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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和人民群众的日

常生活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建设强大国内

市场的重要领域。2 月 24 日，国新办举行

新闻发布会，介绍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高

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

今年力争建设筹集保障
性租赁住房 240 万套（间），
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40 个重点城市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

94.2 万套、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和抗

震改造开工 49.2 万户、排查整治城乡建设

领域安全生产隐患 77 万个……发布会上，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部 长 王 蒙 徽 列 出 了

2021 年住建领域的发展“成绩单”。

“我国仍然处于城市快速发展的阶段，

城镇人口规模、家庭数量仍在持续增加，住

房的刚性需求比较旺盛。同时，2000年以前

建成的大量老旧小区，住房面积小、配套差，

群众改善居住环境的要求也比较迫切。”王

蒙徽介绍，我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了城市

更新的重要时期，由大规模增量建设转为

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并重，内需

潜力巨大。

王蒙徽说，今年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将

着力在“增信心、防风险、稳增长、促改革、强

队伍”上下功夫，重点抓好加强房地产市场

调控、推进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城

市更新行动、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落实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任务、推动建筑业转型升级

等工作，推动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

发展。例如，力争全年建设筹集保障性租

赁住房 240 万套（间）；新筹集公租房 10 万

套，棚户区改造 120 万套；力争开工改造存

在安全隐患的燃气管道约 2万公里。

保障性租赁住房坚持小户型、低租金，

有利于促进解决新市民、青年人住房困难。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重点城市，都提高

了新增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占比，普遍占新

增住房供应量的 40%至 45%以上。”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倪虹介绍，今年将大力

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抓好落实土地支持

政策、落实审批流程再造和简化、落实中央

补助、落实税费优惠政策、落实水电气价格

政策、落实金融政策支持等方面工作。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既是实实在在的民

生工程，又是潜力巨大的发展工程。2019 年至 2021 年，全国累计开工改

造了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惠及居民超过 2000 万户。在各地改造过程

中，共提升和规整水电气热信等各类管线 15 万公里，加装电梯 5.1 万部，

增设养老等各类社区服务设施 3 万多个。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张小宏介绍，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强

化协调配合，压实地方主体责任，继续深入扎实有序地推进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工作。一是有序实施改造计划。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统筹抓好

新开工项目和往年开工的续建项目建设，切实抓好工程质量；二是探索

可持续推进模式。支持各地继续在吸引市场力量参与、多渠道筹措改

造资金、完善配套政策制度等方面加快探索；三是加强督促指导。进一

步完善巡回调研和帮扶指导机制，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好经验、好做法和

可复制的政策机制。

继续稳妥实施房地产长效机制，促进建筑
业转型升级

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和运行是社会普遍关心的话题。“2021 年围绕

着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稳妥实施了房地产长效机制，市场情况总体是

平稳的。”倪虹介绍，一是住房成交量保持正增长。去年全年商品住宅销

售面积达到 15.65 亿平方米，为近几年来的新高，同比增长 1.1%；二是房

价涨幅有所回落。去年 70 个大中城市，一手房和二手房销售价格分别上

涨 2%和 1%，涨幅比 2020 年回落 1.7 和 1.1 个百分点；三是房地产开发投资

保持了正增长；四是去化周期仍处在合理区间。

“今年将毫不动摇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不把房

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工具和手段，保持调控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增强

调控政策协调性精准性，继续稳妥实施房地产长效机制，坚决有力处置个

别头部房地产企业房地产项目逾期交付风险，持续整治规范房地产市场

秩序。”倪虹说。

去年，我国建筑业总产值 29.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为社会提供了超

过 5000 万个就业岗位。《“十四五”建筑业发展规划》提到，加快智能建造与

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建筑业从追求高速增长转向追求高质量发展。

张小宏介绍，接下来将重点从实施智能建造试点示范创建行动、加快

推广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打造建筑产业互联网平

台、推进建筑机器人典型应用等方面入手，进一步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

力争到 2025 年，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截至去年底，全国 411个城市实施 2.3万个
城市更新项目，总投资达 5.3万亿元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截至去年底，全国历

史文化街区总量达到 1200 余片，与 2016 年底相比数量翻番；历史建筑总

量达到 5.75 万处，增长近 5 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主任李晓龙介绍，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

