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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浦听风

“微自行车道”
让骑车者无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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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应在统一社保卡下自动转换

“候鸟式”养老
信息平台很关键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洛阳退休教师徐灵飞
老人要和同伴出发去海南过冬了。走
之前，他想为其他老人搭个桥，找一
找曾到南方过冬的老人，提供一些那
里的养老院信息。（见昨日本报A13版
报道）

不少老人退休后爱去公园，常常“撂
下饭碗就出门”，在公园里度过的时间比
在家里的时间都多。这是为什么？公园
环境好，能散心是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
因是老人在公园里能找到“组织”，获得
自己想了解的信息。

中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了，不少城
市中的空巢老人占比已在一半以上。老
两口退休在家，身体状况没什么问题，也
希望生活能和年轻时一样精彩，甚至憧
憬更多：忙碌了一辈子，盼望能完成年轻
时没做的事，获得更好的老年生活。因
此，“候鸟式”养老被越来越多的老年人
了解、认可——每一年找那么几个月的
时间，根据季节变化，到不同的地方去，

在游玩中健康快乐地享受老年生活，既
是旅游休闲，又是文化娱乐，惬意！

但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信息的
获得，简单说就是跟谁去玩，去哪里
玩。从报道中可以看到，徐灵飞等老
人打算异地养老遇到的问题就是“组
团难”“找目的地难”，不得不屡次求助
媒体。

笔者有一亲戚，老两口退休后特别
想去乡间走一走，体验一下田园的养老
生活，但总是无从着手。直到在朋友的
介绍下联系到了栾川一个景区内的农
家：包吃包住，每人每天收费 30 元。现
在，只要避开旅游高峰，两人春秋天总要
去山里住一段，优哉游哉，还打算干脆在
景区长租民房住下，彻底“归隐”。感谢
朋友之余，他们还把这条“养老信息”告
诉了很多的同龄朋友，山中的“养老队
伍”越来越壮大了。

相较旅行社组织的旅游活动，对老
人来说，“候鸟式”养老无疑更经济、更
轻松。尤其对年龄不算很大、身体还不
错的“年轻老人”来说，异地旅游、度假

式养老能极大地提高其幸福感。当
然，到了异地，交通、住宿、餐饮等方面
的费用都是刚性的，但只要选择合适的
地点和方式，其花费也并非普通人难以
接受。

而要实现从居家式养老到异地养
老的转变，需要能有效发挥作用的信
息平台。

这两年，不少城市的老龄工作等部
门都在努力搭建这样的平台，启动老人
异地互动式旅游养老服务网络，推出异
地养老路线；或者推出异地养老置换服
务，与外地养老机构对接。有了这种平
台，“候鸟式”养老的老人的医、食、住、
行、玩等主要问题就能得到更好地解决，
更有利于老人选择硬件设施好、服务比
较完善、交通便利的地方和机构实现异
地养老。

当然，“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
异地养老必然存在一定的安全问题。如
何在注重实际的前提下多为老年人提供
一些异地养老信息，别的地方已有不少
经验，洛阳完全可以借鉴一下。

□忻尚龙

【新闻背景】日前，近千米的“微自
行车道”亮相沈阳和平南大街，专门供
骑车者通行。据介绍，该条自行车道不
足70厘米宽，早晚高峰令骑自行车的
市民叫苦不堪，感觉就像走钢丝练杂
技。（见昨日本报B03版报道）

现在全社会都在提倡“低碳生活”，
许多城市在倡议骑自行车出行。但如
此狭窄的自行车道，让骑车人如“走钢
丝”，遇到上下班高峰期，难免有骑车市
民会越线“借道”，安全隐患很大。

对此，交管部门的解释为“和平南
大街道路宽度有限，为保证机动车通
行。”可是，假如自行车越线与机动车
抢道，机动车行驶过程需时时躲避，车
速怎能提高，只怕还会因此造成交通
拥堵。

