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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
提出，实施精准扩面，提升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质量，并将参保覆盖率每年
达到 95%以上作为约束性指标。要
实现这个目标，既有现实基础和有利
条件，也有不利因素。其中灵活就业
人员因其频繁流动，高度分散而频繁
出现断保现象。

一、灵活就业人员分类及我县灵
活就业人员参保状况

灵活就业人员是相对单位职工
而言的。从事非全日制、临时性和弹
性工作人员，包括自营劳动者（不含
个体工商户）、自主就业者、临时就业
者以及新业态从业人员均可称为灵
活就业人员。

截止到 2022 年 9 月，我县参保职
工 30554 人，退休 9838 人，在职 20716
人，其中断保、断缴 1074 人，绝大多
数是灵活就业人员。

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保
的政策依据

2003 年 5 月原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城镇灵活就业人
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指导意见》
（劳社厅[2003]10 号），明确将灵活就
业人员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范围，
可以个人身份缴费参保。但由于灵
活就业人员工作地点和时间不固定、

收入不稳定等原因，如何提高其参保
积极性，还需要在实践中创新方法。
2009 年 3 月国务院《关于印发医药卫
生 体 制 改 革 近 期 重 点 实 施 方 案
（2009-2011 年）的通知》（国发[2009]
12 号）规定：灵活就业人员自愿选择
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或城镇居民
医疗保险。这为灵活就业人员参保
参加职工医保提供了依据，但同时也
为参加居民医保作了政策铺垫。

三、灵活就业人员断保的因素

（一）、缴费基数问题。
现行职工医保筹资由用人单位

和个人共同缴费构成了医疗保险的
资金基础。根据社会保险法和《国务
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制度的决定》，单位缴费基数是按照
单位工资总额确定，个人缴费按照个
人工资确定。一方面，随着企业薪酬
制度的改革，缴费工资和医保缴费基
数关联的的工资概念和内涵发生变
化，在具体计算的内容、方式和项目
存在差异，导致缴费基数核定困难。
另一方面缴费工资统计口径不切实
际，统计部门公布的在岗职工平均工
资口径不含城镇私营单位和个体从
业人员，造成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远远
高于灵活就业人员实际收入。但在
征缴时统一按照非私营单位就业人
员工资收入缴费，导致灵活人员缴费

负担重，难以承担。近两年缴费工资
改为全口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但由
于受统计调查样本的限制，缴费基础
仍然居高不下。2022 年 7 月石家庄
市最低月缴费基数为 5955.65 元，我
县大多数参保人员月工资水平达不
到这个标准。灵活就业人员实际工
资收入更低，但缴费工资高，致使灵
活就业人员负担沉重，直接选择中断
缴费或本该参加职工医保的转而参
加居民医保。

（二）、医保制度不够完善。
1、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强调参保

连续性，政策规定男职工连续参保 30
年，女职工连续参保 25 年，达到退休
年龄方能享受退休待遇，不再缴纳医
疗保险费。灵活就业人员流动频繁，
一旦在企业停保，不能及时流转新单
位，形成参保间隔段，再次参保缴费
时必须补缴中断部分。这也导致一
部分人员不愿补缴中断期间费用，转
而参加居民医保。原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办公厅《关于城镇灵活就业人员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指导意见》（劳
社厅发[2003]10 号）对灵活就业人员
参保缴费水平、时间和待遇相挂钩给
出了指导意见，但在实际中仍然完全
按照在职职工参保政策执行，未能实
现政策上的突破。

2、职 工 生 育 保 险 制 度 有 待 完
善。灵活就业人员不缴纳生育保险

费，享受 50%生育医疗费费，不享受
生育津贴。灵活就业人员收入不稳
定，生育期间没有收入来源，比较单
位职工更需要生育津贴来支付生育
期间的生活费用。事实上这部分人
员对统筹基金的贡献与单位职工完
全一样，只是因为身份原因无法按照
1%标准缴纳生育保险费，无法享受
生育保险待遇，政策有失公平，政策
吸引力不够。

