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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邓崎凡
今年，34 岁的张晓庆第二次在全国两会

上提出了有关农民工养老的建议。
这位来自山东枣庄农村的 80 后农民工

代表，在她 2000 多字的建议中关注了一个事
关近 5000 万人的大话题。

从 2009 年的近 2.3 亿人到 2015 年的近
2.8 亿人，全国农民工总量逐年增长。其中，高
龄农民工从 2800 余万人增加到近 4700 万。
在国家统计局的这组数据背后，第一代农民
工面临的养老困境也日益放大。

“老无所依”———人们用这个词来描述农
民工养老面临的无奈，如何让他们“老有所
依”，成为了这个春天里人们关注的话题。

不足两成的社保参保率

对高龄农民工养老问题的关注，源于张
晓庆的“推己及人”。 她的父母和亲戚朋友都
是农民工，工作中她也常常和这些高龄农民
工接触。 她告诉《工人日报》记者，“他们面临
的问题是普遍性的， 他们无法安稳退休，这
种状况不容忽视。 ”

张晓庆代表对“高龄农民工”有自己的
定义 ：1990 年以前就来到城市工作的农民
工，距今 25 年以上，年龄基本超过 50 岁。 相
对普遍从事的重体力劳动者而言，他们称得
上是“高龄”。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 年全国农

民工监测调查报告》，50 岁以上的农民工由
于受教育水平偏低，大多只能从事建筑、环卫
等技术含量低、工作强度大的重体力劳动，在
各行业中收入增长较少，城镇社保的参保率
也偏低。

同样是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 ，2014
年 ， 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为
16.7%， 而在高龄农民工聚集的建筑行业，养
老保险的参保率仅为 3.9%。

“我记得两三年前，刚开始交养老保险
时，父母还在犹豫要不要交这个钱。 ”张晓庆
说， 很多农民工并没有交养老保险的意识，
“他们并不愿意从一个月到手的两三千元里
再拿出一部分来交保险，在他们看来，把钱拿
在自己手里要比交保险实惠和可靠。 ”

“农民工特别是高龄农民工以打零工为
主，工作变换频率大，流动性强，企业不愿缴
纳保险，个人更没这个条件。 ”张晓庆说。

“两头不靠”的尴尬

张晓庆的父亲目前每年能领取七八百元
的养老金，这受惠于 2014 年 2 月国务院印发
的《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的意见》。 《意见》决定将新型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与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实
施， 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

目前，绝大多数农民工并不能享受针对
在职职工的养老保险———根据规定，此保险

由职工所在企业根据当年确定的平均工资及
员工上年工资确定缴纳基数，单位与个人按
比例缴纳。

因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高龄农民工
可能的参保险种 ，但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的转换需要满足缴费 15 年的条
件；并且要连续缴纳社保 15 年以上才能够
享受养老金。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建立时间不过几年；
即使高龄农民工建立个人养老账户，其账户
资金存量也很有限。 根据“多缴多得”原则，
他们的养老金不仅比同年龄但始终正常缴费
的城镇退休者要低一大截，也要比将来的农
村退休者低很多。 张晓庆把这种情况称之为
“两头不靠”。

“这种状况，使得高龄农民工在养老问题
上处于窘迫状态，不得不在高龄的时候依然
出来打工，做重体力劳动。 他们差不多是我
的父辈，五六十岁了，有的靠吃肉补充体力获
打工资格，哪家工地肉多就去哪家；有的为了
躲避‘严禁 60 岁以上农民工一线作业’等规
定，持假身份证得以留在工地、将白发染黑
……”张晓庆说。 “要不是生活所需，要不是
老无所依，谁会在 60 多岁的时候还冒充年轻
人出来干活呢？ ”

异地转移尚不便

“城市的繁荣有我们的功劳/却没能留下
我们的脚步/我们只是无奈的打工一族。 ”两

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国威电子有限
公司车间副主任易凤娇发言时读的这句诗
引起了很多共鸣。

当农民工年老力衰，城市留不下，农村
仍是他们的归宿，根据海南省某媒体近日进
行的一项调查，九成以上的高龄农民工选择
返乡养老。 这又给参保农民工带来一个新问
题：异地转移支付不便。

“我的一些同事一直在湖南工作，养老
保险也在湖南交，但他们回到四川老家后，提取
需要在这边的社保局开具证明，特别费事。 ”张晓
庆在湖南长沙打工的父亲在长沙做了阑尾手术，
报销时也需要回到山东老家。

