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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中国工人出版社

《农民工应了解的 69 个社会保障常识》

失业保险待遇有哪些

1.如何办理失业登记

办理失业登记是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
的必经程序，目的是为了掌握失业人员的基本情
况，确认其资格。 所以失业登记是失业人员进入
申领失业保险待遇程序的重要标志。

失业人员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还须有求职
要求。 这是考虑到失业保险的一个重要功能是
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 实现这一目的，一方面需
要加快经济发展 ，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同时 ，
发展和完善就业服务事业， 为失业人员实现再
就业提供服务； 另一方面也要求失业人员积极
主动地利用各种就业机会和就业服务设施 ，不
断提高自身素质， 增强竞争就业的能力。 可以
说，这是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一个前提，也是失
业人员应尽的义务。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就业权
是劳动者的一项基本权利， 是否就业应由劳动
者根据自己的意愿作出选择。 失业人员作为劳
动者的一部分，享有同样的权利。 从这个意义上
讲，失业人员有选择就业或不就业的自由。 要求
申领失业保险金的失业人员积极寻找工作 ，可
以使其在得到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时， 获得必要
的就业服务，争取尽快实现再就业，从根本上解
决失业问题。 在认定失业人员是否有求职要求
时，应以其是否在职业介绍机构登记求职，并参
加再就业活动为衡量的标准。

2.失业保险待遇有哪些

一般的失业保险待遇主要包括：（1） 失业保
险金；（2） 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医疗补助金；
（3）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的失业人员的丧葬
补助金及其供养的配偶、直系亲属的抚恤金。

另外，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接受
职业培训、职业介绍的，可以给予补贴。 失业保险
金的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按照低于当地最低工
资标准、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原则
确定。 医疗补助金的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规定。
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的标准应参照当地职工的
规定办理，一次性发放。

3.失业保险金可领多长时间

当我们失业后，符合条件的话，可领取一定的
失业保险金，但我们不可能无限制地一直领下去。

失业保险金的给付期限，也就是我们失业后
可领取失业保险金时间的长短，是由失业人员失
业前所在单位和本人按照规定累计缴费时间决
定的。 满 1 年不足 5 年的，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
满 5 年不足 10 年的， 最长不超过 18 个月；10 年
以上的，最长不超过 24 个月。

确定累计缴费时间的原则： 一是实行个人
缴费前，按国家规定计算的工龄视同缴费年限，
与 《失业保险条例》 发布后的缴费年限合并计
算。 二是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重新
就业后再次失业的， 其领取期限可与前次失业
尚未领取的期限合并计算， 其中如果重新就业
不满 1 年再次失业的， 可以领取前次失业尚未
领取的失业保险金。

特别提示

有的地方采取的政策是向失业人员一次性
发放生活补助金。

4.失业保险金怎样发放

经办机构自受理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
申请之日起 10 日内 ， 对申领者的资格进行审
核认定 ，并将结果及有关事项告知本人 。 经审
核合格者 ，从其办理失业登记之日起计发失业
保险金。

失业保险金应按月发放，由经办机构开具单
证，失业人员凭单证到指定银行领取。 对领取失
业保险金期限即将届满的失业人员，经办机构应
提前一个月告知本人。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并同时停止享
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1）重新就业的；（2）应征
服兵役的；（3）移居境外的；（4）享受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的；（5） 被判刑收监执行或者被劳动教养
的；（6）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当地人民政府指定
的部门或者机构介绍的工作的；（7）有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的情形的。

本报记者 卢翔

凌晨 3 点的北京寒气逼人， 来自江西吉安樟
山镇的李忠厚却早早起了床，匆匆洗漱后，他一头
钻进驾驶室，伴随着呼吸的“白气”，搓了搓手发动
了汽车。 “早起才能进到好货，晚了就没了。 ”每天
这个时候， 李忠厚都要从岳各庄批发市场购进一
批新鲜的蔬菜， 然后将它们配送到北京市的各个
合作饭店。