3、灵活就业人员中有相当部分
是由原国有集体企业破产改制职工
转化而来，按照政策破产变现资金应
为在职人员缴纳 10 年保险费，但在
实际工作中，有的单位只缴纳养老保
险，医疗保险仍然处于欠费状态，如
果再参保缴费需补缴数额较大欠费，
很多人员就此止步，形成断保状态。

4、医疗保险现在大多为市级统
筹，不同省市规定的视同年限和实际
缴费年限不同，有的地方规定了在转
入地实际缴费需满足一定年限。这
些规定无形中对频繁流动的灵活就
业人员形成政策壁垒，造成断保现
象，不得已在户籍地参加居民医保。

5、灵活就业人员按照缴费基数
8%进行筹资，就我县目前缴费基数
5955.65 计算，灵活就业人员年缴费
5717.4 元，是居民缴费的 17.8 倍。但
在县域二级医疗机构住院，医保目录
一致，职工医保与居民医保报销比例

只相差 10%，生育医疗费基本一致，
因此与城乡居民医保相比，职工医保
待遇优势不明显。

6、灵活就业人员达到法定退休
年龄，满足一定条件，即可享受退休
待遇。但是视同缴费年限、退休年龄
的 认 定 仍 然 依 据 人 社 部 门 认 定 结
果。对于到达退休年龄，无法承担一
次性趸缴医保费用人员，延期缴费没
有明确规定，致使部分人员止步于享
受退休待遇大门之外。另外灵活人
员拿到退休认定和待遇审批表后，已
经超过退休年龄，但在医保业务系统
已经无法参保进行补费，只能选择参
加城乡居民医保。

（三）、个人参保意识不强。
参加医疗保险是一项通过互助

共济防范风险的行为，不是“谁缴费、
谁就一定享受待遇”的个人经济行
为，不应因为没有享受待遇或不会享
受待遇而拒不缴纳，漏缴、少缴。甚
至一旦生病，不惜铤而走险，冒名顶
替住院享受待遇。有的灵活就业人
员主观认为身体健康，缴费是为他人
做贡献，多发工资更能解决当前燃眉
之急，待生病再参保也来得及。

（四）、受大气治理和疫情影响，
企业经营困难。

受大气污染治理和疫情影响，中
小微企业遭受冲击，很多企业停产歇
业，有的企业半数开工，经营困难，灵

活就业人员断缴断保现象严重。
（五）、政策宣传力度需要创新。
一直以来医保政策宣传局限于

局限于各种宣传材料、媒体介质，做
好了宣传“面子”，对于中小微企业及
职工而言还需要下沉工作一线，面对
面、拉家常式谈心宣传更具时效。

四、几点建议

为了吸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
工基本医保，实现基本医保由较低层
次向较高层次过度，个人认为需做好
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统计部门在确定缴费基数，样
本采集尽可能全面，充分考虑灵活就业
人员状况，改变长期以来社平工资偏态
分布状况，尽可能贴近实际。二是医保
部门尽快出台缴费工资内涵和项目，避
免缴费项目厘清界限模糊不清。同时
考虑灵活就业人员实际，设计适合这部
分人员缴费和待遇享受政策，实现阶梯
式缴费及待遇标准。三是充分考虑灵
活就业人员流转频繁现状，改变不补缴
不能参保现状，拉长再次参保时补缴费
时间段，合理设置补缴费终点时限，给
参保职工缓冲期。同时根据实际完善
相关政策规定，增加政策吸引力。四是
创新宣传方式方法，在传统宣传手段的
基础上，深入基层，点对点，面对面，提
高宣传效率，促进乡村振兴。
（石家庄市赵县医疗保障局 刘聪辉）

筑堰、挖井、抽水……连续数十天的抗
旱保苗，安徽省霍山县下符桥镇庙岗村终
于迎来了成熟的新秋。喜看稻菽千重浪，
一片片稻田灿若金辉，一方方虾池碧波如
镜，一畦畦桑园柔条纷冉 ......温拂微风如
画笔，将秋日的庙岗集勾勒出一幅生机勃
勃、百业兴旺的丰收图卷。

