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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R

    让流动的劳动者
工 作 生 活 有 坚 实 保
障 ，让 人 才 流 动 的 渠
道更畅通

    1 月 7 日，国家发展改革

委印发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

设指引（试行）》正式公布，明

确提出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

保户籍限制，并要求各地区不

得在户籍、地域、身份等方面

设置影响人才流动的政策性

障碍。近年来，不少城市参保

户籍限制逐步放宽直至取消，

同时落户门槛也在降低。此

次政策发布旨在推进接续落

实，具有多重积极意义。

方便群众，帮助他们更好

地享受就业地公共服务。大

城市就业机会多、综合生活品

质高、文化氛围多元，吸引不

少人前往工作生活。取消参

保户籍限制可有效增强政策

可及性，特别是让灵活就业人

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

等群体能在务工地、常住地参

保，更方便、快捷地享受各类

社保政策和教育、医疗、养老

和住房等服务。

推动人才要素充分流动，

增强城市发展活力。将学历、年龄等

落户门槛降低，可以方便不同类别、不

同层次人才的跨区域转移，更好满足

一些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的需要。同

时，也有助于房地产市场止

跌回稳。当前，房地产市场

供求关系已经发生变化，放

宽放开落户限制，从需求侧

降低购房门槛，有利于盘活

本地消费市场，尤其是住房

市场。

让 政 策 更 好 落 地 并 落

细落实，还需加强配套服务

保障。一方面，参保户籍限

制逐步取消，人们的就业地

选 择 会 日 益 多 元 。 但 各 地

社 保 缴 费 基 数 和 社 保 待 遇

存在差异，给社保转移接续

带 来 困 难 。 建 议 建 立 全 国

社 保 转 移 一 站 式 数 字 化 平

台，参保人员可通过线上平

台异地办理转移接续手续，

减 少 跨 地 区 转 移 障 碍 。 另

一方面，灵活就业人员由于

工作特点，收入的稳定性和

连续性不高，可能出现社保

断 缴 问 题 。 可 以 设 计 适 合

这一人群的缴费制度，并允

许 他 们 在 一 定 时 期 内 补 缴

或续缴社保。

此外，城市还要进一步

优 化 公 共 服 务 。 发 展 新 兴

产业，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就

业机会，完善教育、医疗、住

房等保障政策，让人们真正

实 现 安 居 乐 业 。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政 策 逐 步 放 开 的 同