目前，“缴费是否满 15 年为界线”、“转移
额度只转个人账户不转统筹基金” 等成为我
国养老保险转换条件。 与之对应的是现行的
养老保险统筹基本上都局限在县、市、区级之
内封闭运营， 一旦处于流动性的农民工转移
社会保险关系或要求退保， 只能转移个人账
户的部分，统筹基金并不包括在内。

“很多外来农民工不太可能在一个地方打
工 15 年。 ”张晓庆说。 根据目前的政策，即使
农民工退保，得到的仅是个人交的部分，企业
缴纳的部分却带不走，有人认为，农民工养老
保险“交了也等于白交”。

“老有所依”的期盼

事实上，在今年的两会上，不止张晓庆
一位代表关注到了农民工养老的问题，为了

让他们“老有所依”，代表们也提出了自己的
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 广东省东莞市瑞丰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工会主席曾香桂提出， 可以由
村委会给高龄农民工垫交保险费用， 让他们
有一个最低保障。

“有一些人举家从农村出来务工，保险
断交了，在遇到重大疾病时，保障非常脆弱。
希望政府能够为高龄农民工打开缴纳社保
的通道，增强对高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 ”曾
香桂说。

河南省新野县城郊乡马营村村民、 鼎泰
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馨代表则在其 《关于完
善社会保障制度， 维护高龄农民工合法权益
的建议》中提出，在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备
的情况下， 要给高龄农民工提供足够养老的
土地，使他们即便返乡也有归属。

“要为高龄农民工提供底线的社会保险，
建议各级政府应划拨专项资金解决他们的底
线养老问题； 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的累加、结算、转移等多项支付平台，激活分
散于多地的个人养老账户资金。同时，高龄农
民工从事的行业和工种， 国家应该立法有所
限制，并要求雇主提供充分的劳动保护。 ”王
馨建议。

针对养老保险转续方面的问题， 甘肃省
七建集团公司劳务领包队队长康仁代表的建
议则是“建立全国性的一卡通”，这样，“走到
哪都能交养老保险， 能彻底解决高龄农民工
的后顾之忧。 ”

用汗水换来 4个国家级研发专利，获评“全国优秀农民工”、佛山市“优秀农民工”

一名技术工人的“梦和远方”

高龄农民工人数增长，养老困境日益放大……

他们老了，盼望“老有所依”
人大代表呼吁：畅通高龄农民工享有社保的渠道，增强社会保障

本报记者 叶小钟
本报实习生 何倚华
梦想珍贵， 因为有了梦想才有远行的

方向。 而只有少数人明白， 珍贵的不是梦
想， 是为梦想拼搏的精神； 只有少数人做
到，将梦想常伴身旁，与它为友，共同拼搏。
全国优秀农民工李培涛就是其中一位。 从
农村出走南下寻梦，到手握四项国家专利，
李培涛圆梦广东。

生于农家，一只背包南下寻梦

湖北保康县的这片黄土， 给予了李培涛
生命，见证了他的成长。 尽管家里环境艰难，
但父母凭借着勤劳的双手， 坚持让李培涛上
了中专。由于从小喜欢数理化，李培涛中专选
的是无线电专业，和一个个线圈打交道，让他
充满热情。

毕业的时候， 有的同学去了北方挖矿，
有的选择留在家乡，耕耘一方黄土。 李培涛
热爱家乡的一切，也热爱所学的专业，所以
他决定南下寻梦。

李培涛认为，这片黄土教会他勤劳，这里
的人民教会他朴实， 感恩就是让这些优秀的
品质传播出去， 守着这方寸土地， 不如将它
“带出去”。

1996 年的冬天 ，18 岁的李培涛背包只
身南下广东。 怀抱着对无线电的热枕，李培
涛进入了佛山南海平洲电子有限公司，成为
了流水线上的一线工人。他每个月仅有 1000
元工资，还会为家里寄回 800 元钱 ，以偿还
读书期间借的外债。

“那时候读书条件有限，连学费都是家
里东拼西凑借回来的。 ”李培涛说，那两年很
艰苦，但他很开心终于还清了债务。 责任，让
李培涛那段缩衣减食的日子变得闪闪发光，
也为他后来实现梦想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刻苦钻研，26 岁获第一个专利

20 岁的时候，李培涛抓住了公司提供的
晋升机会，以第一名的成绩走向维修岗位，成
为了后备管理员中的一员。在往后的 6 年里，
李培涛一丝不苟地工作， 将每一个线圈的设
计结构、功能用途一一摸清，精益求精的精神

