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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宣教工作方式 , 加快新型生育文化建设步伐

张爱军
(山东省潍坊市计划生育委员会 , 山东 潍坊　261061)

摘　要:新型生育文化建设 , 是一个意识形态破旧立新的过程。思想上 , 既要看到传统生育文化转变

的艰巨性 , 又要看到面临的良好机遇。实践上 , 要重视宣传教育 , 从群众需求入手 , 创新宣教方式 ,

丰富宣教内容。效果上 , 要看各级领导是否更加重视;看宣教形式和内容是否与时俱进;看党群干群

关系是否更加密切;看新型婚育观念是否逐步确立。 近年来 , 潍坊市走出了一条搞好 “三个结合” 、

确立 “四大支柱” 、 打造 “四化品牌” 的路子 , 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 新型生育文化建设收到了良好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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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生育文化建设 , 是一个漫长的意识形

态破旧立新的过程 , 在这思想变革的过程中 ,

宣传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实践中 , 我

们总结基层经验 , 走出了一条搞好 “三个结

合” 、 确立 “四大支柱” 、 打造 “四化品牌” 的

路子 , 受到了群众欢迎 , 收到了良好效果。

一 、搞好 “三个结合” , 形成新型生育文

化建设的合力机制

1.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通过成立领

导小组 , 把新型生育文化建设纳入精神文明建

设总体规划 , 制定 《关于加强新型生育文化建

设的意见》 , 强化综合协调力度 , 保证了新型

生育文化建设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应有位置 。

2.与部门职责落实相结合。通过建立计

划生育齐抓共管机制 , 把相关部门在新型生育

文化建设中应当履行的职责 , 分解量化 , 纳入

了齐抓共管责任制 , 促使相关部门将新型生育文

化建设的任务、目标 , 融入到自身业务之中。

3.与计划生育各项工作相结合。计生系

统把新型生育文化建设作为推动各项工作的

“牵引车” 和 “助推器” , 纳入综合改革 、 “三

级联创” 、 依法管理 、村民自治 、优质服务各

项活动中 , 融入到工作的各个环节 , 结合新

婚 、怀孕 、 生育 、避孕 、生殖保健等随访 , 开

展登门宣传服务 , 传播婚育新风 。各级计生服

务站的业务科室 , 杜绝 “哑巴” 服务 , 每接待

一名群众 , 都进行相关的政策法规和科普知识

宣传 , 使群众做计划生育的明白人 、 管理服务

的知情人。

“三个结合” 的落实 , 使新型生育文化建

设 , 得到了领导的支持 、部门的参与和群众的

欢迎 , 形成了合力机制 。

二 、确立 “四大支柱” , 突出新型生育文

化建设主体特色

1.上好一堂课。各级人口学校 , 每年都

分期分批对新婚对象 、 孕产期对象 、 完成生育

任务进入长期避孕期的对象 , 分类举办培训

班 , 上一堂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课 , 使育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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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系统地掌握有关人口与计划生育的权利 、 义

