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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建立 “以房管人” 流动人口

计生服务管理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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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襄樊市以社区为依托 , 推行出租房计生责任合同与星级管理 , 开展优质服务 , 实施社会整体

联动 , 综合治理 , 积极探索建立 “以房管人” 的流动人口计生工作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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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襄樊市位于汉江中上游 , 是一个拥

有567万人口的新兴大城市 , 市区总人口 112

万人 , 仅市区常住流动人口就有近 10 万人 。

近年来 , 襄樊市针对流动人口增多 、管理和服

务难度增大的情况 , 积极创新工作机制和方

法 , 探索推进 “以房管人” 的流动人口计生工

作新路子 , 取得了较好成效。

一 、 以社区为依托 , 构建 “以房管人” 的

工作体系

流动人口虽然变动大 , 但居住相对稳定 。

为此 , 襄樊市按照 “以房管人” 的工作思路 ,

构建工作体系 , 实施整体联动 , 综合治理。

2005年 3 月 , 市政府下发了 “襄樊市市

区暂住人口管理办法” , 坚持 “政府牵头 、 资

源共享 、 综合治理” 的原则 , 市政府成立了暂

住人口工作领导小组 , 从市直计生 、公安 、 劳

动等相关职能部门抽调人员组成暂住人口出租

房服务管理联合办公室 , 各城区设立了区 、 街

办 、社区三级暂住人口出租房服务管理机构 ,

以社区为依托 , 以抓好出租房为重点 , 实行

“以房管人” 。全市市区两级财政投资近 250万

元 , 建立暂住人口服务管理站 120个 , 通过在

社会公开招聘 , 配备协管员 186人 。对暂住人

口实行 “暂住证” 、 “劳动务工许可证” 、查验

“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同时办理 , 发放 “三证

合一” 的 “暂住人口服务管理证” , 暂住人口

持此证方可办理租赁房屋 、 就业 、经营和子女

入学等手续 , 实行 “一证通行” 。

二 、规范基础管理 , 筑造 “以房管人” 的

工作平台

2006年 4 月 , 襄樊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下发了 “关于全面推行 `以房管人' 市民

化服务 , 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

意见” , 紧紧抓住房屋出租这个重要环节 , 以

试点引路 , 打造城市社区流动人口计生 “以房

管人” 的服务管理工作平台 。

1.全面清查 , 详细摸清底数

全市统一部署 , 统一行动 , 以宣传教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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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 印发计划生育政策法规和 “襄樊市市区暂

住人口管理办法” , 向每个居民户发放 “公开

信” , 为清查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与此同

时 , 从计生 、公安 、 劳动 、房管等相关部门抽

调人员 , 组织街道 、 社区和辖区单位工作人

员 , 组建了 3800 多人的清查专班 , 对社区出

租房屋和租住人口进行拉网式清查 。共清查登

记房屋出租户 38253 户 , 其中流动人口租住

29255户 , 常住流动人口 99421人 , 其中已婚

育龄妇女 28565人 , 重点对象 11732人 , 比较

全面地掌握了出租房屋和流动人口的情况。

2.绘图建卡 , 实施动态管理

在全面清查的基础上 , 建立了 “一牌 、 两

图 、 二表 、一卡” 的管理方式 , 对流动人口计

划生育实行动态管理 。“一牌” , 就是以社区为

单位 , 在房屋醒目处统一喷绘带有 “人口” 字

样的门牌号;“两图” , 就是绘制社区房屋平面

图和 “以房管人” 计生工作网络图;“二表” ,

就是统一印制流动人口计生情况登记表和计生

避孕药具免费发放登记表;“一卡” 就是填写

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信息卡 , 做到一人一

档 , 分类编号 , 并将其纳入计划生育信息管理

系统 , 以便随时掌握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情况 ,

达到 “以静制动” 的效果 。

3.建章立制 , 规范工作程序

为增强 “以房管人” 的可操作性 , 全市建

立健全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登记 、 “流动人口

婚育证明” 查验 、出租房屋和流动人口定期清

查 、 责任单位计划生育情况通报 、 计生信息月

报 、 已婚育龄妇女定期开展生殖健康检查等规

章制度 , 制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流

程 , 进一步夯实流动人口计生管理工作基础 。

4.明确责任 , 实行 “属地管理”

社区将流动人口和户口空挂等特殊人群按

居民小组 、集贸市场 (住宅小区)、 辖区单位

设立 3个计生责任区 , 社区同辖区单位签订计

生责任书 , 依法推行法人计划生育责任制。建

立健全了破产 、 倒闭企业职工计划生育移交工

作制度 , 由社区实施管理 。社区对干部进行分

工 , 明确任务职责和奖惩 , 形成横到边 , 纵到

底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网络。

三 、构建 “以房管人” 的新模式

推行 “以房管人” , 关键是要形成健全的

流动人口计生服务管理的工作机制。在日常管

理中 , 全市城区按照 “一二三四” 的模式开展

流动人口计生工作。

1.制订计划生育居民自治章程。根据社

区居民 “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 、 自我服务” 的

自治要求 , 各城区社区召开居民代表大会 , 制

订 “计划生育居民自治章程” (或 “物业小区

计划生育公约”), 把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纳入社

区居民民主管理 、民主监督的范畴 , 形成 “以

多管少” 的局面 。

2.签订两个计生责任合同书 。由社区

(单位 、 物业小区)与居民私房出租房主签订

“房屋租赁计划生育责任书” , 使其 “守房有

责” ;要求私房主在向流动人口出租房屋时必

须与租房人签订 “流入人口已婚育龄人员计划

生育管理与服务合同书” 。据统计 , 截至目前 ,

全市各地社区与私房出租房主签订计生责任书

38236份 , 私房主与租房流入已婚育龄人员签

订计生合同书28565份。把流动人口计生管理

的责任落实到房屋的产权人 , 使 “以房管人”