让他练就了一身好手艺。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6 年磨练后

的 2004 年， 公司下达任务， 要求电子厂成
立研发小组，在一年时间内把电子厂的生产
效率提升 30%，并且开发出一套自动化的生
产线。

随后的一个月里， 李培涛和同组的 5 位
工程师过着起早贪黑的日子，吃住都在厂内，
经常熬夜到凌晨一两点做方案调试机器，没
出过电子厂的大门。 “那时候技术还不太成
熟，时间又紧张，只能逼着自己把事情做好，
给自己压力。 ”李培涛说。

付出了才会有回报。 在技术代表的指导
和团队的努力下， 李培涛等 5 位工程师对轴
卷线机进行了研发改良， 以一台机器取代十
位工人的手工效率， 完成了效率提升 30%的
难题。 26 岁的李培涛，凭借着一股干劲，也在
破解难题的同时拿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研
发专利。

许多人只看到了李培涛遇上机会的运
气 ，却没有看到 ，那荣誉的背后 ，是一个个
疲惫的夜晚和一滴滴咸至发苦的汗水。 李
培涛的圆梦路上 ，荆棘满地 ，但他走得格

外坚实。

脚踏实地，今年要比去年更好

从农家子弟到现在的部长助理， 李培涛
深知搞研发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技术功底。
2006 年，为了继续深造，仅有中专学历的李
培涛决定报考湖南大学的大专班， 进修机电
一体化课程。 “那两年总是在赶火车。 慢车去
要一整晚时间，周五提前买好车票，下午下了
班就去赶火车，天亮一到站刚好上课，周日下
午再买一张车票回佛山， 睡到周一早晨回厂
上班。”李培涛说，那两年非常奔波和辛苦，但
只要一想到能学到技术提升自己， 他就觉得
一切都是值得的。

为了学习领先的技术， 李培涛每隔几个
月还会带着厂里的团队到广深的博览会、交流
会参观学习。 通过从电气、线路到整体结构的
学习，李培涛掌握了 PLC 编程，学会了机械制
图编程及设计。 到 2010 年末，李洪涛已获得 4
个国家级研发专利，带领的团队也累计研发投
入 20 多台半自动及自动化设备， 其中对于扁
平线材成型机的研发属国内首创。新研发设备

的投入每年为企业节省 180 余万元的成本，为
实现企业转型升级打下坚实的基础。

除了专利，李培涛还曾在 2008 年被评为
“全国优秀农民工”，2009 年被广东佛山市表
彰为“劳动模范”、“优秀农民工”。累累硕果的
李培涛，面对这些荣誉时，直言自己其实很普
通。 “对现在的我而言，梦想就是今年比去年
过得好一些吧。”李培涛说，对于未来，他的规
划非常清晰———做好每个研发项目， 保持对
学习的渴望。

从农村出走南下寻梦， 圆梦， 再踏上征
途， 李培涛用他的每一步脚印诠释着什么叫
“平凡而精彩”。平凡的是，李培涛只是芸芸众
生中的一人， 他做好每一件事的方法也没有
捷径，只是脚踏实地地去完成；精彩的是，这
些汗水和努力在经过日日夜夜的积累后发生
了质变，使李培涛完成了蜕变。

“看见你乱扔，我心都碎了”

兰州：环卫工身着“萌萌哒”标语马甲亮相街头

� �3 月 21 日， 甘肃兰州街头，环
卫工身穿印有“看见你乱扔，我心都
碎了”、“千山万水都是情，不要乱扔
行不行”、“我的辛苦， 请您珍惜”、
“文明需要你我他， 咱们同住一个
家”等“萌萌哒”标语的反光马甲清
扫垃圾。

中新社记者 杨艳敏 摄/视觉中国

行走在郑徐高铁的“骑行队”

本报讯 （记者余嘉熙 通讯员张勋勇）有
时肩扛自行车和工具包攀爬 10 米多高的护
坡到股道上查验设备， 有时停车测量中继站
里的电源设备， 有时顺着崎岖不平的路基巡
检电缆， 有时在道床上席地就餐……在郑徐
高铁的施工队伍中， 一支自行车骑行队成为
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格外引人注目。

这支骑行队伍来自郑州电务段， 任务是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郑徐高铁的信号设备静态
验收任务。

春节后，郑州电务段接到高铁郑州东站
至商丘站的信号设备静态验收任务。 该段从
现场车间中抽调由 12 名技能水平强、 职业
道德和心理素质过硬、身体素质好的一线职
工组建了一支高铁信号设备静态验收组“骑
行队”。