时，还应考虑区域的差异化

发展，避免人口向中心城区

聚集，增加城区负担。

逐步放宽落户条件，取消社保参

保限制，让流动的劳动者工作生活有

坚实保障，让人才流动的渠道更畅通。

让
流
动
的
劳
动
者
更
有
保
障

吕 

 莉

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不再受

户籍地限制、可在任何就业地直接参

加基本养老保险，许多网友关心：社

保参保地与户籍地不一致，应该在哪

退休领取养老金呢？对此，记者采访

了山东省济南市人社局社保中心权

益记录处处长林松。

问：如果参保人在不同省份工作

过，每次更换就业地都会缴纳养老保

险。那退休的时候，应该在哪里办理

退休手续？

林松：早在 2010 年，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就对全国养老保险关系转

移政策进行了统一，明确了职工跨省

流动转移养老保险关系及确定待遇

领取地的相关政策。

如果参保人的最后参保地和户籍

地不一致，应先确定其在最后参保地

首次参保时的年龄，如果参保人当时

的年龄满足条件（男年满 50周岁、女年

满 40周岁），那么退休地为上一个缴费

满 10 年的参保地。如果没有满 10 年

的参保地，那么退休地为户籍地。

举例来说，假如王女士是广东省

户籍，曾在山东省缴纳养老保险费 11
年。自 2010年 41岁开始，她在北京市

参保并缴费至其退休共计 14 年，那么

因为她首次在北京市参保已年满 40
岁，而上一个缴费满 10 年的参保地为

山东省，所以她的退休地为山东省。

如果参保人当时的年龄符合条

件（男未满 50 周岁，女未满 40 周岁），

那就需要再确定在最后参保地是否

缴费满 10 年。满 10 年，最后参保地

就是退休地；不满 10 年，退休地则为

上一个缴费满 10 年的参保地；没有

缴费满 10 年的参保地，退休地为户

籍所在地。

比 如 张 先 生 是 广 东 省 户 籍 ，自

49 岁开始，他在北京市参保并缴费

至其退休共计 11 年。因为他首次在

北京市参保未满 50 岁且养老保险费

已缴满 10 年，所以他的退休地为北

京市。李先生也是广东省户籍，他

25 岁至 48 岁在山东省参保并缴费共

计 23 年，49 岁开始在北京市参保缴

费，但中途出现断缴，至其达到 60 岁

退休年龄时在北京缴费不满 10 年，

则因他在北京市参保未满 10 年，而

在山东省缴费满 10 年，故而他的退

休地为山东省。刘先生亦是广东省

户籍，曾在湖北、山东、北京等地工作

过，但是社保都没有缴满 10 年，最后

就要回到户籍所在地广东省领取养

老金。

问：首次参保时间到底怎么算？

林松：是指参保人在某地首次参

保登记的时间。比如，刘先生 2012
年 1 月在济南市参保登记并开始缴

费 ，2013 年又补缴了 2011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 单 位 欠 缴 的 养 老 保 险

费。那么该职工在济南市的首次参

保时间为 2012 年 1 月，首次缴费年月

为 2011 年 1 月。

问：多地都缴过费，那之前的缴

费还算吗？

林松：养老保险缴费是累计计算

的，不会因为中断或是换地缴费而中

止，养老保险待遇计算遵循“长缴多

得，多缴多得”的原则。

参保地与户籍地不一致，养老金怎样领取
本报记者   李   蕊

■服务窗R

1 月 7 日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印 发 的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正式

公布。其中明确提出有关部门要健全统

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完善就业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全国就业公共服务

平台，健全全国统一的社保公共服务平

台，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完

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同时要求，

各地区不得在户籍、地域、身份等方面设

置影响人才流动的政策性障碍。

记者梳理发现，为促进人才资源合理

流动、有效配置，目前多个大中型城市已经

取消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参保户籍限制，

逐步放开放宽落户条件。

社保转移接续可在线办理

“现在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开网约

车，没有在天津落户。前几天听说可以

在 当 地 参 保 了 ，就 赶 紧 去 街 道 登 记 一

下。”来自河南的徐先生说，“回头就可以

在天津交社保，心里稳当多了。”

天津市社保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 年 来 新 就 业 形 态 劳 动 者 群 体 日 益 扩

大，年满 16 周岁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

龄、在天津市灵活就业的人员，均可办理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登记及

缴费业务，没有户籍限制。同时，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参加天津本市基本医保也不

受户籍限制，并享受与本市户籍参保人

员同等财政补助。

1月 7日，在四川成都一家宠物医院，市

民张莉一大早就赶到了办公室，开始新一天

的忙碌。“我从 2013年就来了成都，但户籍

还在重庆。”张莉话头一转，“我在成都参加

了社保，享受到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

早在前几年，成都市就打破户籍壁

垒，允许户籍在外地、符合条件的灵活就

业人员在成都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近

几年，成都在推进社保参保扩面方面持

续发力。成都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成都推进新开办、纳税未

参保“两类企业”，以及新就业形态就业

人员、建筑领域从业人员、被征地农民、

困难人员等“四类群体”精准扩面，参加

本地社保。

在杭州，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不受户

籍限制。户籍在贵州省的代媛便是如此。

去年，她来到杭州工作，目前就职于余杭

区一家公司，2024年 9月起在公司参保。

杭州市民沈晓澍户籍为甘肃省兰州

市，因工作规划，2024 年 12 月从当地某

单位离职，但是新单位的入职手续需要

一段时间才能完成，养老保险出现中断

风险。经咨询杭州市余杭区人力社保热

线得知，余杭区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

就业地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户

籍限制，只要在居住地办理完灵活就业

登记后，省外户籍也可以按灵活就业人

员完成养老保险的自主缴费。2024 年 12
月，沈晓澍顺利完成灵活就业人员参保

缴费。这个月新单位的入职手续也已经

完成，社保顺利完成接续。

在就业地参保的限制越来越少，社

保关系的转移接续也变得更方便。

在广东深圳工作几年，来到湖南长

沙工作，原先缴纳的社保怎么办，转移会

不会很麻烦？

2024 年 11 月，入职长沙一家科技公

司的谢女士原本还很忐忑。不久，公司

及时为之办理参保登记。2024 年 12 月 9
日，她通过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提交

