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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江西省新余市紧密围绕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 结合当地实际, 以建设六在农家、创建六型

家庭为载体, 以 !决定∀ 精神来统揽人口计生工作, 增强了农村计生家庭的发展能力与造血功能, 加

快了农村计生家庭的致富步伐, 提升了农村计生家庭的生活质量, 提高了农村计生家庭的社会地位,

优化了人口计生事业发展环境, 促进了人口计生事业与新农村建设的有机结合和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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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新余市围绕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
求, 在学习领会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

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

定∀ (以下简称 !决定∀) 精神的基础上, 紧密

结合新余市情, 坚持用 !决定∀ 统揽人口计生
工作, 开展六在农家、创建六型家庭 (以下简

称 �双六工程� 活动, �双六工程� 建设有力
地增强了计生家庭的发展能力与造血功能, 加

快了计生家庭的致富步伐, 提升了计生家庭的

生活质量, 提高了计生家庭特别是女孩家庭的

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 优化了女孩的成长、成

才环境, 每年有 10% 的农民成为当地的农、

工、商大户。广大农民在此活动中不但享受了

丰厚的实惠与丰硕的发展成果, 与此同时提高

了自己的物质生活质量, 改变了精神面貌, 逐

步树立起科学、文明、进步的生育观、卫生

观, 环境观和可持续发展观, 成为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主力军, 实现了人口计生事业与新

农村建设的共同发展。

1. 新风在农家, 创文明家庭

新余市在计划生育方面做好专业阵地、常

规媒体、常规形式宣传教育的同时, 加快农村

人口文化活动场所建设, 大力推行婚育新风进

农村、进教堂、进集贸市场、进农家活动和小

手牵大手的生育文明行活动, 全力打造景区情

人节、订制宣传人口与计划生育的邮资信封、

温馨短信、给在外务工经商的育龄朋友印发慰

问信、制作计划生育宣传台历、制作折叠式宣

传关爱女孩的明信片、创办两个跻身全省百强

的品牌宣传网站,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评选 �十

佳独生子女、十佳成才女孩、十佳计生模范

户、十佳少生快富户、十佳温馨家庭、十佳爱

心家庭和十佳才艺女孩� 等活动。贴近群众、
贴近生活、贴近时代的新型宣教载体, 让婚育

新风走进千家万户, 助推了婚育新风的进村入

户、入心入耳, 促进了农村的新型生育文化建

设; 使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生男生女一样

好、女儿也是传后人等新型婚育观念与风尚在

农家开花结果。

2. 健康在农家, 创康乐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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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快县、乡、村计生服务机构建设的同

