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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以 来 ，为 应 对 经 济 下 行 压
力加大和疫情冲击 ，我国在社保方
面制定实施了“降缓返补”一揽子政
策，力求降低企业成本，稳市场主体
稳就业。

从效果来看，仅延续实施阶段性
降低失业、工伤保险费率一项政策，
1—7 月已为企业减负超过 1000 亿元。
针对餐饮等 5 个特困行业、汽车制造
业等 17 个困难行业企业、受疫情影响
严重地区生产经营出现暂时困难的所
有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施的
阶段性缓缴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会
保险费一项政策，截至 7 月底，已共缓
缴 494亿元，60多万户企业受益。

同时，提高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标
准，1—7 月，已向 667 万户企业发放稳

岗返还资金 397 亿元。此外，中高风险
疫情地区和五个特困行业的参保企
业，新增失业保险留工补助政策，政策
实施三个月以来，共向 291万户企业发
放补助资金 135亿元。

人社部养老保险司负责人亓涛表
示，下一步将密切跟踪关注各地缓缴
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情况，及时研究
解决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
题。实现缓缴社会保险费“即申即享”，
积极推行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和留工补
助“免申即享”等。

据人社部数据，近年来，我国先后
7 次降低社会保险费率，5 项社会保险
费率总水平从 41%降至 33.95%，单位
费率由 30%降至 23.45%，企业社保成
本大幅降低。

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5.1万亿元，人社部：能保证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十年增2.5亿
中共中央宣传部 8月 25日举行“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尽管

经济下行叠加疫情影响，但我国仍按照 4%的比例调整退休人员养老金，目前增发的养老金已发放到位。
针对外界关心的养老金能否按时足额发放的问题，人社部养老保险司负责人亓涛给出了一组数据。
2021 年，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4.4 万亿元，基金支出 4.1 万亿元，当期收支总体平

衡，略有结余，今年以来，基金仍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针对省份间的不平衡，今年 1月，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启动实施，上半年已完成 1240亿元的

资金调拨，支持了困难省份的养老金发放。
结余方面，当前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5.1万亿元，有较强的保障能力。此外，中

央财政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力度持续加大，今年达到 6500 亿元左右，并重点向西部地
区和老工业基地倾斜。全国统筹实施后，还建立了地方财政的投入机制。

从长远来看，亓涛表示，全国社保基金有超过 2.6万亿元的战略储备，中央层面已划转国有资本 1.68
万亿元充实到社保基金中。下一步还将综合采取一系列措施，能够保证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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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副部长李忠介绍，过去十年，我国就业
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在 14 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了
比较充分的就业，城镇调查失业率总体低于预期控
制目标。

数据显示，过去十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年均超过 1300 万人，十年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1.3 亿人。2021 年城镇就业人员占比超过六成，比
2012年提高了 13.8个百分点，城乡就业格局发生历
史性改变。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从 2012 年的 36%提升
到 2021 年的 48%，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就业最大“容
纳器”，逐步形成了三次产业“倒金字塔形”的就业
结构。2021 年城镇单位人员工资较 2012 年增长了
一倍。

此外，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
点群体就业平稳，十年来，8000 多万高校毕业生总

体就业水平保持稳定，农民工总量增至 2.9亿人，脱
贫劳动力外出务工规模保持在 3000万人以上。

李忠表示，我国就业局势长期保持总体稳定，
同时，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就
业总量压力长期存在，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不确
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就业工作仍面临不小挑战。

谈及下一步“稳就业”的具体举措，李忠表示，
首先要着力稳定扩大就业岗位，推动财政、货币、产
业等政策支持稳就业，支持市场主体稳岗扩岗。同
时，推进创业带动就业，加大对初创实体帮扶力度，
完善用工和社保政策，支持灵活就业健康发展。针
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
实施分类帮扶、精准施策，构建多元化的帮扶体系。
此外，健全就业失业服务管理制度，大规模开展职
业技能培训；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巩固根治欠薪
工作成果。

针对今年毕业生遭遇的“就业难”，人社部将高
频组织线上线下招聘活动，提供岗位推荐、职业培
训或就业见习机会。

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张莹坦言，今年以来，
部分地区疫情散发，出现市场岗位需求减少，部分
招聘求职活动取消或延后，一些青年的求职就业出
现了新的困难。

针对青年人遭遇的“就业难”，将出台哪些措施
“稳就业”？张莹表示，下一步将运用就业补贴、担保
贷款、税费减免等多种政策，鼓励企业更多吸纳就
业，并支持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同时，高频组织线
上线下招聘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提供职业指
导、岗位推荐、职业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组织有需
求的青年参加学徒培训、新职业培训，增强他们的
经验和技能。