“偌大的北京城，我们有自己的一片天，舌尖
上的‘绿色’，我们来搬运。 ”李忠厚说。

为了圆梦选择北漂

“从种菜到卖菜，这条路走得不容易。 ”李忠厚
感慨地说。

1997 年李忠厚带着妻子从江西吉安来到北
京，30 多个小时的路途颠簸后开始了他们的北漂
生活。 “放下锄头，离开土地，这是一个艰难的决
定。 ”回忆着当初的选择，李忠厚用“义无反顾”总
结自己的心情。

上世纪 90 年代，在北京蔬菜行业务工的老乡
“衣锦还乡” 的情景打动了许多吉安农民的心，他
们纷纷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那时，北京在我们心
中就像‘金城’一样，承载着致富的希望。 ”李忠厚

告诉《工人日报》记者，他的老家吉安樟山镇有近
10%的居民来到了北京。

初来乍到的日子里， 李忠厚和妻子用馒头配
着咸菜吃能熬过一天。 那两年的冬季，李忠厚夫妻
俩只能靠着煤炉取暖，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尽量减
少煤炉的使用次数， 还时常因为多烧了两块煤而
吵架。 “万事开头难，北漂的我们吃苦是常态。 ”说
完这话，李忠厚用粗糙的手背抹了抹鼻子，笑着望
了望站在身边的老乡。

掘金路上饱经风霜

1.8 米的高个、留着一撮小胡子、笑起来眼睛
眯着条缝的周忠平如今有了自己的公司，“不好意
思，名片好久都没印了。 ”面对记者的来访，周忠平
摸遍了身上的口袋，也没能找出一张名片。 “在京
打拼 20 载，说起我的名字大家都知道。 ”他抓了抓
头，腼腆地笑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周忠平”就是
他在蔬菜行业的名片。

回想起自己初来北京的两年， 周忠平的脑海
中浮现出了无数的画面，廉价的出租屋、破旧的自
行车、毫无规律的寝食、低三下四的请求……“租
的房子里只有一张床， 无依无靠， 每天对着天花

板，睡不着觉。 ”
骑着二手自行车， 周忠平没日没夜地辗转于

各个餐馆寻找合作的机会，夜里 11 点后才能休息
的他，不到凌晨 4 点又要起身出门。 “谈判的过程
是艰难的。 ”面对餐馆的压价，周忠平想要据理力
争，又不得不委曲求全。

周忠平还记得一次晚归被劫的经历， 这让他
心有余悸，那一次他被抢走 2000 多元，还因伤住
院， 然而住院后听闻昂贵医药费的他不得不半夜
偷偷溜出医院。

随着生意规模的扩大， 缺乏法律知识的周忠
平面临的资金纠纷越来越多， 从 2010 年到 2015
年， 他相继被拖欠了上千万元的货款，“虽然赢了
官司，由于执行不力，我也不得不选择放弃对欠款
的追讨”。

“在这座城市的 20 年光阴，让我从小周变成
了老周。 ”在周忠平眼里，北京是他的第二故乡，可
他和许多老乡也面临着生活的各种不便， 由于多
次办理居住证无果，孩子无法就近上学，无法享受
全面的医疗服务……“我们亲近这座城市，又像隔
了一层玻璃。 ”周忠平无奈地摆了摆手。

抱团取暖共谋发展

记者了解到， 如今在北京蔬菜行业务工的吉
安农民工有近两万人， 其中樟山镇就有 2000 多
人。 同根的他们在异乡共担忧愁，共享欢乐，互相
帮扶，抱团取暖。

李忠厚告诉记者， 对刚来北京务工的老乡，
他们都会互相牵线搭桥、介绍生意，“谁没有过困
难的时候？ 多帮助一个人，对自己来说就是多一
条出路。 ”

周忠平也说，他能把生意做成，离不开“乡亲
们” 的帮助，“我的第一笔生意就是经朋友介绍做
成的。 现在我有余力了，也会尽力帮助别人。 ”

30 岁出头的蒋定勇被同伴称作 “文化人”，
2007 年只身来到北京的他受到了同伴的热情帮
助，“大家教我业务方面的知识， 为扩充我的人际
关系牵线搭桥，为了维护我的自尊心，在我没有收
入的时候变换着借口接济我。 ”回忆当初，他仍心
存感激。