庙岗集村地处横排头枢纽工程上游，
总面积 12.13平方千米，拥有稻田 6570亩、
旱地 3000 余亩，辖 32 个村民组，901 户
3700余人。该村曾是霍山县原 43个贫困
村之一，于 2018年实现整村脱贫出列。近
年来，庙岗集村依托土地、水面资源富集的
优势，以“一村一品”建设为突破口，激发村
民居家创业热情，进一步带动水稻种植、龙
虾（罗氏沼虾）养殖和桑蚕等产业发展，把
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把绿水青山变
为“金山银山”，走上了一条生态种养、农旅
融合的绿色发展之路。

特色种养“一稻两虾”多增收

秋风送爽，庙岗集村霍山海隆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罗氏沼虾示范基地里，几位虾
农踩在齐腰深的虾塘中，正在用长网合力
捕虾。随着虾网的不断收拢，越来越多银
白色的沼虾在网中欢快跳跃。“我们这里是
六安地区养殖规模最大、技术最成熟的罗
氏沼虾特种水产示范基地！”基地负责人魏
军言语中很是自豪。

这一块靠近水库的 230亩洼地地势低
凹常年积水，难以耕作，一直是庙岗集村干
部们的一块心病。随着乡村振兴政策的深
入推进，村支书赵东带领村两委四处观摩
学习，通过不断探索，利用此地的优良水
质，因地制宜引进高附加值的罗氏虾养殖
产业，进一步拓宽了当地村民的致富之路。

罗氏沼虾是一种大型淡水虾，具有生
长快、食性广、肉质营养成分好、养殖周期
短等优点，素有淡水虾王之称。“罗氏虾的

养殖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锅
炉苗’，罗氏虾幼苗时期需要恒定的水温，
这就需要我们人工给它创造一个舒适的环
境……”养虾三年，魏军已经变成了一位水
产养殖“土专家”，对于前来学习的养殖户，
魏军总是倾囊相授。

罗氏沼虾示范基地的建立为庙岗集村
的村民带来了新的收入来源。每逢收虾高
峰期，每天都有40多位村民在此务工，村民
翁先友也在其中。“以前我们只能出去打打
零工，养虾基地建立以后，我们在家门口就
近务工，还能顺便学习养殖经验，现在我自
己也养了10亩‘一稻两虾’，收入比以前好多
了。”“一稻二虾”共养是魏军和村民们探索
出来的养殖新模式，是在稻田先养殖小龙
虾，5月份小龙虾收获后，利用优质的稻田环
境，继续养殖利润更高的罗氏沼虾，实现一
年三收，进一步增加稻田的综合收入。

近年来，霍山县践行“两山”理念，大力
推动乡村振兴，越来越多的有为青年开始
返乡创业，在农村这块广袤土地上热火朝
天地搞起了科学种植、特色养殖。

庙岗集村现有种养殖大户20户，其中水
稻种植大户 6户（1500亩），养蚕大户 4户
（1000亩），水产养殖5户（1000亩）。谈起庙
岗集村这些年的变化，赵东很是骄傲，“各级
党委政府对我们发展产业都大力支持，每年
不但举行各种种植、养殖技术的培训，还经
常带着我们出去观摩，学习先进经验。这些
年我们村涌现了一大批有知识、懂技术的新
农民，现在村里不仅有养虾的，还有养鸡、养
蚕、养鱼的……”在赵东看来，在市场千变万
化、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一家一户农民单
打独斗已经很难适应，村两委只有积极发挥
党建引领和先锋示范作用，才能真正实现村
村有产业，户户有发展。

产业延伸 桑菊并茂添财源

霍山县拥有“金山药岭名茶地，竹海桑

园水电乡”的美
誉，下符桥镇与
相邻的与儿街、
但家庙三个乡镇
都是全县有名的
蚕桑大镇。下符
桥镇现有优质桑
园 1100 亩，仅庙
岗集村就有 950
余亩。

“ 我 们 下 符
桥镇素有栽桑养
蚕的传统，养蚕
季节我们需要大
量的桑叶，但是
在蚕结茧后桑园
进入空窗期，蚕
户手里大量富余
的桑叶不知如何
处理只能任其荒
废，现在我们就
利用本地丰富的

