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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务工劳动者越来越多，提高维
护自身权益的法律意识和技能显得极为
重要。外出务工者在打工过程中应从以
下方面注意，及时收集证据，通过正确
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一是要通过合法的职业介绍机构找
工作，要到具备法人资格的用人单位去
工作，并直接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
系。不要相信用人单位承诺在试用期满
后再订立劳动合同的谎言，因为试用期
包含在劳动合同内。

二是到用人单位工作时，应该弄清
楚用人单位的名称、详细地址、联系电
话、工资待遇等，并将工作地点和单位
名称及时告诉你的家人或朋友。

三是要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劳动合同是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存在
劳动关系的最有效证据，合同中必须明
确工作期限、工作内容、劳动条件、劳
动报酬、工伤保险等内容。若单位在用
工 30日内拒不签订或者故意拖延签订
劳动合同，要及时向有管辖权的劳动保
障监察机构举报或投诉。

四是要妥善保存好自己的相关证件
和工作证据，防止日后工资被拖欠维权
没凭证。特别是要注意保存好身份证、
劳动合同、上岗证、出入证、工资结算
单及出工考勤表等证件和证据。

五是用人单位拖欠工资时应及时向

用工所在地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递交或
者邮寄书面举报投诉材料。书面投诉材
料应写清楚被投诉单位 （建筑施工项
目） 名称、地址、经理 （项目负责人）
姓名；所从事的工种、工作起止时间、
拖欠金额、涉及人数；本人姓名及联系
电话，并递交工作证明材料（如劳动合
同）复印件和拖欠工资证明（如项目经
理出具的欠条、考勤表、工资发放表或
工资结算单）复印件。

六是坚持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在碰到拖欠工资等权益受到侵害的
情况时，劳动者可以通过双方自行协
商、申请调解、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司
法诉讼、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信访
等途径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切忌采
取过激行为和暴力手段，一定要依靠法
律途径来解决问题。否则，一时冲动不
但于事无补，还有可能因触犯刑律被追
究责任。 霍占楼

日前，省人社厅、财政厅印发了
《关于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
养老金最低标准的通知》，这是我市继
2014年7月调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后的再次上调。

《通知》要求，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在
原来标准的基础上，省、市财政新增加
每人每月 2 元，提高标准所需资金由

省、市财政 （按 6∶4 比例分摊） 补
助。上调后，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达到每人每月
82元，2017年 1月 1日起执行将有 39.7
万余名符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领取条件人员受益。此次增加的基础养
老金，不得冲抵或替代各地自行提高的
基础养老金。 郝卫东

城乡居民养老金标准再次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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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保险医疗待遇

（一）起付线：参保居民在一个保
险年度内住院 （含多次住院），只负担
一次大病保险起付线。大病保险起付线
为 1.5万元，参保居民一个保险年度内
住院累计发生的合规自付医疗费用超出
起付线以上部分由大病保险资金按比例
分段支付。

（二）分段报销比例：1.5万~5万
元 （含 5万元） 支付 50%；5万~10万
元 （含 10万元） 支付 60%；10万元以
上支付70%。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为
40万元。

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

困难群众大病补充保险的保障范围
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相
衔接。困难群众患病发生的住院医疗费

用，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按规定
报销后，由大病补充保险对个人负担的
合规医疗费用再次给予报销。

困难群众住院费用经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报销后一个参保年度内个人累
计负担的合规自付医疗费用，在大病保
险起付线以内（含）的部分，直接由大
病补充保险按政策报销；超过大病保险
起付线的部分，首先由大病保险报销，
剩余部分由大病补充保险按政策报销。

2017年全省困难群众大病补充保
险起付线为3000元，3000~5000元（含
5000 元） 部 分 按 30% 的 比 例 报 销 ，
5000~10000 元 （含 10000 元） 部分按
40%的比例报销，10000~15000元 （含
15000 元） 部分按 50%的比例报销，
15000~50000元 （含 50000元） 部分按
80%的比例报销，50000元以上按 90%
的比例报销，不设封顶线。