如今每逢周末， 周忠平都会组织大家聚餐，
“互叙家常，介绍生意。 为小家而奋斗的我们，在北
京感受到了大家的温暖。 ”

2016 年 11 月 30 日， 吉安市樟山镇驻京农民
工工会挂牌成立，从此，樟山籍在京农民工有了自
己的“娘家”。

“抱团取暖能让我们农民工的权益得到保
障。 ”樟山镇驻京农民工工会主席晏志坚说。 “我
们准备聘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 为在京农民工
提供法律援助、 普及法律知识 ， 为他们法律护
航。 ”

“有了集体，感觉家就在身边。 ”李忠厚说。
寒意在北京的深夜肆虐， 农民工们的奔波还

在继续，偌大的穹顶罩住了太多的故事，静静地看
着每一个人书写着自己的轨迹。

本报记者 黄榆

黑且瘦，一说话就一脸笑意。
这是覃志军给《工人日报》记者的第一印象。
今年 39 岁的覃志军 ，出生于云南昭通巧家

县中寨乡岩脚村普通的农民家庭 。 由于家庭贫
困，他中学毕业后先来到广西南宁打工，做过洗
碗工 、水电工 、搞过装修 ，修过灯箱 ，之后他又
跑到石家庄一家编织企业务工。“在外打工的日
子很艰难。 ”覃志军说，“编织口袋时，因为手艺
差 ，常常完不成任务 ，生活上也不习惯 ，时常挂
念家乡。 ”

“人，活着要自己长本事。 ”这话是覃志军离
家打工时他母亲对他说的 ， 也是他一直坚持的
信念。

打工的日子虽然很难，但也让覃志军长了不
少见识。 他明白，在外打工没有知识是不行的，就
是因为自己缺乏专业技能 ， 错过了很多工作机
会。 覃志军想着母亲说的话，心里一直都憋着股
劲，想找个机会好好学习一些知识、经验。

2002 年春节覃志军回家过年，“我发现拿着
钱想在村里采购年货却连像样的东西都买不
到。 ”覃志军对记者说，“到了年初十，我就上昆
明螺蛳湾小商品批发市场买了 3000 元的小商
品，正月十五卖，货还没有卖完我已经赚了 2000
多元。 ”

“这件事对我启发特别大，只要找到好机会在

哪都能挣钱，但是做买卖必须货真价实。 ”他说。
2004 年 4 月，覃志军和朋友合伙在曲靖市一

所学校附近开了一家小卖部，主要卖学生的生活
用品。 “当时因为店铺小，货物少，生意一直都不
怎么样。 特别是一到暑假，学生放假后，生意就更
加冷清了。 ”覃志军告诉记者，“因为一直都想找
机会好好学习知识，所以回曲靖后，我就不时打
听创业培训班的开班情况。 ”

2006 年 6 月， 他参加了社区组织的创业培
训。 他非常珍惜难得的培训机会，每堂课必到，仔
细聆听老师的讲解，并把知识要点记录下来。 下
课后，他经常和同学交流学习心得。

一个星期的培训结束了，覃志军第一次了解
到如何选项目、寻找资金、分析周围消费对象、产
品销售等创业知识，在和同学的交流之中 ，他还
了解到各种生意的优势和劣势。

“学习，让我一下子开了窍！ 当时培训班的很
多同学都想去养猪或从事茶产业。 我分析了自身
条件，觉得这些行业对我而言，风险较大。 因为家

里有个小卖部， 所以我决定扩大小卖部规模，做
品牌超市。 ”覃志军说。

“要扩大规模，资金必不可少。 那时，我常常
为了筹集资金的事愁得焦头烂额。 功夫不负有心
人，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我终于筹集到了五六
万元资金。 ”此时，拿着好不容易筹集到的创业资
金，是扩大小卖部还是放弃？ 思来想去，覃志军作
出决定：“把超市做成加盟店，扩大规模！ ”

