老金这张互联互通
的网越织越密，期待有关部门的
举措更高效暖心，让群众安心养
老，一起呵护“夕阳红”。

据新华社电

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3月末，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人数为10.7亿人，同比增加1434万人。经过多年稳定发展，中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养
老保险体系。

为保障人民群众“老有所养”，我国已建立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两大制
度平台，目前实现了对法定人群的制度全覆盖。截至3月末，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8
亿人，覆盖98%的人口。

养老金是百姓的养老钱，关系10.7亿参保人的根本利益。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
求，相关部门正在持续推进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大力推动“跨省通办”“一网通办”。

重复参保能否退？社保卡过期如何办？跨类别转缴划算吗？根据国家政务服务平台
投诉建议栏目等渠道的百姓反映，新华社“民生直通车”栏目记者近日分赴河南、黑龙江、
河北、吉林、上海等地深入采访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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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互通”。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