申请——将深圳市南山区养老保险关系

转入长沙市本级。让她颇为惊喜的是，

不到 10 天，这笔转移业务办理完成，在手

机上就可以查到转入记录。

“办理跨省社保转移，足不出户就能

做到。”湖南湘江新区民政和社会保障局

工作人员唐千珺介绍，参保群众办理一

般性社保转移业务，现在可以直接在网

上 登 录 国 家 社 会 保 险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或

“掌上 12333”、支付宝 APP、智慧人社（公

众号、小程序、APP）进行线上操作。

在就业地缴纳社保，
享受多重公共服务

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并缴纳一定

年限，即可申请积分落户，并享受一系列

公共服务。

张莉就享受了不少实惠。“前两年，

凭借我在成都参加社保的有效证明，我

们一家在成都买了房子。”张莉说，有了

房子以后，孩子也实现就近上学。

不少刚毕业的外地户籍青年，在成

都 获 得 了 申 请 公 租 房 机 会 。 2024 年 5
月，成都市武侯区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

目——轨道城市·寓见双凤桥 1 店建成投

运。“我们项目投入不久就有 1000 多套房

租了出去。”公寓运营人员赵婷说，目前

租户中 30 岁以下的人群超过 80%，非成

都户籍人群超过 90%。租住人员只要在

本地缴纳社保，符合一定条件就能入住。

在合肥合法稳定就业，本市城镇职工

社会保险或住房公积金处于缴存状态，且

累计达 6个月（45周岁以下放宽至 3个月），

可将户口落在单位集体户或就业地的公共

集体户。在长三角区域缴纳城镇职工社会

保险或住房公积金时间累计计入。

在杭州缴纳社保，可以享受医疗保

障服务、在当地退休、获取买房和摇号资

格、子女上学等待遇。如持有杭州市居

住证并连续缴纳社保两年，可申请小客

车车牌摇号。新就业大学生持浙江省居

住证并缴纳社保 6 个月以上且满足申请

家庭财产要求等条件的，可申请公共租

赁住房。

降低落户门槛，买房、
租房即可申请落户

最近，江苏南京市民张女士来到南

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政务服务管理

大队窗口办理落户手续。

自 2023 年起，原籍江苏宿迁的张女

士一直在江北新区工作，目前在一家商

场担任管理职务。积分落户新政取消了

原来要求在南京市内缴纳不少于 12 个月

社保的限制条件，只要在当地“合法稳定

就业”即可申请积分落户。据了解，张女

士在南京市已缴纳社会保险 4 个月，符合

积分落户新政的申请条件。从审核材料

到完成受理，仅用了 5 分钟时间。

“我工作的地方在江北新区，也在这

里买了房子，各方面都很方便，落户后孩

子的上学问题也解决了。”张女士说，前

段时间她了解到积分落户新政，“按照先

前的户籍准入政策，我不符合申请条件。

新的积分落户政策一出，正好实现了我

落户南京的愿望，窗口办理既高效又周

到，真是太好了。”