覃志军加盟了一家大型超市，成为它的乡村
连锁店。 这个大型超市同意先垫付货款，等他销
售后再结款，如果货物卖不出去，可以退货，大大
降低了风险。

“这几年，特别是新农村建设以来，农村的经
济发展很快，农民的消费需求大大增强。 ”覃志军
说，随着国家“村村通”政策的大力实施，乡村都
修起了水泥路，发货很方便。

覃志军说， 这些年农民们的腰包鼓起来了，
对商品的质量和食品的安全要求越来越高，出售
有质量保证商品的超市连锁店越来越受到青睐。

“自从生意变好后，我开始自信了，我有能力
让家人的生活过得更好。 ”他说，虽然现在规模扩
大了，但在经营中，还有很多问题，超市不同于小
卖部，管理超市是一门学问，他要加强学习，不断
给自己充电，要把自家小超市办得像大超市一样
正规，诚信经营。

记者在“农友”超市看到，货架上各种电器产
品、日常生活用品等一应俱全。 售货员龙强说，这
些货物都是根据农村消费者的需要进的，进货渠
道可以追溯到厂家，消费者完全可以放心。

覃志军乐呵呵地说，碰上好时代是一个人最
大的幸福。

选项目、找资金、分析消费对象、了解自身优势劣势……

“学习，让我一下子开了窍”

本报讯 从黑龙江来大连金航船械公司打工的
农民工孙广龙现在已是该公司一名车间主任，他说，
改变他命运的关键是大连市总工会实施的 “资助农
民工上大学”工程。 据介绍，8 年来，大连市总工会及
各基层工会资助农民工上大学 2500 余人 ， 已有
1775 名农民工拿到大学文凭。

长年在大连打工的农民工大约有 60 万人，分布
在建筑、装备制造、餐饮服修等多个行业。 2008 年，
大连市总工会在调查中发现， 绝大多数农民工为自
己文化水平低、没有一技之长因而收入低、工作不稳

定而苦恼，44.5%农民工有接受学历教育和参加技能
培训的愿望，但真正实现的不到 15%，究其原因，主
要是没有时间，也拿不起学费。

2009 年 8 月 19 日，一份名为《关于资助优秀农
民工上大学有关事宜的通知》 给在大连打工的农民
工带来福音。 《通知》规定，凡企业生产经营骨干、为
企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获得过市级以上荣誉称号，
在所在单位工作三年以上并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
工会会员，经所在单位工会推荐，参加辽宁省成人高
考达到录取分数线，被大连工人大学录取，即可获得

市总工会和农民工所在企业各 50%的学费资助。 从
2016 年开始， 由市总工会全额承担学费。 学期 2.5
年，成绩合格者学校颁发国家承认、教育部电子注册
的大专毕业证书。

钱解决了， 学习时间对农民工来说也是个问题。
因为每一名农民工都得靠一份工作养家糊口，没有人
能放弃工作上大学。 这点，大连市总工会和大连工人
大学也考虑到了。 他们除开设网上课堂外，还在农民
工比较集中的金普新区、旅顺口区、大连机床集团、中
集集团等设立了分校或授课点，利用“双休日”授课。

大连工人大学开设的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数控
技术、焊接技术及自动化、模具设计与制造、建筑工
程技术和企业管理 6 个专业也是企业非常需要的，
因此， 大连市总工会资助农民工上大学也得到了企
业的大力支持。好多企业规定，农民工利用“双休日”
上课算加班，给加班费。

边工作、边学习，生产、学习两不误，收入也不受
影响，如此“上大学”，农民工非常高兴，报名上大学
的农民工非常踊跃。 2010 年，大连工人大学计划招
生 200 人， 结果录取 300 人；2012 年计划招生 300
人，结果达到 400 人。 到 2016 年，已经招生 5 届，农
民工大学生人数达到 2500 余人。

上大学的农民工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
会， 他们刻苦学习， 并把学得的知识应用于工作之
中，为企业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经济效益做出了积极
贡献，很多农民工因此改变了命运。

据介绍，8 年时间，大连市总工会和基层工会资
助农民工上大学总共支出 1500 多万元。 （顾威）

在北京蔬菜行业务工的江西吉安农民工近两万人，他们在异乡共担忧愁，共享欢乐，互相帮扶……

京城里的“绿色运输者”

