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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黄垚 姜琳

交通出行、医疗挂号、费用缴纳一卡
搞定。如今，社保卡的功能越来越多元，
不断增加的“社保卡+”场景应用，大大拓
宽了百姓便利生活的边界。

“社保卡已全面支持跨省领取养老
金、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等服务。各
地积极拓展政务服务、交通出行、文化旅
游、就医购药等民生服务领域‘一卡通’
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信息中心主
任宋京燕24日表示，下一步还将推出更
多社保卡数字化应用场景，大力推进区
域“一卡通”，逐步实现全国“一卡通”。

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当天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宋京燕介绍，截至2023年
末，我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79 亿人，

其中9.62亿人同时领用了手机中的电子
社保卡。2023年电子社保卡服务总量达
151 亿人次。13 个部门在 9 省份和雄安
新区开展的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应
用试点，取得良好成效。

宋京燕说，不少地方根据实际情况
推出多项特色服务。浙江聚焦“一老一
小”，以“敬老通”用卡场景打造智慧居家
养老服务体系，创新“学社里”贯通高校
学生校园服务和毕业生就业服务；青岛
建成社保卡主题公园，形成政府、商户、
银行、群众“一卡通”应用生态圈；青海打
通社保卡待遇发放和移动支付应用，更
加方便百姓使用。

从区域看，长三角地区实现“一卡
通”统一办理事项52个、京津冀签署社保
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合作框架协议、川

渝地区开通23项“一卡通”服务……一系
列新举措，让人们在不同地区流动更加
便捷。

为全面提升社保卡便民服务水平，
推进跨业务、跨地区、跨部门数据共享和
服务融合，织密便民利企的民生服务保
障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关
于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
通”建设的通知》，明确到2027年，基本实
现全国“一卡通”的目标。

根据通知，更多民生服务领域的“一
卡通”应用将进一步丰富，并结合智慧城
市和数字社会发展，创新电子证照、线上
服务、数字空间等数字应用。

针对重点人群，各地人社部门将扩
大社保卡在校园、企业、园区、社区等的
应用，推进儿童学生、老年人、残疾人、农

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等重点人群“一卡通”服务；坚持传统服
务和智能化服务“两条腿”走路，为老年
人、残疾人提供多元化、人性化服务。

通知提出，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
务平台支撑能力，加快推动“多卡集成”

“多码融合”，支持以实体社保卡为载体
加载各类民生服务卡功能，以电子社保
卡为载体提供省、市“一码通”服务，与政
务服务码、其他行业码互通互认。探索
推进社保卡加载数字人民币。

在“一卡通”应用模式方面，人社部
门将推进电子社保卡线上服务，即以电
子社保卡作为线上服务统一载体，向群
众提供“一卡通”服务，向政务服务平台
和相关社会渠道输出“一站式”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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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吴雨 任军）中国人民
银行 24 日宣布，决定自 2024
年 2 月 5 日起下调金融机构
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自2024年1月25日起分别下
调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
和再贴现利率各0.25个百分
点。

“我国目前法定存款准
备金率平均水平为 7.4%，与
国际上主要经济体央行相
比，空间还是比较大的，这是
补充银行体系中长期流动性
的一个有效工具。”中国人民
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当日举行
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存款准备金率下调0.5个
百分点，将向市场提供长期
流动性约1万亿元。

据介绍，此次下调不含
已执行 5%存款准备金率的
金融机构。下调后，金融机
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约
为7%。

当日，中国人民银行还
宣布，分别下调支农再贷款、
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利率各
0.25个百分点。潘功胜介绍，把提供给
金融机构的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利
率由2%下调到1.75%，有助于推动信贷
定价基准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下行。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将灵活适度、
精准有效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宏
观调控力度，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
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社会融
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
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保持人民币汇率
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持续推
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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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 24日电（记者 姜
琳 黄垚）记者 24 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在36个
城市及地区先行实施的个人养老金制
度，目前运行平稳，先行工作取得积极成
效。下一步将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全面
实施。

从整个社会保障情况看，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
保人数分别为10.66亿人、2.44亿人、3.02
亿人，同比增加 1336 万人、566 万人、
1054 万人。全年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收
入7.92万亿元，支出7.09万亿元，年底累
计结余8.24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下一步
将积极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确保养
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持续扩大企业年金
覆盖面；推动有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
补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缴费，增
加个人账户积累；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和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养老保险；开展

工伤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试点。
个人养老金制度是政府政策支持、

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
保险制度，年缴费上限为12000元，属于
第三支柱保险中有国家制度安排的部
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目
前开立账户人数超过5000万人。

功能更多元

社保卡将实现全国“一卡通”

个人养老金制度将全面实施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郁琼源

春节临近，人们的餐桌和年货购
物车里肉食种类丰富，“地上跑的”“水
里游的”，国内外产品花样繁多。

根据农业农村部和中国农科院最
新统计，我国自主培育的肉牛品种华
西 牛 ，近 三 年 冻 精 市 场 推 广 占 比
17.8%；自主培育的12个南美白对虾新
品种，市场占有率达到35%；国产白羽
肉鸡品种市场占有率提升到25.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中国种
子，其实不只是粮食蔬菜，动物种源也
是广义的“种子”。鸡、牛、虾，餐桌上
看着普通的这些品种，以前种源不同
程度靠进口，白羽肉鸡种源甚至 100%
依靠“洋种子”。

这是为啥？
吃得少、长得快、得病少、生得多，

是“洋种子”的普遍特点。发达国家发
展现代畜禽养殖时间早，基础数据和
繁育体系强；我国发展现代畜禽养殖
只有数十年，虽然核心种源自给率超
过 75%，但育种技术和效率还有不小
差距。

只有核心种源攥在自己手里，才
能不管国外形势怎样，咱老百姓的餐
桌有保障。

三件“宝贝”是如何一步步通过自
主培育、到百姓碗里来的？

近年来，我国三管齐下，加快产学
研合作，步步为营。

以“一只鸡”为例，白羽肉鸡适合
做快餐、团餐和加工制品，供给量占我
国鸡肉市场半壁江山。几十年磨一
剑，2021年底三个国产品种通过审定，

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如今，自主
培育品种市场占有率25.1%，去年还出
口坦桑尼亚，试水国际市场。

鸡、牛、虾，这“三鲜”的一小步，是
中国饭碗的一大步。

2021年我国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以
来，着力推动“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
础、五年见成效、十年实现重大突破”。

2023年是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第三
年。“地上跑的”“水里游的”，育种基础
打得咋样？

成绩单挺亮眼。全国农业种质资
源普查已经完成，其中新发现帕米尔
牦牛等畜禽品种资源 51 个，采集制作
水产资源12万多份。

同时，国家海洋渔业种质资源新
库建成运行，畜禽种质资源库加快建
设。300 个种畜禽场站、101 个水产原

良种场组成良种繁育“国家队”，基本
实现猪牛羊禽、鱼虾蟹贝全覆盖。

上述巨大宝库，是我们发展这“三
鲜”、培育更多“鲜”的底气。

围绕这些陆海“宝贝”，下一步如
何齐发力？

龙头企业将与科研单位、金融机
构、种业基地携手，开展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和育种联合攻关，农业科研“国家
队”将强化应用导向的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提升种源市场竞争力。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
项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农业科技
的进步，终将体现在老百姓餐桌的一
蔬一饭，鱼羊为“鲜”。有了“中国芯”
加持，中国饭碗、中国味道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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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育种新突破！这“三鲜”有了“中国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