对未就业的困难毕业生，将开展结对帮扶，实

施“一人一策”，优先推荐岗位信息、优先组织参加
就业见习和职业培训。对一些长期失业青年将实施
就业启航计划，开展实践引导和分类指导，组织他
们尽快就业。

同时，持续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坚决
查处就业歧视、“黑中介”、虚假招聘等违法行为，畅
通投诉举报渠道，保障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的合
法权益。

此外，取消公共机构就业协议书签章，取消毕
业生到公共机构办理报到手续，延长档案转递和落
户办理时限，推进体检结果互认等，简化就业手续。

据人社部数据，过去十年，我国高校毕业生总
量持续扩大，就业率保持较高水平，8000 多万高校
毕业生总体就业水平保持稳定。与此同时，高校毕
业生就业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并存，就业工作仍
面临挑战。

人社部将高频组织线上线下招聘活动

十年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3亿人

1—7月阶段性降低费率为企业减负超千亿

据新京报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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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话

指甲长了，我们得剪，否则藏污
纳垢实在有碍观瞻，并且做起事来也
不方便。我们现代人剪指甲，用的是
指甲刀，它小巧方便，可随身携带，走
到哪儿都能剪。那么，古代没有指甲
刀，古人怎么剪指甲呢？

虽然中国古代有所谓“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但指甲总是要剪的，甚至
头发也是要剪的，并且古人认为指甲
这个东西不是个好东西！“甲为筋之
余，甲不敷截筋不替”，意思是说，指
甲是血肉凝滞之物，如果长长了不及

时修剪，会阻碍身体内的浊气排泄，
从而引发一些疾病。

从历史记载以及考古发现来看，古
人剪指甲主要有两种办法，或者说主要
用到两种工具。第一个办法是削，用的
是刀，这在剪刀还没发明前，是“剪”指
甲的主流工具，再往上追溯就是用石头
磨；第二个办法是剪，用的是剪刀，考古
发现，剪刀在中国商朝就已发明，当然
主要不是用来剪指甲的，它是一种社会
劳动工具，剪指甲是它的副业。

有 了 剪 刀 ，刀 是 不 是 就 退 休 了

呢？并没有。扬州三把刀，其中一把就
是修脚刀。即便到了现代社会，仍有
人修脚。说到这里，不得不联想到一
个问题：指甲刀是什么时候发明的？
谁发明的？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指甲
刀最早出现是在 20 世纪，至于是谁
发明的则没有明确记载。

其实，按想象推测，“剪”指甲的
办法演变应该是这样：最早的肯定是
咬还有磨，动物至今如此；随后是削；
再后是剪；最后是指甲刀。

本文原载“蒂华纳聊历史”

古代没有指甲刀，古人怎么剪指甲

在攸县东乡兰村塔前，有一个叫大
屋的小地方，二十来户人家，全是贫下中
农，人民公社时是一个生产队，现在是一
个村民小组，方圆几百米，一声哨子吹，
都能听得到。而就是这个小屋场，新中国
成立前夕，竟加入了 8 名中共地下党员，
占当时屋场总户数的三分之一、总人口
的 8%多，可称得上是红色种子之地。

这 8 名中共地下党员是：谢中道、谢
石恩、谢寿春、谢寿松、谢绍光、谢如舒、
王明生、谢德林。他们加入地下党以后，
有的成为地下党组织基层骨干，有的积
极做好地下情报工作，有的打入国民党
保甲组织掩护身份发动群众，有的参加
筹粮支前和剿匪活动，均为建立新中国
和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一定贡献。

发展组织，壮大队伍。大屋组的中共
地下党员，是由本屋场最先加入地下党组
织的谢中道、谢石恩发展的。谢中道是文
化人，新中国成立前夕做小学教员，他在
结识攸县籍涉外文化人尹晖、尹蔚起等进
步人士后，接受革命道理和进步思想，被
介绍加入地下党组织；谢石恩是苦大仇深
的种田人，由中共地下黄丰桥区工委负责
人以读书识字为由直接选拔和培养，发展
为中共地下党员。二人经过组织上融合
后，依据本屋场的阶段基础和熟悉的人缘
关系，决定就地发展组织，开展地下活动。
经过深思熟虑，选择发展了小生意人谢寿
春、挖煤人王明生、社会接触较广的谢绍
光、机灵青年谢寿松，让他们利用货郎走
乡串户、煤窑上挖煤挑煤人来人往、接触
社会人多的机会开展情报工作，发展了无
挂无牵的独身人谢如舒和为人忠厚老实
的谢德林作为联络员。同时以谢德林家地
处后山脚下又是单家独户作为秘密活动
点，还以他家山边有个树木草坪易聚易散
的隐秘场地为随时碰头点，加强地下联
络。如有次深夜，他们集中商量筹粮支前
之时，被地探怀疑报了警。得到哨卡信息
报告后，便一袋烟工夫在山上躲藏起来。

