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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就医购药、交通出行、文化旅游等领域——

社保卡多种功能你知道吗？
作为我国民生服务的重要发展方向，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已成为衡量民生水平的

一项基础性指标，对绝大多数城乡居民来说，它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服务。近年来，不
少地方都在探索建立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的“一卡通”服务管理模式，你对社会保障卡了解
多少？你会使用它哪些功能？

一张功能多样的卡

一张改善民生的卡

一张智能便捷的卡

到 2025 年养老服务床

位达到900万张

我国提出“十四五”
养老硬指标

网络图

2022年年初，办理好退休手续
的江苏省镇江市居民刘惠玲收到
了第一笔退休金，不过与在职期间
不同，这笔钱是从社保卡上领取
的。“过去我都是用社保卡看病买
药，现在连养老金都从社保卡里支
取了，我手里的第三代社保卡功能
多得想不到，还可以到南京、扬州
乘坐公交车、逛公园。”刘惠玲说。

我国第一张社保卡于1999年
发出，最先启用的是医保功能，广
大居民都是从问诊购药开始认识
社保卡的。今天，全国社保卡“一
卡通”应用目录清单已达160项，涵
盖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就医购
药、政务服务、惠民惠农补贴资金
发放、交通出行、文化旅游、养老服
务、残疾人服务、助学金发放等应

用领域。可以说，社保卡功能的不
断拓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服务
民生的深度。

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了解到，目前人社领域 95
项应用已普遍开通用卡，民众刷
实体卡或者电子卡扫码即可快
捷享受服务，比如青年人办理参
保登记、享受就业服务；中年人
参加职业培训、办理社保关系转
移；老年人进行待遇资格认证、
社保权益查询等，都可以线上线
下“一卡办”。

在北京市东城区公共服务大
厅提供就业指导的国家首席职业
指导师赵家强告诉记者：“经常有年
轻人来咨询就业问题，其实很多都
能直接在手机中的电子社保卡上

申请办理，比如就业登记、失业登
记、职业介绍、享受就业扶持政策
申请、就业援助申请等。”

社保卡不仅延伸出很多新功
能，最基础的医保服务也和过去
大不一样了。记者了解到，实
体社保卡目前已全面支持各
地就医购药、工伤医疗费结
算，以及跨省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截至2021年年底，16
个省份的138个地市已实
现电子社保卡就医购药。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和国家医保局“总对
总”通道正式开通，支持
电子社保卡和医保电
子凭证在就医购药领
域并行使用。

探索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
建立居民服务“一卡通”，在交
通出行、旅游观光、文化体验
等方面率先实现“同城待遇”，
是 民 生 保 障 工 作 前 进 的 方
向。截至 2021 年年底，全国社
保卡持卡人数已达13.52亿，普
及率 95.7%，其中第三代社保
卡持卡人数 1.38 亿，很多民生
福利都通过社保卡这一载体
落到实处。

惠民惠农方面，目前，31个
省份的部分地市通过社保卡银
行账户发放惠民惠农补贴资
金。四川是全国最早全面实现

“一卡通”资金发放的省份，各类
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统一通
过社保卡银行账户发放，实现对

民生资金的全过程有效监督，杜
绝虚报冒领、截留挪用、吃拿卡
要等腐败现象。

交通出行方面，山西、吉林、
浙江、江苏、安徽、广东、海南等19
个省份的部分地市已实现凭社保
卡乘坐城市公共交通。

文化旅游方面，浙江、江
苏、安徽、河南、海南、四川、广
东、天津、重庆等20个省份的部
分地市实现凭社保卡进图书
馆、博物馆、公园、景区等。

养老助老方面，各地普遍开
展社保卡加载老年人服务功能，
如养老金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
格认证、适老化服务等。比如福
建厦门通过在医疗机构的预检
分诊闸机上增加识别社保卡的

功能，老年人持社保卡通过闸
机时，系统会自动读取社保
卡身份信息，并上传到闽政
通信息系统，系统获取参保
人健康码信息后，即可自动
完成查验工作，解决了老
年人就医前手忙脚乱掏
手机、看健康码的问题。