近年来，不只是南京，不少城市都进

一步优化放宽积分落户政策，方便外地

就业人员落户。

何先生来自湖北浠水，来江苏苏州 3
年多，社保和居住证年限都不是很长。

2025 年新年伊始，何先生通过苏州市新

市民事务中心的微信公众号看到积分落

户 分 数 从 400 分 降 到 250 分 再 降 到 200
分，就迫不及待前来咨询，并在工作人员

的指导下顺利办理积分落户申请。

浙江杭州的落户政策也在放宽。目

前，当地落户政策主要包括积分落户、学历

落户、职称落户、技能落户、投靠落户和高层

次人才落户等多种形式。如最低拥有全日

制大专学历且与用人单位一年以上签订劳

动合同、在杭缴纳一个月社保即可落户。

安徽合肥的落户门槛也呈现逐步降

低的趋势，如缩短社保缴费时长、增加缴

纳住房公积金落户渠道等。明确灵活就

业劳动群体取得安徽省居住证满 2 年或

满 1 年并在长三角区域城市居住登记满

1 年的，即可在合肥市落户。

记者还注意到，多个城市发布政策，

买房、租房即可申请落户。

其中，南京明确提出“进一步放宽落

户条件，在本市拥有合法稳定住所且实

际居住的非南京户籍人员，可以直接办

理落户”。苏州、合肥、广东佛山等地推

行“买房即可申请落户”，并允许配偶、未

成年人子女等随迁。

湖 北 武 汉 进 一 步 优 化 购 房 落 户 手

续，因房屋尚未交付而无法直接办理落

户的外地购房者，可凭经备案的《商品房

买卖合同》及缴费凭证等申请提前办理

购房落户手续。

部分城市还将租房落户作为政策调

整的落点。佛山的落户新政中提到，在

当地就业满三年，租房可申请落户；《沈

阳市进一步促进外来人口落户若干政策

措施》明确租房即可落户，同时放宽投靠

落户范围至儿媳、女婿、兄弟姐妹、孙（外

孙）子女等近亲属。

（综合本报记者白光迪、罗阳奇、窦

皓、靳博、申智林、王永战及新华社报道）

在就业地可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

多城取消参保者户籍限制
本报记者

在辽宁省沈阳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

中心，市民张大爷仔细地从包里将归拢

好的身份证、《退休审批表》、《养老金计发

核定表》等厚厚一沓材料认真地摆在休

息区桌子上，准备再核查一次。“您好，请

问您办理什么业务？”沈阳医保导服人员

见张大爷在整理材料，马上上前询问。

“我办退休医保业务，你帮我看看

材料全不全？我好去窗口办。”张大爷

说。“现在沈阳医保办理退休业务不用

纸质材料，也不用去窗口，您在手机上

就能办理。”导服人员随即介绍。

张大爷听后一脸疑惑地拿出手机

递给导服人员。导服人员打开沈阳智

慧医保 APP，点击灵活就业，点击在职

转退休。不足一分钟，退休医保业务办

理完成。针对不方便使用智能手机的

老年人，还提供了线下窗口及自助端

“零要件”办理方式。在医保经办窗口，

每 日 排 号 从 六 七 百 个 缩 减 到 80—100
个，极大缩短了办事群众等候时间。以

往，沈阳市民在办理新生儿参保、医保

退休等高频事项时常因跨部门提交材

料多次、往返于政务部门，各领域数据

共享机制不健全、数字身份标准不统

一、数据使用权限不明确等问题，让事

务办理很是不便。

“给第一胎孩子办理新生儿医保的

时候，要提前准备孕检手册、家长身份

证、户口本、生育登记单等繁杂材料，还

得本人前往社区办理参保登记后才能

缴费，在医院、经办窗口、社区等来回折

腾了 3 天多。” 沈阳市民王女士说。如

今，王女士的第二个宝宝顺利出生，当

她再次给孩子办理参保的时候，只需在

手机上轻轻一点，足不出户，用了不到 3
分钟的时间，就快捷方便地为宝宝办理

了当年度及下一年度的参保事宜。

近年来，沈阳市打通数据壁垒、压

缩办事环节、畅通办理渠道，依托省、市

数据共享平台，实现跨 9 个部门 18 个接

口、376 项的数据共享、治理和应用，共

享数据达到 7310 万条，将事关“一老一

小”事项的办理，从原来跑多个窗口到

不见面办理、从在经办窗口排长队到即

时办理、从多个要件到“零要件”，把流

程繁琐、材料繁多的医保“操心事”，变

成“顺心事”。如今，“亮码就医、刷脸购

药、智能经办”已经成为沈阳市民的新

选择。沈阳市医疗保障局局长韩春丽

介绍，沈阳市医保 60% 的经办窗口转为

“自助+”一对一暖心服务模式，办事群

众平均等候时长由原来的 30 分钟下降

至 3 分钟。退休医保业务线上办理量

从 2022 年的 0 笔扩展到 2024 年占比达

93.39%，2024 年新生儿参保线上“零要

件”办理率为 99.98%。

此外，沈阳市多部门联合打造“15
分钟便民服务圈”，设置自助服务网点

2000 个，自助设备 2736 台，一台设备上

集成医保、社保、就业 3 个部门 80 余项

服务，实现医保、社保、就业服务的“一

码通办、刷脸即办、零要件办”。

辽宁沈阳推进一码通办、刷脸即办

将医保“操心事”变成“顺心事”
本报记者   刘洪超

近年来，湖南省道县把改善群众居住条件作为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大力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图为 1 月 6 日，道县一处保障性住房项目。 何红福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