结果，让敌警扑了空，不仅责骂地探是谎
报军情，还痛打了他一顿。此后，地探也不
敢乱说乱动。

收集情报，传递信息。谢石恩入党
后，最初担任兰村地下党支部情报员，负
责给黄丰桥区工委和峦山、官田两个地
下党支部传送情报，后担任兰村地下党
支部副书记。他一方面编织小情报网四
处打听情报，另一面自己白天从煤窑上
挑脚炭到官田出卖，以此作掩护传送情
报，还在晚上把情报和传单、标语送和贴
出去。每次都要爬山越岭，步行几十里羊
肠小道。往往深夜才回家或整夜不回家，
母亲担心地问了又问他，他以多读书识
字为借口，说服母亲，并向家人亲人保
密。做地下情报工作风险很大，有次深夜
他被便衣队怀疑跟踪开枪追赶，他机灵
地摆脱便衣钻进树林，躲进小窑洞才逃
过一劫。由于他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好，每
每得到了上级好评。1949 年夏天，东乡匪
首邓戈安插侦探李白芬，在兰村以理发
伪装收集地下党人员和游击队员名单，
企图捕捉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6 月 22
日，上级党组织密令他们除奸。他们迅速
通过小情报网信息，在 2 名游击人员的
协助下，于 23 日凌晨就将李抓获，收缴
了其收集的几十名地下党和游击员名
单。在地下游击队转移的紧急关头，将李
秘密处决，确保了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
的安全，上级党组织大加称赞。

筹粮支前，迎接解放。攸县解放前
夜，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的消息传到地
下党黄丰桥区工委，区工委指示各地下
党支部转向组织群众支前，解决地下游
击队和即将到来解放军的粮草之需。大
屋中共地下党员以谢石恩为首，积极投
入筹粮夺粮支前活动，以度荒为名发起
向当地大户借粮，到乡公所田赋粮仓夺
粮。谢石恩带领他们首先来到塔前找囤
粮大户谢春先借粮。谢春先听后暴跳如
雷说：“要粮一粒也没有，要人你们抬棺

材来”。谢石恩当场理直气壮地反驳他：
“我们不是土匪，是农民派来的代表，如
果不肯借粮，后果你自己负责”，随即召
集大家商量，由几名地下党员分头走亲
戚、找朋友，连夜在几个片组织发动，次
日凌晨，周围 100 多人挑着箩筐，一齐拥
入谢春先家。见势不妙，谢春先当即松口
愿意出粮，一次就筹粮 50 担。此后，他们
又参加乡公所粮仓和漕泊粮仓等多次夺
粮，夺粮总数达 400 余担。按照区工委的
指示，这些粮食三分之一分给了当地贫
苦农民度荒，三分之二运往前线支援解
放军进驻攸县。

禁赌抓赌，参加剿匪。谢中道经过组
织批准，打入国民党乡公所当上保长后，
为了清正民风，便名正言顺地禁赌。他以
小学教员身份，教育学生劝导家人不参
赌，以保长身份向群众宣传不聚赌。还在
保内组织小分队抓赌。本屋场的其他地
下党员及时向他告知涉赌信息。做到本
屋场没有开庄窝赌的，没有聚众参赌行
为。周围有聚赌者都闻谢保长而丧胆，弃
场而逃。从而使得当地没有赌风盛行，群
众一片叫好声。

1949 年 8 月 14 日，攸县宣布解放以
后，军统特务邓戈的反共武装，龟缩到深
山密林的黄丰桥广寒寨上负隅顽抗。9月
14日，解放军一团和县警卫大队，配合包
围进剿，东乡地下党组织和当地群众近
千人参战。受地下党组织安排，大屋地下
党员谢如舒、谢寿松等人参加到这场剿
匪战斗中。谢如舒凭借爬山轻车熟路，勇
敢地进山搜索。当时被伪军委任的伪县
长王定中携家眷亲人，也潜逃到了寨上。
当他逮到一匪兵，让其带路到暗室抓土
匪时，王定中的内侄刘克刚躲在屋内，谢
如舒见他是个青年，便即刻把他带给了
解放军。解放军指战员询问了解到刘是
无辜后，启发教育他当即参加了人民解
放军。剿匪结束后，谢如舒加入了县警卫
大队，谢寿松当上了人民公安特派员。

