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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砚

近日，“2023 年养老金认证时间提前，

退休人员必须在 1 月份完成待遇资格认

证，否则养老金将会停发”的传言引发广

泛关注，人社部发文辟谣，多地人社部门

发布公告予以澄清。近日举行的人社部新

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专门介绍了领取

养老保险待遇资格的认证方式，明确表示

认证在12个自然月内进行一次即可。

事实上，近几年，每到岁尾年初，类

似的不实消息都会出现。这背后是一些不

法分子为推送代办认证的虚假网站从中牟

利而推波助澜，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些

老年人面对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时的焦

虑情绪。

进行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是国际通

行做法，主要是为了防止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被冒领，维护基金安全。为提升便民服

务水平，2018 年 5 月，人社部门取消了领

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的集中认证，老年人

不必通过现场采集指纹信息、举着当天报

纸拍照等方式进行“社保年审”，也省去了

异地长途奔袭之苦。

目前，老年人可以通过大数据比对、

人脸识别认证和社会化服务认证三种方式

进行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2022 年，全

国约有 1/3 的退休人员通过大数据比对的

“无打扰”方式完成了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

证。不过，大多数退休人员依然需要完成

相关认证操作。

录入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短

信验证码⋯⋯现实中，初衷是让老年人少

跑腿、少折腾的线上认证，却让一些玩不

转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犯了难。人脸识别认

证的程序对于不少老年人来说较为复杂。

下载 App、录入相应信息，认证人做眨

眼、转头等微表情，年轻人几分钟就完成

的操作过程，有些老年人往往“寸步难

行”，如果没有子女或工作人员协助，很容

易遭遇认证“卡壳”。虽然老年人也可以选

择预约上门认证，但基层部门也面临人手

不足等问题，不可能全部指望工作人员上

门服务。

其实，除了养老保险待遇认证，在看

病就医、政务服务、出行打车、消费付款

等生活场景中，一些老年人因为不会使用

智能设备，急得满头大汗的窘境时有发

生。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末,中

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8 亿人,占全国人口

的19.8%。预计“十四五”时期，这一数量

将突破3亿，占比将超过20%，届时我国将

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毫无疑问，在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

加深的当下，包括养老保险待遇认证在

内的民生服务都应该多一些老年视角、

老年思维，让“适老化”成为民生服务

标配。可以想见，当人性化、有温度的

服 务 让 老 年 人 不 再 为 “ 网 ” 发 愁 、 被

“码”所困，上述新闻中的传言也就没有

了传播土壤。

技术赋能，民生服务的创新不应成为

老年人的烦恼。一方面，制度设计要多费

心思，提升线上服务的“适老化”，化解老

年人办事难、办事繁、办事慢的痛点，同

时，线下服务发挥兜底作用，特别是在上

门服务、面对面服务过程中，对老年人多

些耐心和同理心；另一方面，智能设备的

研发应多动脑筋，提供“老年友好模式”

