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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母亲顽疾因“奚氏清法”帮大忙
十年后子女也来求医

刚刚过去的7月，多省份密集发布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
知。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亮出方
案。4月以来推出的缓缴养老保险费政策，是否会影响相关人员养老
金待遇？未来几年进入退休高峰期，如何保障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我们一家好几个静脉曲
张，我母亲烂腿很多年，幸亏‘奚
氏清法’帮了大忙，现在我腿肿、
痛得走不了路，就和姐姐一起来

了。”上周末，江阴的徐女士在3
个上海名医开的无锡易可中医
院“奚氏脉管中心”，和中心主任
朱成河这样说。

缓缴养老保险费政策,会影响相关人员吗？
基本养老金上调4％ 各地多措并举保障按时足额发放

未来几年，随着上世纪60年代
生育高峰出生人口陆续达到退休年
龄，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将有所增加。
部分年轻人对养老金上涨的可持续
性，以及未来自身养老保险待遇能否
保障有所担忧。

“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根据职
工平均工资增长、物价上涨情况，适
时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郑
功成说，我国已经建立实施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总的原
则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把提高保
障水平建立在经济和财力可持续增
长的基础上。

同时我国持续深化改革、优化制
度，确保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长期可持
续。

截至2021年末，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超4.8亿人，比上
年末增加2453万人。“我国正在推动
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允
许2亿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扩大覆盖面的空间较大。”
郑功成表示。

提高统筹层次也在加快推进。
2022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全国统筹正式实施。截至目
前，多数省份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全国统筹信息系统上线运行。

“资金在全国范围内互济余缺，
有利于发挥基金的规模效应，增强支
撑能力。这就在制度上解决了基金
的结构性矛盾问题，困难地区的养老
金发放更有保障，推动养老金制度更
可持续。”亓涛说。

作为对基本养老保险补充的个
人养老金制度也于今年4月推出。
人社部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配套
政策，确定个人养老金制度试行城
市。

“养老保险基金是老百姓托付给
国家管理的‘养命钱’。我们将多措
并举，管好用好养老保险基金、让亿
万老人老有所养。”亓涛说。

（据新华社）

为助企纾困稳就业、保民生，今
年我国对5个特困行业企业、17个其
他行业的困难企业以及受疫情影响
严重地区的困难中小微企业，实行阶
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对以个人
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
个体工商户和各类灵活就业人员，
2022年缴纳费款有困难的，实行可
自愿暂缓至2023年底前缴费政策。

阶段性缓缴社保费政策减少了
养老保险基金当期收入，是否会影响
2022年上调养老金政策的落地？

“缓缴社保费政策是经过认真细
致测算的，基金可以承受，能够确保
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人社部养老
保险司副司长亓涛说，特别是加大对

基金困难省份资金支持力度，上半年
已完成 1200 多亿元的资金缴拨工
作，有效均衡了省际间的基金负担。

从账目看，根据人社部数据，3月
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度收支
规模达到了12.6万亿元，累计结存超
过6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整体
上收大于支，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是
有保障的。

同时，中央财政补助力度持续加
大，专项用于确保基本养老待遇发
放。据财政部社会保障司副司长郭
阳此前介绍，2021年，中央财政安排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补助资金的规模
已经达到了约9000亿元，今后还会
进一步增加。

今年5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财政部联合下发通知，明确从
2022年 1月1日起，为2021年底前
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
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提高基本养
老金水平，总体调整水平为2021年
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4％。

记者发现，截至目前，全国31个
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
发布了具体方案。各地均采取定额
调整、挂钩调整和适当倾斜相结合的
办法，并要求调增的养老金在7月底
前发放到位。

据了解，定额调整主要体现社会
公平原则，不同省份的调整金额从20
元至60元不等。以广东为例，退休
人员每人每月增加28元。

挂钩调整体现多缴多得、长缴多

得的激励机制。以江西为例，如按缴
费年限挂钩调整，对缴费年限15年
及以下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16.5
元，超过15年的按每满一年增加1.1
元调整；按基本养老金水平挂钩调
整，则每人每月按本人2021年12月
份基本养老金的1.23％增加。

政策适当倾斜，则体现对高龄人
员、企业退休军转干部和艰苦边远地
区退休人员的重点关怀。比如，黑龙
江对年满70至79周岁老人每人每月
额外增加30元；年满80周岁以上的
老人每人每月额外增加40元；对艰
苦边远地区退休的人员，根据地区类
别分别额外增加5元、10元和15元。

“提高养老金这一民生保障重要
举措，将惠及超过1.3亿多退休人员。”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说。

下肢红肿、疼痛、瘙痒、发黑、溃烂

一家竟有9人患静脉曲张

徐女士问，上高中的女儿腿
上也出现了一个小筋团，要紧
吗？朱成河提醒，像这种一家9
口都有静脉曲张（红肿痛痒黑溃
烂）的，是典型的家族遗传，要及
早治疗。

“奚氏清法”由我国脉管病
泰斗、无锡籍海派名医奚九一教
授创立，他在生前将“奚氏清法”
带回家乡无锡。如今，依托其弟
子上海曙光医院周围血管科柳

国斌教授、上海中西医结合医院
王义成教授等专家团队，培养出
了以朱成河、董翔翔等第三代传
承人，形成多层级的专家会诊机
制。

目前，易可还开通了“烂脚
直通车”，便于宜兴江阴等周边
地区、乡镇患者直通无锡。据了
解，每周三、六上午，朱成河主任
为广大下肢红肿、疼痛、痒、黑、
烂腿患者提供诊疗服务。（江南）

10年前，徐女士的母亲因
静脉曲张引发烂脚来到易可
中医院（当时为易可门诊）就
诊。

“这照片上专家我在以前的
门诊见过，很厉害的！”徐女士指
着该院悬挂的奚九一教授照片
说。徐女士说，她全家三代有9
个人患静脉曲张，最近，她小腿
出现红肿、发黑、疼痛，血管里还
有硬块，在当地看了10几天，吃

药挂水，也不见好。想到母亲的
遭遇，便和同样青筋暴起的姐姐
一起来求医。

朱成河手诊后发现，徐女士
的病情比她姐姐重，她同时患静
脉曲张炎变综合征、静脉炎、静
脉血栓。遂为其安排住院治疗：
先通过奚氏秘方“用腿吃药”，修
血管、清血瘀，解决腿肿问题，再
解决静脉血栓和曲张的静脉，避
免日后腿部溃烂。

静脉曲张会“遗传”不能拖
“烂脚直通车”便民服务开到乡镇去

总体涨4％将惠及超过1.3亿退休人员

阶段性缓缴社保费政策不影响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8月1日，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大批渔船奔赴东海开捕。此次出海
开捕的有单船桁杆拖网（桁杆拖虾）、笼壶类、刺网类、围（敷）网类作业
渔船以及渔业辅助船，结束了为期三个月的伏季休渔期，开赴禁渔线外
的东海海域进行捕捞作业。 （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