中国古人为什么竖着写字，而且由右向左写？在今人

看来，写字的右手总是把已经写好的文字给掩盖住，而且

右手腕或者衣袖还会把未干的墨汁碰糊。于是，古代人写

字时要提腕，甚至要用左手管住右衣袖，这造成了很大的

不方便。但如此不便，为何写字还是从右向左呢？

古代最早是在竹简上写字

古人之所以竖着写，是因为在造纸术发明以前，古人

是在竹木简牍上写字的。竹木简牍都是窄长的竹木片，用

绳串起来可卷成册。“册”字就是简牍的象形字，而打开卷

册自然是右手执端，左手展开方便。所以，书写也就是自

上而下，从右往左了。古时竹简的书写，是一片片单片写

好后再装订的。

汉字的特点和人的书写习惯

从汉字的特点和人的生理习惯来看，一个字的笔顺

自然是从上至下来、从左到右方便。如果从右往左横写，

写左半部时，毛笔势必挡住右半字形，不便于安排结构，

影响结字的美观。而每个汉字的末笔都是在中下或右下，

写完上一字的末笔紧接着写下一字的起笔，竖式书写比

横式书写更便于笔势的连贯。

古人以右为尊

汉字书写的自上而下，自右而左，也反映了古人的尊

卑思想。古代，上为君，为父母；下为臣，为子女。右为大，为

尊，左为小。有一个成语叫“无出其右”，语出《史记·田叔列

传》：“上尽召见，与语，汉廷臣毋能出其右者”，“无出其右”

的意思是没有能超过他的，这也显示出了“右”之尊。

跟在石头上刻字有关

阿拉伯文、希伯来文也都是从右向左书写的，据说这

与古代人在石头上刻字有关，对于一般人来说，左手拿钎

子，右手拿锤子，刻字的方向自然是从右向左的。

写字的便利性

人的左脑主管语言逻辑，而脑与肢体是交叉对应的，所以

多数人右手写字较自在。古时候人写字都是像大家都知道的

一样：是用竹简，并且没有桌子，是以手持简。右手执笔，左手

持简。右手写了一竖行，左手放一点，竹简垂下一点，正可以晾

干刚写好的字。所以，古人从右向左写字，也是出于方便。

本文原载“中国少年国学院”

红色传奇：一个小屋场
8名中共地下党员

王厚成

本地特稿

古人写字为什么要从右到左？

文史博览

“党的十八大以来，是我国社会保
障制度改革力度最大、发展速度最快
的时期。”人社部副部长李忠说，我国
建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
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

统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
现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养老保险制度
并轨，建立企业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
剂制度，建立职业年金制度，出台个人
养老金制度填补多层次、多支柱养老
保险的制度空白……十年来，社保制
度体系建设不断完善。

社保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基本养
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会保险参保人数
分别从 2012年的 7 ．9亿人、1 ．5亿人、1
．9 亿人，增加到 2022 年 6 月的 10 ．4 亿
人、2 ．3亿人、2 ．9亿人。

待遇水平稳步提高。2012 年以来
连续调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
员基本养老金，2014 年以来四次统一
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全国基础
养老金标准。

管理服务水平显著提升。截至 6
月末，我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超过 13 ．6
亿人。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累
计访问量已超 36 亿人次，有效方便了

群众跨省通办、一网通办。
助力稳经济稳企业作用凸显。社

会保险费率 7 次降低，5 项社保费率总
水平从 41％降至 33 ．95％。为缓解新
冠肺炎疫情冲击，党中央部署实施力
度空前的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
费等政策，2020 年共为企业减负 1 ．54
万亿元。

就业与社会保障，一头连着经济
大局，一头连着千家万户。

十年来，亿万劳动者通过稳定就
业撑起一个个家庭的同时，自身合法
权益也得到有效维护，劳动者职业技
能素质持续提升，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不断加强。

社会保障体系可持续发展保障能
力持续增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
结余 6 ．9 万亿元，基金年度收支规模
超过 13 万亿元，市场化投资运营基金
超过 8万亿元。

“我们将坚持把就业作为经济社
会发展的优先目标，推动财政、货币、
产业等政策聚力支持稳就业，支持市
场主体稳岗扩岗，推进创业带动就业，
完善用工和社保政策，支持灵活就业
健康发展。”李忠说。

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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