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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让广大群众饮食用药无安全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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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

月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听取办理人大代

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

情况汇报，更好接受监督

推进科学决策；部署建立

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

长效机制，切实维护农民

工合法权益；通过“十三

五”国家食品和药品安全

规划，有效保障人民健康

福祉。

公开回应提案让百姓
关注监督

会议指出，办理好人

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

提案， 是政府汇聚众智、

回应民生关切、推进依法

行政的重要体现。去年国

务院各部门共牵头办理

全国人大代表建议 7873

件、 全国政协委员提案

3862件， 分别占总数的

91.5%和90.9%，在出台相

关 政 策 措 施 时 吸 纳 了

3000余条意见和建议，有

力推动了政府各方面工

作。今年各部门要创新举

措，进一步提高办理质量

和实效。一是把建议提案

办理作为常态化年度重

点任务，强化督办考核，按

时保质完成。 对涉及情况

复杂的建议提案， 要深入

研究，抓紧办理。二是通过

在线调研、实地访谈等，加

强与代表委员沟通。 对建

议提案的答复要摈弃空话

套话， 凡有承诺的都要确

保落实。三是从今年起，对

涉及公共利益、 社会广泛

关注的建议提案， 承办单

位原则上都要公开答复全

文，及时回应关切，接受

群众监督。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汪玉凯表示， 根据规定，

每年两会上人大代表提

出的建议和提案都要经

过国务院相关部门的答

复回应，然而过去大部分

都是通过内部进行回应

并向社会做整体办理情

况的介绍，具体个案一般

不向社会公开。这次国务

院常务会议提出“对涉及

公共利益、社会广泛关注

的建议提案，承办单位原

则 上 都 要 公 开 答 复 全

文”， 要求与百姓切身利

益相关事项建议的政府

答复情况向社会公开，增

加了第三方社会力量的

监督作用，过去可能更多

的是提交提案建议的本

人进行监督。

“按照这个要求公开

之后， 代表和委员提出的

建议和提案产生的社会影

响力会更大。” 汪玉凯认

为，通过公开，让百姓关注

和监督， 可以让过去难以

解决的一些问题更好的得

以解决， 同时也让百姓对

政府的工作作风、 思路等

做出正确地评价。

建立拖欠工资黑名单
制度

会议认为， 要进一步

压实责任，标本兼治，对欠

薪问题反复抓、抓到底，决

不能让广大农民工的辛勤

付出得不到回报。 一是深

入开展专项整治和督察，

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件，

严肃查处欠薪违法行为包

括欠薪陈案， 坚决打击恶

意欠薪违法犯罪。 尤其要

坚决解决涉及政府项目拖

欠工程款导致欠薪问题。

二是落实欠薪发生地省级

政府负总责、市（地）县级

政府具体负责的属地责任

和人社部门监管责任，对

工作不到位的要问责。加

快建立协调解决欠薪问题

的地方政府横向网络。对

因欠薪导致生活困难的农

民工要加大救助力度。三

是各级人社部门要畅通网

站、 热线等欠薪投诉举报

渠道， 并通过媒体或在工

地设告示牌等方式广而告

之，让农民工投诉“有门”。

四是建立拖欠工资“黑名

单”制度，对列入名单的企

业采取限制市场准入等惩

戒措施， 情节严重的降低

资质等级。 对长期拖欠工

程款的单位不得批准新项

目开工。 五是以工程建设

领域为重点， 督促企业依

法按月足额支付工资，全

面推行施工过程结算、工

资专户管理和银行代发等

制度， 加快构建确保农民

工拿到“辛苦钱”的长效机

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

玉凯表示， 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是个“老大难”问

题， 关系到上亿农民工的

切身利益， 政府一直着力

解决却仍然存在， 尤其是

临到年终， 各种讨薪欠薪

问题集中爆发， 容易造成

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如

何把农民工拖欠工资问题

通过制度化的长效机制进

行解决并固定下来， 形成

一套规范流程， 是根本上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汪玉凯认为， 各级部

门应该看到农民工欠薪问

题的长期性和严重性，需

要制度安排和具体措施来

进行解决， 包括畅通投诉

渠道、 明确落实各方责任

等，各方面规范化，通过各

种手段造成强大声势，让

拖欠机构不敢越过红线，

形成巨大的“制度压力”。

同时， 通过让媒体社会广

泛监督、 通过司法等多种

程序和方面保护农民工的

权益。

整治违法添加严打
制假售假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会议通过“十三

五”国家食品和药品安全

两个规划。确定：一是强

化全过程监管。落实地方

尤其是县级政府保障食

品安全责任， 加大对校

园、小摊贩等重点区域和

对象的日常监管，深入开

展农药兽药残留等源头

治理，重拳整治违法添加

等行为，严防发生系统性

风险。强化药品临床试验

数据真实性监督，加快推

进药品生产经营各环节

可核查可追溯机制建设，

严打制假售假，严防药品

安全事件发生。二是强化

抽查检验和风险预警。加

强检查员队伍专业化能

力建设，完善检验检测体

系，对所有类别和品种的

食品、 血液制品和疫苗、

基本药物实行全覆盖抽

检，提高风险监测评估和

应急处置能力。构建权威

信息发布机制。三是强化

技术支撑。加快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制修订，实施药

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标

准提高行动。推进药品医

疗器械注册审评项目政

府购买服务试点，对具有

临床价值的创新药和临

床急需药品实行优先审

评审批。运用“互联网+”、

大数据等实施在线智慧

监管，严格落实食品药品

生产、经营、使用、检测、

监管等各环节安全责任。

