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些年，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灵活就业人员已经成为城市就业

的一个重要主体，住房公积金制度
也在不断“扩面”、优化结构，个体
工商户、自由职业者成为制度受益
者。

据了解，2017 年 4 月，周口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关于印发周
口市进一步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

受益范围实施办法的通知》， 将灵
活就业人员纳入住房公积金缴存

范围，吸引了大量的灵活就业人员
登记缴存住房公积金。 2017 年以

来，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先后两次修
订《周口市灵活就业人员自主缴存
使用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 不断
规范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

存使用协议，精简灵活就业人员开
户手续，落实具体服务措施。

我市将数量庞大的灵活就业

人员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是
顺应时代发展、 聚焦人才强市战
略、 优化营商环境的强烈需要，有
效解决了个体经营者、自由职业者
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的住房问

题。

������待业在家的市民常晶杰缴存
公积金已有 1 年半了，“有利无害”
是他缴存时的最大感受，“我每个
月缴存 900 多元，影响不了正常生
活，反而是日积月累、积少成多，早
日能买到心仪的房子。 ”像常晶杰
这样有购房意愿的自由职业者不

在少数， 在 10 位随机受访的自由
职业者中有半数表示自己缴存住

房公积金的目的是购房。 “买完房
我还会继续缴存， 反正随时能提
取，就当给自己攒‘私房钱’了。”常

晶杰说。
“制度实施以来的数据充分表

明，灵活就业人员群体具有缴存住
房公积金为购房储蓄的强烈愿望，
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也能够满足

灵活就业人员为购买住房所需资

金。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有关负责
人说，“接下来，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将通过制度保障更好地支持灵活

就业人员在我市安居乐业，实现住
房公积金政策‘全民共享’，促进我
市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②18

视点44
责任编辑 黄全红 Ｅ－ｍａｉｌ ／ zkwbfxj@126.com

２０22 年 9 月 20 日 星期二

������近年来，我市积极为市民实现圆梦安居拓展途径，而住房公积
金缴存已成为最普惠的制度之一。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将安居与乐
业有机结合起来，让灵活就业人员有了更多的归属感与获得感。据
了解，截至 2022 年 8 月底，我市缴存住房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达
18045 人，缴存金额 3.16 亿元，发放贷款 2108 笔，已为灵活就业人
员提供 7.13 亿元的购房资金支持。

受益人群更广

“缴存扩面”让更多人圆梦安居
截至 8 月底，我市缴存住房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突破 1.8 万人

□记者 何晴

������据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工作人
员介绍，目前，我市对于灵活就业
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采取 “低门
槛” 进入办法， 即只要年满 18 周
岁， 男性未满 60 周岁、 女性未满
55 周岁，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或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周口
市辖区内拥有相对固定的住所和

较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自愿承诺
履行缴存住房公积金义务，遵守住
房公积金管理规定，均可线上自主
申请缴存住房公积金。

今年 37 岁的自由职业者李建

光，回想起当时开设住房公积金账
户的场景时说：“我当时去市行政
服务大厅问了下需要什么资料，然
后在线上就办理了，没费啥工夫。 ”
自 2020 年 8 月开户后， 李建光用
住房公积金贷款 30 余万元实现了
安居梦想。 “现在没有正式单位也
可以存缴、贷款了，我买了房、安了
家，感到很满意，我觉得这才是真
正地服务于民。 ”李建光说，老百姓
能享受到优惠利率政策是符合大

众意愿的，这能进一步增强住房公
积金制度的强大吸引力和生命力。

“朱部长的故事讲不完”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9 月 14 日上午，沈丘县刘湾镇王路口村委办公室，举行着一场
特别的座谈会。 十多位七八十岁的老人，讲述 75 年前发生的朱部长
的故事。

老人们尊称的朱部长，叫朱彬，当时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民运
部副部长。1947 年 10 月 21 日，朱彬在王路口附近做民运工作时，惨
遭国民党顽匪杀害，随行 5 人同时牺牲。 朱彬是解放战争时期，解放
军牺牲在豫东的级别最高的同志。