此外，宁夏、青海、山
东、海南、江西等地的社
保卡还加载了残疾人服
务功能，江西、山东、海
南、重庆、西藏等地的
部分地市通过社保卡
银行账户发放职工
工资、办理公积金。

2018年4月22日，人社
部在福州首届数字中国建
设成果展览会上签发首张
全国统一的电子社保卡。
此后，社保卡不断实现线上
线下全面打通，更多元的服
务生态圈正逐渐形成。目
前，电子社保卡领用人数超
过5亿，人口普及率35.4%，
可通过400 多个 APP、小程
序等渠道获取电子社保卡
服务，2021 年全年累计提
供 线 上 服 务 112.51 亿 人
次。人社部信息中心副主
任宋京燕介绍，电子社保
卡与实体社保卡一一对
应、状态相同、功能相通，是
社保卡的两种形态，为持卡
人带来线上线下自由选用
的便利服务。

怎样申领电子社保卡？
现在，很多地方实现了实体

社保卡申领“立等可取”，电子
社保卡实现“同步申领”，已申
领实体社保卡的群众可以在
手机上申领电子社保卡。

电子社保卡增加了哪
些功能？据了解，电子社
保卡开通了 62 项全国服
务，涉及就业创业、社会保
险、人才人事、劳动关系、
社保卡服务等方面，各省
市属地服务开通 1000 余
项。其中使用频率比较高
的“就业在线”，是汇聚各
地、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的“旗舰店”，实现招聘
求职信息汇聚、共享和发
布，支持跨区域、跨层级开
展招聘求职服务。如今，
全国已有 202 家各类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入驻平台，
累计发布1635万个岗位信
息，注册用户1672万人，用

户累计访问 9196 万次，当
前有效岗位811万个。

各地在推进电子社
保卡智能化使用方面各
有高招。在广东江门，市
民通过电子社保卡“扫
一扫”即可快速登录社
保卡自助服务机办理
养老年审、社保余额查
询、社保缴费查询、凭
证打印等人社业务；
江西新余对接全国社
保卡服务平台，群众
通过电子社保卡二
维码，就能在商超
购物支付，实现电
子社保卡移动支
付，为居民日常生
活消费提供了全
新、安全、便捷的
服务方式。

（据新华网）

到2025年，养老服务床位总量达到900万
张，新建城区、新建居住区配套建设养老服务
设施达标率达到100%……国务院日前印发的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
规划》设定多个主要指标，破解老龄事业发展和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难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
已达2.67亿。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
快，老年人需求结构正在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
变。此次印发的规划对“十四五”时期居家社区养
老服务需求如何满足等具体问题给出明确答案，并
从养老服务床位的总量与结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设施供给、特殊困难老年人需求保障、提升老年医
疗服务能力等方面设置主要指标。

《2020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
2020年年底，我国养老服务床位数达到821万张。我
国九成以上老年人倾向于居家养老，尽管养老服务供
给总量不断增加，但居家社区养老和优质普惠服务供
给不足等问题仍然存在。为此，规划提出，到2025年，
养老服务床位总量达到900万张，新建城区、新建居住
区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达标率达到100%。

“老年人哪里多，我们就把养老服务机构办在哪
里。”民政部等部门有关人员表示，顺应老年人居家就近
养老需求，“十四五”时期将推进老旧城区、已建成居住

（小）区基本补齐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推动构建城市社区
“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让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更丰富、
更便捷、更有质量。

失能（含失智）老年人的照护是养老服务的难中之
难。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约有4000万人，拥有足够的
保障失能（含失智）老年人的护理型床位，才能体现养老服
务机构真正的照护服务能力。考虑当前养老服务机构床位
存在的供给结构问题，规划设置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这
一指标，并要求到2025年达到55%。

解决老年人“长寿不健康”问题，规划提出到2025年设立
老年医学科的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占比达到60%；围绕养
老服务人才不足问题，规划提出到2025年每千名老年人配备
社会工作者人数保持 1 人以上；针对老年大学“一座难求”现
象，规划提出到2025年老年大学每个县（市、区、旗）至少1所。

规划要求强化各地落实规划的主体责任，加强对规划实施
的组织、协调和督导，将规划主要任务指标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规划，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纳入政府工作议事日程和目标责
任考核内容。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