肖应力 李 杰

今年年初以来，市人社局围绕贫困
家庭做文章，四措并举狠抓落实，扶贫
工作实现良好开局，成效明显。

一是精心组织就业活动重点帮。以
“促进转移就业助力脱贫攻坚”为重
点，结合“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
等活动，以促进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
业为突破，通过广泛宣传、走访登记、
收集岗位、精准服务、落实政策、重点
帮扶等措施，帮助920余名贫困劳动力
就业。二是深入开展扶贫慰问暖民心。
春节前后先后到分包贫困乡、村等地开
展扶贫慰问活动，帮扶困难群众 60
户。三是会议交流扶贫经验树标杆。在
今年的全市人社工作会议上，对扶贫工
作进行重点安排部署，组织先进县区进
行大会经验交流，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

带动作用，促进扶贫工作全面落实。四
是开发公益性岗位精准扶。重点开发乡
村护路护绿、治安巡逻等公益性岗位，
专门用于安置贫困家庭中大龄劳动力，
送岗入户，精准对接。至今已开发 760
余个公益性岗位助贫困家庭早日脱贫。

同时，狠抓职业培训和创业培训，
提升贫困劳动力就业致富能力，共培训
贫困劳动力 1389人。目前，全市建档
立卡贫困劳动力 9500余人，已实现转
移就业 5145人。此外，积极推进困难
群众大病补充保险工作，努力实现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大病补充保险应保尽保。
由于工作措施扎实、推进有力，我市在
省人社系统脱贫攻坚推进会上做了典型
发言，市人社局被市委市政府评为服务

“三农”工作先进单位。 黄晓刚

漯河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一）

多措并举抓落实 扶贫攻坚显成效

清明时节，细雨霏霏。3月30日下
午，市审计局组织全体同志来到市烈
士陵园祭扫革命先烈，传承革命先辈
遗志。整个活动以扫墓献花的方式寄
托哀思。春寒料峭，全体同志冒着细
雨向革命先烈默哀三分钟，瞻仰烈士
纪念碑，并深深鞠躬以表深切的哀
悼。市审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冠
东同志代表全体同志致悼词并献上花
篮。

本次活动使审计干部更加直观地
感受烈士为自由和平不畏牺牲的革命
精神，加深对责任与使命的理解，增
强对国家、民族和审计事业的历史责
任感和使命感，坚定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张大红 黄 赟

本报讯（记者 张晓甫） 4月 4日，
记者从市农业局获悉，去年我市围绕粮
食生产核心区建设，以粮食生产能力稳
定提高为目标，按照“保粮田、保面
积、保产量、保收益”的总要求，去年
一年全市完成总投资1.54亿元，新增高
标准粮田面积10.11万亩。

我市在 2012年正式启动实施了高
标准粮田建设工程，规划到 2020年建
成 162.5万亩“田地平整肥沃、排灌设

施完善、农机装备齐全、技术集成到
位、优质高产高效、绿色生态安全”的
高标准永久性粮田。几年来，我市以大
力实施高标准粮田“百千万”建设工程
为抓手，按照“渠道不乱、性质不变、
统筹安排、集中使用、各负其责、各记
其功”的原则，有效整合中低产田改
造、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增千亿斤粮食
田间工程等涉农项目资金，统一安排，
集中使用，统筹推进田间基础设施建

设。目前已累计建成119.21万亩“田成
方、林成网、路相通、渠相连、旱能
浇、涝能排”的高标准粮田。

截至目前，我市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199.8万亩，旱涝保收田面积达到179.8
万亩，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 80%和
72%；已建成高标准粮田现代农业气象
科技示范园4个、乡村气象信息服务站
34个，为近两年抗灾夺丰收发挥了重
要的支撑作用。

我市去年新增高标准粮田10万多亩
市审计局

清明祭英烈

春暖花开，气温回
暖，公园、广场、景区等
公共场所成市民外出踏青
赏景的好去处。然而，有
些游人却忘记了文明，攀
折树枝、采摘花朵、踩踏
绿地、乱丢垃圾，给美丽
春色增添一些不和谐音
符。

本报记者 王海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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