周口日报《红色记忆》采访组一直在收集整理朱彬烈士事迹，为
了采访到更多一手资料，日前特意通过沈丘县委宣传部与刘湾镇沟
通， 希望能够到朱彬烈士牺牲地———刘湾镇王路口村进行采访，最
好能找到一些上年纪的人座谈一下。

考虑到正值秋收大忙，再加上老人们年事已高，座谈会定于当
日 9 点开始。8 点 30 分，采访组刚到村委会，就走进一位身体健壮的
老人，灰色衬衫上佩戴的党员徽章，非常抢眼。 他叫王金现，今年 82
岁，1966 年入党。 老人见到我们非常高兴，连连说：“对不起，让你们
久等了，我去叫他们快些来。 ”我们再三劝说“还不到 9 点，不急”，老
人一转身就出去了。

很快，十多位老人陆续来到村委会办公室座谈会现场。 村党支
部书记刘资光简单几句开场白，就打开了老人们的话匣子。 这个要
说，那个要讲，刘资光只得让大家按顺序发言。

来得最早的王金现老人又抢了个先： 朱部长身边有 5 个战士，
配有警卫员和两挺机枪，战斗力很强。 国民党顽匪冒充老百姓迎面
走来，身边的警卫员已有警觉，朱部长终究怕误伤老百姓，不让开
枪，最后被走到面前的顽匪突然射杀。 我们这一带的人都知道，朱部
长是为保护百姓而牺牲的。

77岁的王红旗接过话茬说：“朱部长坚决不让开枪，怕伤着老百姓。
几十年过去了，老百姓提起朱部长，首先会说朱部长想着老百姓哩。 ”

朱彬烈士牺牲距今 75 年了。 由于当年他在这一带斗争时间短，
有时又处于秘密状态，因此当天参加座谈会的老人虽已七八十岁高
龄，但都没有见过朱彬。 如今这里流传的故事，都是一代代口口相传
的。 多年来，沈丘、界首百姓一直用不同的方式讲述朱彬的故事。

刘资光深情地回忆说：“1975 年， 当时的陈寨公社在烈士牺牲
地，立了一块纪念碑。 村里还特意派了一位看碑人王大龙，护碑、讲
解兼卖茶水，一直坚持十多年。 后来，村民又集资建个小院，为烈士
立了一通石碑。 这一带老百姓有句口头禅，‘你的功劳大，他的功劳
大，谁有朱部长的功劳大？ ’”

当地百姓把朱部长看得很高。 王红旗老人说：“一到过春节，就
有村民到朱部长碑前祭奠，感谢他为保护百姓做出的牺牲。 ”

78 岁的孟昭玉老人从附近的刘楼行政村赶来， 他从 23 岁就当
村干部。 老人讲述了他心中的朱部长：“我每次路过朱部长墓碑，都
要站一站，看一看。 我们虽然都没有见过朱部长，想忘掉是不可能
的。 他的故事我们知道的也不多，不过，村里老人见了面，总会讲了
一遍又一遍，翻来覆去地讲。 我们也会对村里下一代讲，朱部长的故
事讲不完。 ”

1953 年入党的陈芝莲老人插上话说：“在我们这儿，朱部长的故
事有人愿意讲，有人愿意听。 村里通知让我们参加座谈会，大家都高
兴，让我们讲朱部长的故事，家里再忙也要来。 ”

不知不觉中，时间到了 11 点 30 分。 老人们的谈兴仍浓，七嘴八
舌中，总离不开朱部长这个话题。

一行人来到近处的朱彬等六烈士纪念碑，排成三行，为 75 年前
牺牲的烈士鞠躬。又沿着小路，来到六烈士牺牲地凭吊追思。这些老
人曾经多次来到这里，与他们心中的英雄对话。

田野里，机声隆隆，秋收大忙，一派丰收景象。 ②2

缴存门槛更低

购房愿望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