那么这样一条匪夷所思，引得舆论
争议的车道，相关规划设计部门在规划
之初难道没有考虑到其实用性吗？按
照沈阳交警部门的说法，70厘米宽的自
行车道，是在实际测试了该地区自行车
流量后才绘制的，是经过科学论证的。
而事实上，市民的普遍反应却“路太窄，
不方便”，有时为绕开进站“压线”的公
交车，不得不插进机动车车道。

谁说得有道理？恐怕还是自行车
道使用者的说法更客观。

说到底，还是相关部门对公共设施
责任心不强，没能一切从实际出发，从
便利市民出行的角度去考虑。其实，城
市道路的设计规划在不少地方都存在
类似问题。倡导低碳出行，不是一句口
号，应该从科学合理设计的角度进行人
性化的规划。

更新理念，给予骑车者平等的路
权，低碳出行才可能实现。

□本报特约评论员 舒圣祥

【新闻背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日前公布了《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
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目前我国并行的三种养老保险制度——
城镇职工养老险、城镇居民养老险、新农
保，以后可跨制度衔接互认，以保障城乡
参保人员权益。《暂行办法》规定，办理
退休手续时首先参考职保缴费年限，职
保缴费年限满15年的，可以申请从新农
保或城居保转入待遇较高的职保；职保
缴费年限不足15年的，则申请从职保转
入新农保或城居保。（见今日本报B01版
报道）

虽然我国并行的三种制度事实上的
确给社保养老划分出了三六九等，但已
经是当下实现社保全覆盖最可行的办
法。因此，三种养老保险制度的可衔接
转换，仍旧是一个重要的进步，有利于保
护自由流动背景下的参保者权益。而
且，因为职保待遇水平相对较高，在衔接
转换政策制定上偏向于职保，这完全可

以理解。但也要避免过度的偏向，以免
埋下矛盾的伏笔。

比如，职保向新农保或城居保转移，
不转移职保统筹基金，这意味着很多流动
就业者，单位为其缴纳的统筹基金最后跟
他自己的利益一点关系都没有，等于是单
位白白给别人统筹了，这显然不合理。

事实上，这也是那些流动人口较多
的地区，职保养老金往往高出其他地方
一大截的原因所在——因为有很多不在
本地退休的外地人长期白白缴纳统筹基
金。既然单位缴纳的统筹基金比例明确
而且有据可查，当参保者要转出职保，转
入不设社会统筹只设个人账户的新农保
或城居保时，理应计算单位为其缴纳的
统筹部分并随之转出。

还有，从职保转出缴费年限可合并
累加计算为新农保或城居保的缴费年
限，但从新农保或城居保转入职保，原有
缴费年限则不折算为职保缴费年限，这
意味着，如果一个人45岁以后再从新农
保或城居保转入职保，按照现在的退休
政策，他只能按照新农保或城居保退休，

退休前这些年单位为其缴纳的职保统筹
基金，对他而言将是白白给他人做贡献，
这也难言公平。

新农保或城居保与职保在缴费水平
上有差异，折算过来可能年限不多，但至
少应给参保者留下自由选择是否折算的
权利。要知道，年限可是能否以职保退
休的关键红线。

社保跨地区转移接续也好，社保跨
制度衔接转换也罢，手续实在太复杂。
既然我们已经有了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
卡，就应该实现个人社保在同一张社保
卡下的跨地区、跨制度自动转换。当国
民跨地区就业时，新就业地社保部门直
接与原就业地社保部门对接转移；当国
民跨制度缴纳社保时，社保部门直接根
据社保卡内的信息为其衔接转换。

换言之，缴费是公民的义务，其他的
都是社保部门的责任。跨地区转移接续
的办法也好，跨制度衔接转换的办法也
罢，对参保者而言，应该只是同一张社保
卡内部信息自动变化的规则，而不是为
之跑断腿的魔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