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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好政策
重在让人懂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日前，《关于规范
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缴费工作的通
知》正式下发，从7月1日起，灵活就
业人员将不能补缴欠缴的养老保险
金，达到退休年龄、累计缴费年限不
满 15年的，只能延缴保费至满 15
年时才能办理退休手续。（见本报昨
日A08版报道）

养老是大事。老无所依，谁都
害怕。针对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
险政策，是社会养老制度的拓展与
完善，为这部分群体摆脱养老困境
提供了一个渠道。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数据
显示，我市灵活就业人员有17万多，其
中城市区超过12万，但绝大多数存在
欠缴或断缴养老保险金的情况。政策
是好的，为何这么多人“不积极”参与？

固然有工作不稳定、收入没保
障等客观原因，但灵活就业人员对
政策不了解，对缴纳保险金的作用
认识不足，也不容忽视。

一些灵活就业人员经常讨论该
不该缴纳养老金，对“投入”和“产出”
争论不休，缴纳养老金的“好处”究竟
在哪儿，有多大，谁也算不清楚。

从最初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有
关政策，到养老保险金的征收、补缴优
惠政策，我市社保部门先后做了很多
工作，但能给灵活就业者带来怎样的

“好处”，很少有人能算清这笔账。
缴纳年限不同有何不同？按不同

比例缴纳又有啥差别，将来会产生怎
样的收益？如果算不出这些账，这些
政策无疑让人产生盲人摸象的感觉。

具体来说，就是要让大家明白：
按照 15 年最低缴纳期限缴纳养老
金，退休时能领多少钱；期限越长领
的养老金越多，到底多多少；最长期
限又是多少等。

由此可知，应当多创新宣传形式，
通过鲜活的实例，让缴费者直观地看到
未来的收益，看到“投入”与“产出”的关
系，激发灵活就业人员缴费的热情。

其实，无论是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
保险、医疗保险，还是住房公积金贷款及
生育保险，都要把政策说透，为人们算好
账，打消大家心中的疑虑。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新闻背景】受金价大跌以及
通胀预期走强的双重影响，亚洲黄
金实物买家几近疯狂地入货。（4月
24日《山东商报》）

2009年巴菲特接受采访时说：
“我不知道黄金走向如何，但我可
以告诉你的是，除了摆着看，黄金
什么用也没有。”

黄金光芒万丈，也总有其契合
经济规律的价值。

遗憾的是，“疯狂扫金”者看中

的依然是黄金的投资价值，而且带
有明显的投机性：一者，这种“扫
金”的姿态已经超出了投资的基本
理性；二者，不少消费者其实对金
价的中长期走势没有任何研判，刚
跌就出手，“赌徒心态”昭然。

金价的“底”在哪里？这是个
只能事后诸葛亮的话题。有一点
是肯定的：当从不关心资本市场
的大妈小妹都开始热议买了多少
黄金的时候，这个市场，迟早要支
付沉重的代价，只不过是谁哭到最
后而已。

“疯狂扫金”是投资还是投机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中国红十字会（以
下简称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下月
将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调查
将是独立的。（详见本报今日B08
版报道）

红会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自
然是期待在信任危机的压力下，与
郭美美彻底了断，作为摆脱负面影
响的开始。若以为撇清郭美美与
红会的关系，便可重塑红会的公信
力，未免有些急功近利。

红会之病重且久矣！对待郭
美美事件的暧昧态度，只是将红会
拖向信任深渊的导火索。

挽 回 声 誉 没 有 任 何 捷 径 可
走。既然要查，必须保证调查的独
立性、透明性，坚持公开公正原
则。更重要的是，红会运作的隐蔽
化、慈善的强制化、服务的权力化、
功能的自利化这些根子上的问题，
必须得到重视并解决。

河清海晏，是暴风骤雨之后的
景象。红会，当有壮士断腕之勇，
不可一误再误了。

再查郭美美，只是重建信任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