工会搭建平台，提供学费支持

大连 1775名农民工拿到大学文凭

“按需培训”让农民工就业无忧

本报讯（记者丛民 通讯员杨玉建）1 月 10 日，山东梁
山县拳铺镇谢街村农民工刘萧萧从长城驾校毕业以后 ，
根据县总工会提供的致富信息，从临沂、聊城一带往梁山
农贸批发市场贩运时令蔬菜。 在农商行的资金扶持下，刘
萧萧购买了大型货车从事蔬菜贩运，早起晚归，每月收入
5000 多元， 尝到甜头的他逢人就说：“感谢县总工会提供
致富信息，使我在家门口上岗就业，每月有高收入。 ”

水泊梁山位于黄河下游，经济基础薄弱，返乡农民工
逐年增多，为此，县总工会不等不靠，从保增长、保稳定、
扩内需的高度出发，采取“按需培训”解决农民工在家门
口就业问题。

目前，全县 15 个乡镇、街道、开发区总工会根据农业
生产经营情况，分期分批“按需培训”农民工，并委托县技
工学校、长城驾校、人口文化大院等单位根据个人的意愿
“按需培训”。 同时在挂车、大棚蔬菜、木业加工、食用菌、
交通运输、林下种植等行业挑选 60 个大项目 ，作为农民
工创业重点扶持项目， 并做好资金支持， 县农商行开辟
“绿色通道”， 对每位有创业意愿的农民工给予 1 万到 3
万元的低息贷款。

据县总工会提供的数字显示 ，全县共 “按需培训 ”农
民工 2 万多人次，有 1.6 万多名农民工在家门口找到理想
的工作，实现了就业梦想。

焊花旁的“铿锵玫瑰”

2016 年 12 月 21 日，甘肃
天水锻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四分厂电焊女工安琪上班很

早，一进车间，她左手撑起防护
面罩， 右手握焊枪， 焊花四溅
中，两块 16 毫米厚的特殊钢材
拼接完成，焊缝平整。 车间里，
焊花映出一道耀眼的弧光。

焊接电流所产生高温不低

于 3700摄氏度， 手背容易被飞
溅的铁水烫伤。电焊工作的苦和
累，让许多女工望而却步，但安
琪工作 20年来从未放弃。 2014
年，她获得天水市电焊工技术比
武大赛第一名。 2015年，被授予
甘肃省“技术能手”称号。 2016
年 11月，被评为“天水工匠”。

孙镇 摄/视觉中国

贵州黔西：

“五做”助农民工脱贫

本报讯（记者李丰 通讯员进军）近日，记者从贵
州省黔西县总工会了解到， 在贵州积极推行大扶贫
战略中，县总工会积极行动，制定了《“脱贫攻坚·工
会行动”实施方案》，采取“五做”策略，助贫困农民工
脱贫致富。

一是做优技能培训，助力农民工脱贫。县总先后
组织 80 多名农民工到贵州利美康光彩职业技术学
院参加美容、美发、电工、焊工、家政服务等培训，学
员获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并顺利就业。 二是做活就
业介绍，助力农民工脱贫。 县总联合县工商联、县人
社局多次举办大型招聘会共促成 1100 多农民工就
业，基础工资每月都在 2000 元以上。 三是做细创业
扶持，助力农民工脱贫。 两年来县总共选树 70 多名
“创业之星”，共为困难企业争取到“惠工贷”1790 万
元，贴息 18.9 万元。 四是做实“金秋助学”活动，助力
农民工脱贫。 2016 年 8 月，县总共拨出 7 万余元“金
秋助学”专款，资助 30 多名考上二本以上的困难农
民工子女入学。 五是做大产业扶持， 助力农民工脱
贫。 县总将该县新仁乡作为“精准扶贫工会行动”帮
扶点，多次深入贫困村，对精准扶贫户中的农民工家
庭进行摸底核查，确立了 30 户帮扶对象，确定了“一
户一策”脱贫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