文化保护传承，要做到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既要保护单体建筑，也要

保护街巷街区、城镇格局，还要保护好历史地段、自然景观、人文环境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要保护好古代遗产，还要保护好近现代和当代重要建

设成果，立体生动地讲好中国故事。

下一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按照全覆盖的要求，组织开展专项评

估，对各名城保护传承的工作情况、保护对象的保护状况进行评估，及时

发现和解决历史文化遗产屡遭破坏、拆除等突出问题，推动问责问效、问

题整改。

“城市更新”是近年来各地规划发展的高频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1 年底，全国 411 个城市共实施 2.3 万个城市更新项目，总投资达 5.3 万

亿元。城市更新不仅解决了城市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短板，提升了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城市是一个有机体，城市更新行动是个系统工程。接下来，将从健

全体系、优化布局、完善功能、管控底线、提升品质等方面推动城市更新。

加强城乡历史文化保护和城市风貌管理，加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完整

居住社区建设，推进城市适老化建设改造和既有建筑改造，满足人民高品

质生活需要。”李晓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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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基金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

关。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

保人数达 10.3 亿人，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人数为 4.2 亿人。

2 月 22 日，人社部对外宣布，1 月起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启动全国统筹。为

什么要实施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实

施后，对退休人员养老金有何影响？

实施全国统筹有利于
解决基金结构性矛盾

据介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

金收入由单位和职工个人缴纳的基本养

老保险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利息收入、

委托投资收益、财政补贴和其他收入等构

成。2021 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收 入 约 4.4 万 亿 元 ，基 金 支 出 约 4.1 万 亿