时, 大力推行关爱农村生殖健康免费普查、流

动服务车进村入户、关爱农民工宣传服务、生

殖健康进民企、进学校, 计生药具进超市、进

乡村等系列生殖健康服务活动。2006年共有

176910人次进行了妇科病普查, 为 58557人次

进行了治疗, 为 6万多名农民工提供宣传咨询

服务。大力推行避孕措施知情选择, 在教育、

引导群众充分知情的前提下, 放手让群众自主

选择避孕措施。三年来, 全市的绝育手术率减

少了 12�5%, 使用节育环和药具的人数提高

了12�7%。大力推行出生缺陷干预服务, 县、

区服务站都建立了优生检测室, 为 2�35 万名
育龄妇女免费提供了四项优生检测: 弓形体抗

体测定、风疹病毒抗体测定、巨细胞病毒抗体

测定、单纯疱疹病毒抗体测定。优生检测, 严

防遗传性出生缺陷。在各级计生服务机构建立

了优生咨询室, 在人口计生网设立了优生优育

专栏, 24小时为育龄群众提供优生咨询服务。

市、县、乡三级联动开展服用斯利安、福施福

预防胎儿神经管畸形的干预服务, 干预服务面

达到 90%。每年由政府投入 200万元为登记结

婚夫妇进行婚前检查, 最大限度地降低出生缺

陷率, 使农村计生家庭安康美满。

3. 奖扶在农家, 创小康家庭

在落实国家、省计生奖励扶助政策的基础

上, 加快自行扶助政策的创新力度。本市投入

了1365�79万元为 11194 户农村独女户、二女

户夫妇办理了计生养老保险; 投资 50万元为

1�5万名 0~ 6周岁农村独生子女办理了爱心

保险; 为 5033 户计生贫困家庭和计生手术并

发症家庭办理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为 61200

户计生家庭提供了资金、物资、技术和信息等

多方面的帮助。与此同时, 扶持了 1600 户成

为果业专业户, 扶持了 120户创办养殖场, 扶

持了5000多户发展无公害蔬菜、苎麻种植和

加工业, 扶持了 3000多户创办农村经济合作

实体, 扶持了 6497 户实施沼气池建设, 使计

生家庭每年年收入递增 10% 以上, 有力地推

动了农村计生家庭少生快富和小康家庭建设。

4. 权益在农家, 创和谐家庭

在开展法律知识进农村、进学校、进家庭

等宣传教育活动, 提高育龄群众法律意识的基

础上, 大力推行零侵权工作法。

( 1) 在农村全面推行村民自治, 聘请了维

权信息员, 设立了维权意见箱, 开通了维权电

话, 实施 �六日工作法�, 即: 民情反映日、

民主评议日、宣传教育日、村务公开日、协会

活动日和跟踪服务日, 放手让群众依照章程与

村规民约、自主决策、自主理事、自主监督、

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 2) 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和女孩的合法权

益。各级均成立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联席

会, 设立了妇女维权庭、妇女维权投诉站和妇

女维权岗, 开通了妇女维权 � 12338� 服务热

线, 为农村女孩家庭提供维权服务。

( 3) 计划生育依法行政纳入党政和计生考

核方案并实行一票否决。

( 4) 全面推行群众知情权、表达权、选择

权、奖扶权、保障权、安全权、隐私权、尊严

权、发展权的维权保障, 维护了群众的根本利

益, 激发了村民的主人翁精神。

5. 素质在农家, 创文化家庭

在抓好义务教育的同时, 推行人口早期教

育。通过举办亲子班、早期保健专题讲座等亲

情服务, 让更多的年轻夫妇怀上或生育一个健

康聪明的小宝宝。大力推行青春期健康教育,

各学校以班会教育、升旗仪式教育、法制教

育、心理健康教育为阵地, 以学堂、家庭、农

村、集市为载体, 组建义务青年志愿宣传队,

设立心理咨询室等方式, 分阶段开展教育活

动。大力推行助学圆梦活动, 在义务教育期

间, 对农村计生家庭学生减免学杂费, 对农村

计生困难家庭的学生在减免的基础上实行了免

学费、免书本费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政策, 对

农村独生子女中考优惠加 10分、纯女户中考

优惠加 15 分。500多名副县级以上干部与农

村贫困计生家庭子女结对帮扶, 共捐款 330多

万元, 资助贫困农村女孩 6880人次重返校园。

大力推行科技技能素质培训, 为 2�8万名农村
计生家庭劳动力进行了农业产业化、专业化等

技能和实用技术培训; 为 2万余名农村计生家

庭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技能培训, 提高了农村

计生家庭成员的科技文化 (下转第 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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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对已经确定就业单位的高校毕业生的

�起薪估计� 调查发现, 月薪在 1000元以下的

占40�9% , 1001~ 2000元的占 45�5% , 2001~

3000元的占 13�6%, 该数据不支持把大学生

定义为 �就业期望值高�。文书锋认为, 大学

生的期望值不存在升与降的问题, 而是由一元

到多元调整。顾海良也不赞成从期望值的角度

批评学有所成的大学生, 认为只要把自己的知

识能力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就是正确的择业

观
[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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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 每年有 3000余户农村计生家庭通过农

业科技脱贫。

6. 博爱在农家, 创爱心家庭

在渝水区姚圩镇实施了留守儿童家庭教育

试点, 在总结试点经验做法的基础上, 在全市

外出务工人员相对较多的乡镇进行了推广。到

目前全市已有 20多个乡镇开展了留守儿童家

庭教育, 全市有 600多名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

和5000多名社会各界人士和各级干部、计生

协会会员主动与留守儿童结为 �父 (母) 子

(女) 关系�, 成为留守儿童的 �代理家长�。

�代理家长� 每年给留守儿童慰问费 400 元、

为留守儿童代缴学费、每季度与留守儿童进行

交流 1次、每年与留守儿童父母进行座谈 1

次。此外每年培训农村留守儿童辅导员 300

名, 使他们成为留守儿童的校外知心朋友。推

行爱心服务活动, 计生服务机构每年为留守儿

童体检 1次等, 让留守儿童拥有更多的社会之

爱、家庭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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