桑林资源开发桑叶茶。”2020年，庙岗集村
利用闲置的小学旧址招商引资成立了飞腾
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机器轰鸣声中，公司负
责人杨楷抓起一把刚刚杀青出炉的桑叶茶
介绍着。

“《本草纲目》中称桑叶为‘神仙草’，
又有人称之为‘长寿茶’，富含人体 17 种
氨基酸、粗蛋白和粗脂肪，是国家卫生部
确认的药食同源植物，被国际食品卫生
组织列入‘人类 21世纪十大保健食品’之
一。桑叶茶用开水冲泡，清澈明亮，清香
甘甜，鲜醇爽口，特别对于‘三高’人群是
极受欢迎的保健茶。”谈起自己的桑叶
茶，这位 27岁的年轻人头头是道。

“我们新鲜桑叶收购价是 0.5元一斤，
大部分村民一天就能采摘 300 斤以上。
凭此一项，一位村民每天就可以增加近
200元收入。公司年生产桑叶茶 30吨，荷
叶茶 15吨。产品大部分都是提供给下游
的花茶企业做深加工，销路不用愁。”杨
楷介绍说。

今年，飞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在庙岗
集村流转了 60 亩桑树种植基地，每年可
以为庙岗集村提供 30 余个工作岗位，解
决养蚕户富余桑叶约 40 万斤，增加村民
收入 16万元。

“把酒话桑茶”“采菊东篱下”。今年庙
岗集村新种植的 50亩金丝皇菊也长势喜
人。站在村里一望无垠的菊花基地边，赵
东脸上洋溢着满意的笑容，“下个月，这片
基地的菊花就可以采收了。预计亩产80－
120斤干花，每斤市场价格在50至60元，村
级集体经济收入将增加 15万左右。通过
这几年村两委的带头发展，老百姓都尝到
了科学种田、抱团发展的甜头。”

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庙岗集村整
合分散耕地和闲置土地，积极引导种养
大户、致富能手加入专业合作社，通过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方式，改变农民

“单兵作战”，减少农民个体经营风险，增
强市场竞争力，村级集体经济呈现出欣
欣向荣景象。现在的庙岗集已经成为全
县有名的鱼米之乡、果蔬基地和生态文
明村。2012 年，庙岗集村老百姓收入只
在 3千元左右。2021年，该村的人均收入
已经达到 2万元，村级集体经济也已经突
破 50万元。

农旅融合 绿色发展新格局

走进庙岗集村安徽顺驰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的火龙果种植大棚，一颗颗成熟
的玫红色果实悬挂在长满尖刺的碧绿枝
条上，让人垂涎欲滴，前来体验生态采摘
的游客络绎不绝。

“这是我们 2018 年从台湾引进的新
品种‘软枝大红’，果实颜色特别鲜艳，果
肉密实甜糯。火龙果是最受欢迎的热带
水果之一，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含有蛋
白质、膳食纤维和各种微量元素。这种
低糖水果对防止血管硬化、排毒护胃、美
白减肥、预防贫血都有很好的功用。”基
地负责人沈守伍热情地切开几个艳红的
火龙果请大家品尝。

目前，庙岗集村共有火龙果基地 86
亩，正常成熟挂果后，从 5月到春节期间，
一年可多茬采摘。火龙果产业给乡村经
济带来了发展生机，更给当地农户带来
了致富希望。

“我们火龙果是有机农业，不施化肥，
也不用农药，但是需要大量劳动力。基
地成立之初，我们就在庙岗集村签约帮
扶了 24 个贫困户，如今他们都成功脱贫
了，每户年增收 8千到 4万元不等。2020
年一年，我们仅发放务工村民工资就发
了 72 万元。”对于采摘园的未来，沈守伍
自有一番打算，“下符桥镇正在打造瓜果
小镇，这种原产于热带的火龙果能在我
们皖中栽培成功，肯定能吸引更多游客
前来采摘体验。”

红红火火丰收季，满枝尽挂致富果。
葡萄园、蓝莓园刚刚进入采摘尾声，火龙
果基地又接来游客高潮；镶金嵌玉的稻
田正在抢收，村里的休闲垂钓农庄门庭
若市。庙岗集村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发展理念，走科技兴农、产业兴农、
集约兴农之路，也为山区农村迈向现代
农业、休闲农业和高附加值农业探索出
了一条因地制宜的新路子。