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初步统计显示，目前企业职工养老

保险基金滚存结余 4.8 万亿元，可支付月

数在 14 个月以上，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有

保障。”财政部副部长余蔚平说。

那么，为什么还要实施企业职工养老

保险全国统筹？

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各省份都实现

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收

统支，解决了省内地区间基金负担不均

衡的问题。但是，由于我国区域之间发

展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年龄结构

等存在差异，各省之间养老保险基金结

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一些省份基金结余

比较多，但是一些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

重的省份，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压力比

较大。

“在此背景下，需要尽快实现全国统

筹，在全国范围内调剂使用基金。”人社部

养老保险司副司长亓涛说，全国统筹制度

实施后，将在全国范围内对地区间养老保

险基金当期余缺进行调剂，从制度上解决

了基金的结构性矛盾问题，困难地区的养

老金发放更有保障。

与此同时，经过前期的工作努力，当前，

实施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已具备较好的基础。

——中央调剂制度已经建立。作为

实现全国统筹的第一步，我国于 2018 年

启动实施了基金中央调剂制度。2018 至

2021 年，中央调剂制度实 施 4 年 间 ，共 跨

省 调 剂 资 金 6000 多 亿 元 ，其 中 2021 年

跨省调剂的规模达到 2100 多亿元，有力

支 持 了 困 难 省 份 确 保 养 老 金 按 时 足 额

发放。

—— 各 省 养 老 保 险 政 策 已 逐 步 统

一。目前，除个别省份外，其他省份的养

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已统一为 16%，为实

施全国统筹奠定基础。

——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

平台已经建成。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

已于 2019 年正式上线，为参保人员提供社

保查询、参保登记、转移接续、申领失业金

等服务，办理社保业务更加方便快捷。

“目前，相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制定

配套文件，测算资金调拨规模，合理调剂

地区间基金余缺，加强对地方实施工作的

跟踪指导，及时调整完善政策举措，用心

用情把好事办好。”余蔚平说。

实施全国统筹后仍要
压实地方政府支出责任

全国统筹制度实施后，有人担心中央

财政对养老保险的补助力度将会减小；也

有人有疑问，地方政府是否不用再为养老

保险负责？

亓涛明确表示，全国统筹制度实施以

后，将建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分

担机制，中央财政对养老保险的补助力度

不会减小。

自 1998 年实行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

以来，中央财政持续加大对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力度，2021 年安排补

助资金超过 6000 亿元。“未来，中央财政对

养老保险的补助力度将保持稳定性和连

续性。”亓涛说。

同时，还将继续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

保基金，进一步做大做强战略储备基金。

截至目前，中央层面共划转 93 家中央企业

和中央金融机构国有资本总额 1.68 万亿

元充实社保基金。

“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

将更加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都将进一步

压实。”亓涛说。

不 仅 如 此 ，为 进 一 步 扩 大 养 老 保 险

基金“蓄水池”，基金投资运营和监管稳

步开展。

日前，人社部出台了《社会保险基金

行政监督办法》，将自 2022 年 3 月 18 日起

施行。《办法》为健全社保基金监督体系、

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欺诈骗保、套保或

挪用贪占各类社保基金违法行为提供了

法制遵循。同时，社保基金委托投资进展

顺利，截至 2021 年底，基金委托资金权益

达 1.46 万亿元。

实施全国统筹并不意味
着到手的养老金一样多

或许很多人会问，全国统筹是否意味

着大家的到手养老金一样多？

并非如此。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教授董克用介绍，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采

取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

基本养老金高低与缴费年限、缴费水平等

相关，遵循的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

原则，因此到手养老金是因人而异的。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发展

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未来，个人养老金来源将有 3 个渠道：

基本养老保险，也称为养老保险第一支柱；

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即养老保险第二支

柱；个人养老金，为养老保险第三支柱。

近年来，我国年金制度发展迅速，截

至 2021 年三季度末，全国参加企业（职业）

年金的人数为 7218 万人，积累基金 4.2 万

亿元。董克用介绍，2007 至 2019 年企业

年金基金平均年化收益率达 7.07%，养老

保险第二支柱的作用正在逐渐显现。

“接下来，我们将一方面大力发展企

业（职业）年金，鼓励引导具备条件的用人

单位建立企业年金，提高企业年金覆盖

率，并推动职业年金市场化投资运营平稳

规范。”人社部养老保险司相关负责人说。

针 对 个 人 养 老 金 制 度 ，人 社 部 新 闻

发言人卢爱红介绍，目前，《关于推动个

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已经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人社部正会同

相关部门制定配套政策，推动个人养老

金制度落地实施。据介绍，个人养老金

制度将以账户制为基础，个人可自愿参

加，国家财政将从税收上给予支持，资金

将进行市场化投资运营。“银行理财、储

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都可

以是个人养老金的投资范围，以满足人

民群众多样化投资需求。”人社部养老保

险司相关负责人说。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1月起启动实施

养老金及时足额发放有保障
本报记者 李心萍

（上接第四版）

甘肃省

甘肃省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

甘肃省耕地质量建设保护总站

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民

族歌舞团红色文艺轻骑兵志愿服务队

青海省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百姓

宣讲大篷车”

青海省书法家协会“送万福进万家”

志愿服务活动团队

青海民族大学生物物种多样性及生

态修复调研实践团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歌舞团（有限

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普工作队

宁夏医科大学“石榴籽”卫生健康实

践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疏勒县

文工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阿瓦

提县刀郎农民画专业合作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中心医院

医疗巡回义诊团队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二十九团

党史宣讲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农科所粮

油科技特派员团队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医院医疗

志愿者服务队

2021年全国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服
务标兵名单

（共 102 个）

北京市

哈亦琦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风筝制作技艺（北京风筝哈制作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

刘 宇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保

护研究所研究员

屈晓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

纪坛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天津市

高 峰 天津市北辰区图书馆宣传

辅导部主任

兰 璞 天津市农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卢成志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心血

管内科主任

河北省

贾玉娥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文

化教研处处长

谢小凤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三下乡”项目负责人

武彦荣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

物研究所瓜类室主任

山西省

任永红 山西省文明办一处一级主

任科员

武文广 山西省广播电视局科技处

二级调研员

李艳芳 山西省司法厅普法与依法

治理处一级主任科员

内蒙古自治区

于 良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科教

处三级调研员

庞 潇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

厅办公室干部

包呼格吉乐图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

业技术推广中心畜牧业技术处副处长

孟都巴雅尔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

市科学技术协会动物远程诊疗特聘专家

辽宁省

张大利 辽宁省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蜜蜂产业首席专家

孙玉林 辽宁省铁岭市红十字会职工

森巴提·叶冉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

社会科学学部学生

吉林省

王瀚铎 吉林外国语大学青年志愿

者联合会主席

李 壮 吉林省曲艺团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党支部书记

王永生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教师

赵继福 吉林省长春市中医院主任医师

黑龙江省

徐昕昊 黑龙江省歌舞剧院有限公

司副经理

李 雪 哈尔滨商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潘 娟 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农