不留漏洞 , 不留死角。

3.建立三级工作责任链 。为落实 “以房

管人” 责任 , 以社区为单位 , 建立 “责任人—

计生协管员 —信息员” 三级责任体系 。责任人

由社区居委会干部担任 , 负责流动人口计划生

育工作的指导 、 检查和督办;计生协管员 (单

位计生干部)负责流动人口计生管理和服务工

作;信息员由社区老党员 、 老干部或热心计生

工作的积极分子担任 , 负责流动人口计生信息

报送和监督工作 。全市城区选用了 385名信息

员 , 充实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队伍 , 基本

形成流动人口计生日常管理和服务责任体系的

全覆盖 。

4.强化计生 、 公安 、 劳动 、 房管四个部

门的协调配合。全市以计生 、公安 、 房管 、劳

动部门为重点 , 构建 “四位一体” 的工作机

制 。日常工作中 , 计生部门负责流动人口计划

生育管理及指导 、检查和督办;公安部门负责

把流动人口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范畴 , 实现

了治安与计生工作的有机结合;劳动部门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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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务工 、 培训和就业工作;房管部门协

调各物业小区配合所在社区做好计划生育工

作。各部门通力合作 , 做到 “管理互补 、服务

互动 、 信息互通” , 促进了 “以房管人” 工作

的有效落实。

四 、 将 “以房管人” 寓于服务之中

襄樊市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 把最大限度地

满足流动人口育龄群众的需要作为出发点 , 积

极开展 “三进社区” 活动 , 从而把 “以房管

人” 融入对流动人口的优质服务之中。

1.生育文明进社区 。各城区以社区为单

位 , 广泛开展计划生育政策宣传 , 弘扬婚育新

风 , 让生育文明宣传进社区。襄樊市先后投资

50多万元 , 在城市街道 、 广场等繁华地段设

置计生宣传标语 、宣传画 , 29个社区分别设立

计生政策和生殖保健宣传一条街。举办生育文

明主题晚会 , 寓教于乐。利用节假日组织文艺

宣传小分队到社区 ,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

播计生政策法规和生殖健康知识。

2.保健服务进社区 。城区计划生育服务

机构定期组织技术服务人员进社区 , 向流动人

口开展生殖健康咨询服务和优生优育知识培

训。社区计划生育服务站为流动人口建立健康

档案 , 指导已婚育龄妇女开展避孕节育 , 并定

期为流动人口免费开展孕情 、 环情和妇科病检

查等 , 为广大外来育龄群众提供优质服务。近

年来 , 共对60000余名流动已婚育龄妇女发放

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免费服务卡 , 建立流动人

口生殖健康档案 47725 份 , 提供免费 “三查”

71612人次 , 实施上环或换环 1896例。

3.亲情服务进社区 。及时为流动人口和

下岗育龄群众提供亲情化服务 , 积极开展 “送

关心 、 送温暖 、 送关爱” 活动 , 自 2007 年以

来 , 全市城区累计解决 12056名流动人口子女

入学的问题 , 帮助 3870余名育龄群众找到了

就业门路 , 为流动人口提供法律咨询 15600多

人次 , 制止侵害流动人口合法权益事件 30 余

起 , 解决劳资纠纷 50 余起 , 帮助流动人口追

讨拖欠工资 170多万元 , 使流动人口充分感受

到了 “身在异地犹在家乡” 的温暖。

五 、严格执行奖惩制度

推进 “以房管人” , 实行责任检查考评是

促使工作落实的重要保证。为此襄樊市制订了

目标责任管理办法。每年区与街道 、 街道与社

区 、社区与三级责任链的责任人层层签订流动

人口计划生育 “以房管人” 工作责任书 , 强化

责任管理。市政府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 “以房

管人” 工作作为单项指标纳入全年计划生育目

标内容 , 采取平时检查 、每月抽查 、 半年和全

年考核相结合的办法 , 对各街道 、社区和计划

生育责任单位及责任人进行综合考评 , 促进工

作开展 。实施了出租房屋星级管理。社区以计

划生育管理为主 , 联合综治 、 卫生等相关部

门 , 对出租房屋实行 “十二星级” 牌管理 , 实

行每月一考评 , 严格执行奖惩制度。自 2007

年以来 , 全市先后有 9650个出租房主受到表

彰奖励 , 58个出租房主被责令限期整改 , 9个

出租房主被取消房屋出租资格。

科学和健全的 “以房管人” 网络化管理体

系加优质的市民化服务机制 , 在襄樊市的流动

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中取得了良好的效应。自全

市城区推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 “以房管人” 工

作以来 ,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了根本的

转变 。1.覆盖面大 , 可以把工作的触角延伸

到各个角落 , 使工作不会出现盲点和断层;2.

工作渠道畅通 , 信息采集快 , 对流动人口计划

生育工作中的问题能及时发现和加以解决;3.

责任明确 , 分工明晰 , 不会产生互相推诿和推

卸责任的状况;4.管理流程规范 , 工作有章

可循 , 提高了工作质量。据不完全统计 , 自

2007年以来 , 全市有 1120 对符合政策生育的

流动人口夫妇主动放弃了二孩生育指标 , 截至

目前 , 襄樊市 “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验证率达

96%, 计划生育率达 98%, 全市的流动人口

计划生育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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