“我们一方面要更好发挥政府引导作
用，利用好下符桥丰富的水、地资源和便利
的交通条件，大力发展种养殖业，着力打造
花果小镇，加快形成以农民为主体、企业带
动和社会参与相结合的乡村产业发展格
局；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开发下符桥独特
的红色文化、古色文化和绿色文化，发挥乡
村生态涵养、休闲观光、文化体验等多种功
能，推动文旅融合、农旅融合，不断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带动老百姓年年增收，共同致
富。”下符桥镇镇长苏小双对小镇的未来充
满了憧憬。 （葛书晚 陈 波）

本报记者 许永军 □ 方 敏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美丽的杭州西子湖畔品正宗
的西湖龙井，是很多海内外游客最惬意的事。

最近一支名为“九曲红为媒”的创新营销推广团队吸
引了人们的注意，团队的成员是杭州的一群大学生，他们
把这款产自杭州的九曲红梅茶的销售做得红红火火，引起
广大茶友们的好奇：“难不成还有人班门弄斧，在西湖龙井
面前秀茶道？”

九曲红梅有近两百年的历史，它的传统制作技艺分别
于2006年和2009年被收录于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浙
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静卧在杭州钱塘江与西
湖之间的大坞山地域是杭州名茶之一“九曲红梅”的发源
地。九曲红梅茶又称“九曲红”，是浙江省目前 28种名茶
中唯一的红茶，素有“万绿丛中一点红”的美誉。它有着悠
久的历史，获得不少金灿灿的荣誉，先后获1915巴拿马万
国博览会金奖、1929首届西湖博览会金奖、2019世界红茶
产品质量推选活动“大金奖”等。杭州的G20峰会、乌镇世
界互联网大会上也有她的身影。

近两年来，由于新冠疫情的反复，给全世界经济带来
巨大的影响，茶叶产业也受到波及，广大茶农世世代代茶
叶不愁卖的传统销售模式遭遇到了挑战，如何创造新的销
售之路，让茶农茶人茶企茶商转型升级，传承茶文化，成了
杭州九曲红梅茶业有限公司广大员工们的最大心愿。

“我们高职院校应该发挥人才优势，创新营销方法和
手段，助力茶村振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披荆开路，这是我
们的使命和责任。”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师生的加入，
无疑给九曲红梅带来了新的希望。

通过市场调查，师生们发现许多类似于杭州九曲红梅
公司这样的传统小微茶企，其产品相对单一，缺乏新产品
及衍生产品的开发，也缺乏针对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服务
与产品，许多公司公众号开通后却因缺人手而暂停使用。

许多茶企原通过参加国外展销会为主要推广销售渠
道，也因为疫情受到一定影响。而对于拓展内销，传统的
线下营销模式也受到疫情的影响。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是浙江省供销社系统的高职
院校，该校一直强调学以致用，非常重视对学生适应社会
能力的培养，该校电子商务、国际贸易、市场营销、传播策
划、文秘等专业的师生成立“九曲红为媒”创新营销推广团
队，运用专业知识与技术，积极研发新茶饮、运用新媒体，
从前期市场调研、参与新产品研发、设计产品包装的基础
上，开展该款新产品的创新营销推广模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据不完全统计，该团队师生利用暑期已完成营销该款新茶饮近7000
份，达到近 10万元的销售额。运用新媒体进行营销推广，比如抖音、视
频号、官方公众号的推广与运营等，完成原创推文及推文海报共2篇，短
视频发布2次，每篇推文阅读量达到近2000人次。

钟志银是国际贸易学院国贸专业的学生，整个暑期通过通过小程序
开展营销活动，取得不俗成绩，“我们能够参与非遗的传承，很自豪。”小
钟很激动。据了解，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在产教融合上将加大力度，
下一步该校将蓄力茶产业学院建设，校企合作促进茶艺和茶产业的人才
的发展和培养。

安徽霍山：百业兴旺秋色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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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几点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