等。

让群众少跑一趟、少些为难，各类民

生服务都应该考虑得更细致、更周到，既

要利用先进技术提升工作效率，也要考虑

现实需求让群众更方便，千万不能让服务

群众变成折腾群众。当民生服务更加多元

化、精细化、人性化，我们的社会无疑会

更有温度。

“适老化”能否成为民生服务的标配？“适老化”能否成为民生服务的标配？

搭载着370多名云南务工

人员的“惠州号”“务工专列”近

日从昆明开出。今年春节以

来，云南省人社部门通过组织

1460多趟“务工专车、专列、包

机”等“点对点”运输服务，已帮

助 4.93 万名农村劳动力实现

转移就业。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助推劳务输出助推劳务输出

张悦

“大年初二，家里的小院热闹非凡，

奶奶坐在门口和儿孙们有说有笑；大年初

六，院子里只剩奶奶独坐门前。”近日，

一名网友分享的视频戳中了无数人的泪

点。春节，留守老人们收获了久违的团

圆。对老人来说，难得一见的背后是一整

年的思念，提前准备的日子里是对团聚满

满的期待，精心调制的饭菜中是对孩子们

的宠爱，看到孩子们回家就是最大的幸

福，能和儿孙们说笑是难得的欢乐。这几

天子女孙辈陆续离家返程，老人在他们的

后备箱塞满了大包小包。只是后备箱装满

了，留守老人的院子却空了。

网络上，一幕幕离别的场景感人至

深，返程中的网友无不落泪，这泪水中饱

含对老人的不舍、心疼、感动，但另一方

面也说明，孩子们平时确实难得回家。子

女离家越来越远，回家越来越少，但社会

的老龄化越来越严重，老家的留守老人也

越来越多。网友视频中“院子里只剩奶奶

独坐门前”，恐怕是留守老人在春节之后

的真实写照。老人们虽然总是不愿意给人

添麻烦，但在生活中处处遇到障碍，生活

起居、就医看病、线上购物⋯⋯年轻人看

起来无比简单的操作往往就是老人的绊脚

石。更令人担忧的是，留守老人的生活通

常是孤单的、无助的甚至是空虚的，很容

易给他们带来心理问题。据报道，留守老

人精神空虚、孤独感严重成为普遍现象。

让留守老人安度晚年，孩子们平时也

该回家看看。回家，本不需要什么特别的

理由，父母期盼的眼神、永不停止的爱

意、曾经的点滴回忆就足够让人牵挂。随

着老人年龄日益增长，子女更该传承孝老

敬老的美德，尽量抽时间多回家看看，才

不至于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终生遗憾。

常回家看看，也是国家法律的要求。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与老年人分开居

住的赡养人，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

人。常回家看看，是子女的义务和责任，

也能带给老人更多关爱。评价一个社会幸

不幸福，很重要一点是看老人幸不幸福，

常回家、多陪伴，老人才有更多幸福。

当然，对于不少子女来说，不是不想

回家，而是没有时间甚至难以回家。国家

规定的带薪休假制度在部分用人单位的落

实情况不如人意，也是阻碍回家的一大原

因。要让子女常回家看看，首先就得让他

们能回家看看。该保障的权益必须保障

好，该有的假期要落实好，没有后顾之

忧，子女才能经常回家、放心回家。

“ 找 点 空 闲 、 找 点 时 间 ， 领 着 孩

子，常回家看看”，唱出了多少老人的期

盼。春节的相聚固然美好，但常回家看

看不只在春节。如今交通便捷了、网络

提速了，平时记得多打打电话，让老人

的牵挂有个回应；有空记得回家看看，

让老人的期待有个着落。

常回家看看不只在春节

高维

寒假期间，违规竞赛隐有露

头之势。教育部日前发布提醒：

凡未列入教育部公布的《2022—

2025 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

性竞赛活动名单》的均属违规举

办的“黑竞赛”；所有竞赛的结果

均不得作为中小学生招生入学依

据，也不得作为中高考加分项目。

这个提醒释放了两重信号：

一是正本清源，不在白名单内的

均为“黑竞赛”，便于甄别“李逵”

和“李鬼”；二是重申竞赛加分与

升学脱钩，“所有竞赛”这一表述

俨然一记重锤，不仅呼吁人们摒

弃对“黑竞赛”不切实际的幻想，

更是旨在让正规竞赛回归育人初

衷。

竞赛加分政策的初衷，本在

于选拔特殊人才、促进全面发展，

并在实际中产生积极作用。但揆

诸现实，近年来其弊端越来越凸

显，乱象层出不穷：出于“掉队恐

慌”，一些家长趋之若鹜，学科竞

赛成了“鸡娃”主战场；为求“隐形

加分”，一些父母通过暗箱操作，

动用资源为子女弄虚作假，严重

损害教育公平；一些培训机构巧

立名目、招摇撞骗，极尽贩卖焦虑

之“能事”⋯⋯

不难想见，只要附于竞赛之

上的功利心不革除，哪怕高昂的

花销超出了承受能力，即使明知

培训机构资质存疑，不少家长还

是会选择宁缺勿滥。“黑竞赛”经

多年整治依然死灰复燃，根源便

在于此。教育部的文件中“共同

抵制”的字眼，也显示了猛药去疴

的紧迫性。

取消竞赛加分，既是民之所

盼，也是政之所趋。去年 3 月修

订的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

活动管理办法要求，原则上不举

办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竞

赛活动，竞赛证书需标注“不作为

中小学招生入学依据”等字样。

2022 年 9 月，教育部明确已取消

的五类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中，

就包括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和科

技类竞赛。

同时也要看到，上述一系列

举措意在“釜底抽薪”，保证绝大

多数人在升学赛道的起点公平和

过程公平，并非因噎废食否定竞

赛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从个人成

长来说，回归理性、以兴趣为导向

的竞赛，的确可以激发学有余力

的学生的能力，从中发掘专长、发

展专长。

进一步看，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与普遍性的教育公平也不全然

矛盾。以教育部此前公布的白名

单为例，有关负责人曾表示，名单

中新增了一批与芯片技术、卫星

导航等高精尖科学技术有关的竞

赛，正是着眼服务解决“卡脖子”

问题。这与 2020 年起实行的强

基计划改革的内在逻辑也是一致

的，既是切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也

是“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

取”核心原则下的积极探索。

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让

竞赛与升学绝缘不可能一步到

位，还需进一步在实践中继续完

善，推进人才培养和选拔规范化、

科学化，更好地平衡保证公平与

鼓励个性。

竞赛不加分
公平多一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