由于郑徐高铁路基较高， 路基两侧又是
施工土堆和空旷的原野， 随风扬起的尘土和
砂砾毫无遮挡地钻进人的眼睛、鼻孔、耳朵和
脖子里，又凉又痒，但他们早已习惯了这种在
恶劣天气下验收设备的工作环境。

中建三局二公司北京公司
关爱女农民工

本报讯（通讯员马群芳）近日，中建三局
二公司北京公司组织女农民工代表参观古北
口长城抗战纪念馆并发布环保倡议书。 为进
一步丰富活动内容， 公司还在全司范围内发
起寻找“最美”女农民工活动，旨在深度挖掘
她们勤劳善良、执着坚持的感人故事，奖励她
们兼顾工作和家庭甘于奉献的伟大情怀。

据悉，该公司长期关爱农民工，先后组织
为农民工体检、中秋拍摄全家福、春节协助购
买火车票等公益活动， 并连续 5 年在全司范
围内组织“每日一元”活动，累计捐助 60 余
人，捐赠金额达 30 多万元。

小站配设健身房

本报讯 呼和浩特铁路局集宁车务段为
管内各站配备跑步机 、跳绳 、羽毛球等健
身娱乐设施 ，“低头组 ”们间休时间可以放
下手机 ， 参与到了全民健身的行列中 ，活
动室成了小站的健身房 。

学体育出身的防溜助理李月强成了大家
的“教练”，在兴和西站，运转值班员、客运售
票员、统计员等工种作业，往往一坐就是七八
个小时，时间一长，大多数职工腰椎、颈椎出
现不适，现在车站有了自己的健身房，大家再
忙也不忘来活动活动筋骨。 职工们说：“我们
不仅有了‘健身房’，还有健身教练，我们很有
归属感！ ” （亢凡）

信息化建设方便职工

本报讯 近日，太原铁路局湖东机务段加
快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步伐，开展手机 APP
设计大赛，利用新媒体软件“管人、管事、管安
全”，一大批方便、快捷的小软件成为了职工
们的“掌中宝”。

该段党委、团委将“互联网+”和“大数据”
的概念融入到安全生产当中。 其中，由青年党
员师熙牵头研发的“机车百科”获得本次比赛
第一名。 该系统可以依托电脑和手机双平台，
集成了 8 种机型的基本情况、 故障处理和技
术规章、动画演示等内容，适用于各年龄段乘
务员学习，做到携带方便、查阅快捷、更新及
时。 该活动的推出受到职工们广泛关注，有效
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帮助解决
了一批生产学习中的难题。 （孟越）

养老保险知多少？
什么是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全称社会养老保险金，即
由社会统筹基金支付的基础养老金和个
人账户养老金组成， 是社会保障制度的
重要组成部分， 是社会保险五大险种中
最重要的险种之一， 是国家和社会根据
一定的法律和法规， 为解决劳动者在达
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
界限， 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
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
险制度。

基本养老保险是按国家法律法规政
策规定， 强制实施的为保障广大离退休
人员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种养老保险制
度。 养老保险费用来源，一般由国家、单
位和个人三方或单位和个人双方共同负
担，并实现广泛的社会互济。

基本养老保险的缴存比例是多少？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
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 20%比例缴纳基
本养老保险费，记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
基金。 职工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人工
资的 8%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记
入个人账户。

基本养老保险的领取条件

1.本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办理了
退休手续；

2.所在单位和个人依法参加基本养
老保险并履行缴费义务；

3.个人累计缴费时间满 15 年。
如果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

不满 15 年的，可以缴费至满 15 年，按月
领取基本养老金。 也可转入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 按照相关规定享受相应的
养老保险待遇。

基本养老保险可享受的待遇

1.按月领取按规定计发的基本养老
金，直至死亡。

2.享受基本养老金的正常调整待遇。
3.对企业退休人员实行社会化管理

服务 。
4.死亡待遇 ：丧葬费 、一 次 性 抚

恤费 、 符合供养条件的直系亲属生
活困难补助费 。

新政策

2014 年 2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建
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
意见》，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提出到“十二
五”末，在全国基本实现新农保和城居保
制度合并实施， 并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相衔接；2020 年前，全面建成公平、
统一、规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与
社会救助、 社会福利等其他社会保障政
策相配套， 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等传统保
障方式的积极作用， 更好保障参保城乡
居民的老年基本生活。

年满 16 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
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
乡居民， 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由基础养
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 ， 并支付
终身。

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人员，在
缴费期间户籍迁移， 可跨地区转移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关系， 一次性转移个人账
户全部储存额，继续参保缴费的，缴费年
限累计计算。

（整理：甘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