让广大群众饮食用药无

安全之忧。

针对会议要求加快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修

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

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

罗云波表示，此前我国很

多食品安全标准出自多

个部门， 标准各不相同，

甚至出现“打架”情况；有

一些食品安全标准缺失，

因此要制定新标准；此外

一些标准要与时俱进，如

过去一些标准是“定性”

的，相对比较粗放，只注

明“有或者无”。随着技术

进步， 检测仪器更加精

密，一些标准要从“定性”

转为“定量”。

去年年底， 国家卫计

委食品司副司长张志强表

示， 国家卫计委已全面完

成分散在 15个部门 （行

业）、近5000项标准的清理

整合任务， 彻底解决了长

期以来标准间交叉、重复、

矛盾等历史遗留问题。截

至彼时， 会同相关部门累

计制定公布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979项。

此外，国家卫计委在

去年印发的《食品安全标

准与监测评估“十三五”

规划（2016~2020年）》提出，

在“十三五”期间进一步

完善食品安全标准与监

测评估工作体系， 制定、

修订300项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据《新京报》）

2月4日， 中国政府网

公布《生育保险和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试点

方案》，邯郸等12个城市今

年6月底前启动，试点实施

1年。实施后，试点城市的

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

将统一基金征缴和管理，

将按照两个险种的缴费比

例之和确定新的缴费费

率。

征收比例为两种保险
比例之和

去年12月下旬， 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授权国务院组织

实施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合并实施。12个

试点城市分别为河北邯郸

市、山西晋中市、辽宁沈阳

市、江苏泰州市、安徽合肥

市、山东威海市、河南郑州

市、湖南岳阳市、广东珠海

市、重庆市、四川内江市、

云南昆明市。

按照方案， 试点地区

将开展两险的统一参保登

记。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的在职职工同步参加生

育保险。国务院明确，未纳

入试点地区不得自行开展

试点工作。

试点实施后缴费多

少？方案明确，可按照用人

单位参加生育保险和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比例

之和确定新的用人单位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率，个

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同

时， 根据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支出情况和生育待

遇的需求， 按照收支平衡

的原则， 建立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费率确定和调整机

制。

依试点经验修改完善
社保法

对于试点工作， 人社

部部长尹蔚民曾明确表

示，将遵循保留险种、保障

待遇、统一管理、降低成本

的总体思路。 改革试点有

利于提升社会保险基金互

济能力， 更好地增强生育

保险保障功能， 有利于提

高行政和经办服务管理效

能，降低运行成本。

两险合并如何提高

服务效能和降低企业成

本？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

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

绥介绍，合并两个险种并

不直接带来费率降低，但

能带来制度运行成本的

下降。

此外， 对于发生在医

院的生育医疗费用， 杨燕

绥表示， 这跟医疗保险的

运营是相似的， 合并经办

可以节省管理经费和成

本， 生育险中支付的一些

与医院有关的报销也会更

便利。

生育险个人不缴费待
遇不变

根据方案， 两险合并

实施后， 试点地区个人不

缴纳生育保险费用， 但也

有专家表示， 生育保险的

待遇不应该减少或取消。

杨燕绥表示， 除了生育医

疗费用的支付外， 生育保

险还承担着一项重要的功

能，就是支付生育津贴。

“两个险种可以合并

经办， 但绝不能取消生育

保险发放生育津贴的功

能。对于一些纺织、零售等

女工多的地方， 如果取消

了生育津贴， 那么女工生

孩子时还需要企业来发工

资， 这就加重了企业的成

本。”杨燕绥说。

对于生育保险待遇，

此次方案明确， 职工生育

期间的生育保险待遇不

变。方案中说，生育保险待

遇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保险法》 规定的生育

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所

需资金从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中支付。 生育津贴

支付期限按照《女职工劳

动保护特别规定》 等法律

法规规定的产假期限执

行。

那么试点实施后，生

育医疗费用如何支出？方

案明确， 两项保险合并实

施的统筹地区， 不再单列

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在职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

金待遇支出中设置生育待

遇支出项目。

对于医疗服务管理，

方案也作出明确规定。医

疗保险经办机构与定点医

疗机构签订相关医疗服务

协议时， 要将生育医疗服

务有关要求和指标增加到

协议内容中， 并充分利用

协议管理， 强化对生育医

疗服务的监控。

同时， 执行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

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基本医

疗保险诊疗项目和医疗服

务设施范围。 生育医疗费

用原则上实行医疗保险经

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直

接结算。

（据《新京报》）

生育险并医保6月底前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