业农村局干部

赵文义 黑龙江省绥化市第一医院

全科医学科主任

上海市

孟 政 上海市委宣传部印刷发行

处二级调研员

季洪益 上海市崇明区文化馆馆长

邢晓瑛 上海市闵行区科学技术协

会科技馆馆长

江苏省

王冬悦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辅导员

吴士俊 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农业

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

刘 乐 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一人民

医院团委副书记

浙江省

余勇平 浙江省杭州市科学技术协

会科普部部长

沈乃峰 浙江省湖州市农业科技发

展中心高级工程师

胡旻雷 浙江省嘉兴市第一医院副

主任医师

安徽省

申金成 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委讲

师组组长

武姗姗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司法

局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杨良金 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高效

农业研究会会长

福建省

陈奋武 福建省文联顾问、省书法家

协会主席

廖 红 福建农林大学教授

吴寿华 福建省宁德市扶贫开发服

务中心主任、高级农艺师

江西省

倪爱斌 江西省鹰潭市司法局普法

与依法治理科科长

刘方义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

黄寅生 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老科

学技术工作者协会会长

雷小文 江西省赣州市畜牧水产研

究所动物营养研究室主任

山东省

王依萍 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科普

部三级主任科员

贾光辉 青岛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合

作社学院）团委书记

申 燕 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文化

馆馆员

河南省

王 辉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战略规

划与政策法规处副处长

赵圣先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宣传处

二级调研员

郎少磊 河南省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健康管理中心主任

湖北省

佘亚凤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九歌

演艺传媒有限公司演员

王记安 湖北省孝感市农业科学院

高级农艺师

彭宣国 湖北省潜江市老新镇水产

技术服务中心主任

湖南省

阮 梅 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青苹

果心理关怀辅导中心主任

谭春兰 湖南省衡阳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市文明办主任

秦廷发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茶叶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广东省

吴非凡 广东省广州市粤剧院有限

公司演员

赵红霞 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副所长

江岱辉 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区青少

年宫“三下乡”志愿服务活动队队长

周捷信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广西壮族自治区

陶 灿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万

秀区文化馆馆长

蒋士宋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全

州县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所长

陆弟敏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

东县芒果试验站站长

海南省

鱼 欢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

饮料研究所研究员

林川媚 海南省琼剧院演员

李照燕 海南省农业科技 110 翰林畜

牧服务站站长

重庆市

高 雪 重庆市大渡口区山城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主任

刘先平 重庆市江津区防震减灾中

心主任、工程师

方 园 重庆市奉节县中医院内一

科主任

四川省

余江洪 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藤椒

协会高级农技师

何明杰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副主任医师

余 洪 攀钢集团总医院健康服务

部部长

刘复东 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鄢家

镇星光村村民

贵州省

袁 萍 贵州省司法厅普法与依法

治理处处长

吴德恩 贵州省法学会会员部干部

吴胜利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台江县文化馆馆长

徐代刚 贵州省铜仁市现代农业产

业发展招商服务中心茶产业发展科科长

云南省

罗 勇 云南省农村科技服务中心

副研究员

包 海 云南省少数民族科普工作

队科普部部长

石永伦 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高

级农艺师

西藏自治区

曾治友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达孜区

司法局干部

隆宇晖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科学技

术局干部

多吉次仁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藏

医院医生

陕西省

刘公信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

大王街道电影站退休职工

刘晓慧 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图书

馆馆长

肖 倩 陕西永红猕猴桃专业合作

社总经理

甘肃省

程小宁 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副主任

姚晓东 甘肃省科学技术协会少数

民族科普工作队工作人员

王志妍 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人民

医院护理部、护理质量控制中心主任

青海省

陈来银 青海省西宁市科学技术协

会科普中心干部

冶小龙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

源回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防火参谋

宁夏回族自治区

王小兵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

州区文化馆副馆长

樊海军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农

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农业园区管委会主任

李 明 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治

理研究所中药材研究室主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李昱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

地区阿勒泰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

局干部

阿提坎·西尔艾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农广校农业

推广研究员

李莲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

族自治州呼图壁县大丰镇红柳塘村村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徐作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

伊犁职业技术学校原党委书记

木巴热克·木合麦提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十二师三坪农场文体广电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

陈贵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农

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副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