务和科普知识 , 提高群众计划生育 、生殖保健

的自我意识和能力。

2.建好一条街 。乡镇驻地和村中 , 普遍

建设图文并茂的新型生育文化一条街 , 全天候

地宣传国情国策 、乡情村情 、 政策法规和各类

科普知识 , 创造新型生育文化建设的舆论环境。

3.送达一张明白纸 。利用定期随访和登

门服务的机会 , 对新婚对象发放 《新婚必读》

和政策法规 、优生优育知识明白纸;对已经怀

孕的对象 , 发放孕期保健 、产褥期保健和小儿

护理等知识明白纸;对完成生育进入节育期的

对象 , 发放与节育措施知情选择 、 生殖保健有

关的明白纸。明白纸如同及时雨 , 满足群众最

为关心和最迫切的需求。

4.组织一支宣讲团 。宣讲团由执法人员 、

技术人员组成 , 有的乡镇和公安 、司法、工商等

部门联合 , 一起开展送法进村和一线服务活动。

“四个一” 的宣传教育形式 , 作为计生系

统倡树婚育新风的四大支柱 , 在不断的充实 、

完善 、丰富 、发展之中 , 对传播婚育新风 、 建

设新型生育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三 、打造 “四化品牌” , 创新新型生育文

化建设的有效载体

1.社会化 。即整合社会资源 , 发挥部门

优势 , 打造联动合唱平台 。利用各级新闻媒体

开办计划生育专题栏目;各级共青团组织把婚

育新风纳入经常性的宣传活动中 , 教育引导广

大团员 、青年自觉实行计划生育 、 晚婚晚育 、

婚事新办;各级妇联把新型生育文化建设与

“双学双比” 、 “巾帼建功” 和创建 “五好文明

家庭” 等活动结合起来 , 计生 、环保 、 国土规

划 、 广播电视等部门联合定期举办 “学国策知

识 , 倡婚育新风” 知识竞赛活动;计生 、卫生

部门定期联手开展性别比宣传活动;计生 、 文

化等部门联合创作以婚育新风为主题的文艺节

目 , 常年开展巡回演出。市计生委和市歌舞团

联合创作的戏剧 《风筝谣》 获全国人口与计划

生育文艺节目 (戏剧类)一等奖;司法部门把

计生 “一法三规一条例” 纳入 “四五” 普法规

划;市文明委在每年组织的 “文明之夏 —四进

社区” 活动中 , 把婚育新风进社区作为一项重

要内容安排部署;教育部门在中小学中普遍开

展青春期 、 青少年性与健康教育 。市计生委与

企业联手 , 定期开展婚育新风有奖竞赛和有奖

晚会;与军地联谊 , 开展绿橄榄婚育新风进军

营活动 。社会各界的参与 , 促进了婚育新风尚

的形成 。

2.多样化。即突出地方特色 , 注重融入

结合 , 打造多维立体平台。宣传形式上 , 各地

在落实好 “四个一” 的同时 , 因地制宜创造特

色 。如:利用 “庄户剧团” 组织群众性文艺演

出;利用村文化大院组织有奖知识竞赛 、 读书

会 、书法绘画比赛等活动;利用集日组织 “三

下乡” 、 婚育新风赶大集活动;建立计生互联

网 、局域网 、校园人口网 、 生殖健康热线等方

式 , 构建宣传快车道;开展 “诚信计生” 活

动 , 把婚育新风融入其中;开展 “美在家庭”

和 “关爱生命 、 关爱健康 、让爱无忧” 活动;

开展关爱女孩行动 , 从提高女性地位入手 , 在

办实事中融入婚育新风;建立婚育新风长廊 ,

设立人口文化大院 、 婚育新风图书角 , 在社

区 、企业 、 学校 、军营 、居民楼道设立婚育新

风宣传箱 , 让婚育新风进社区 、 进楼房 、 进家

庭 、进企业 、进学校 、 进军营。多维立体平台

的搭建 , 使婚育新风渗透融合到社会方方面

面 , 形成了多姿多彩 、 各具特色的局面。

3.形象化。即改变传统方法 , 利用现代

科技 , 打造形象示范平台。各级计生服务站建

立展览室 、 标本台 、宣传处方台 、咨询室和悄

悄话室 , 配有 VCD 机 、 新婚 、 性生活 、 孕育

指南光盘 , 既可以咨询技术人员 , 又可以自己

观看;乡镇一堂课 , 多数都播放科普影像 , 深

入浅出 、形象直观;定期在集日展出图文并茂

的计划生育宣传展板;婚育新风一条街 , 图文

并茂 、通俗易懂 、 生动活泼 , 群众无需翻书 、

进课堂 , 就能了解到有关知识;计划生育文艺

演出 , 轻松幽默 , 从身边人、身边事中接受教育。

4.温馨化。即突出人文化 , 体现以人为

本 , 打造优质服务平台 。从标语口号 、接受咨

询 , 到服务过程的耐心解答疑问;从和蔼的服

务态度到技术精湛的各项服务;从备有热开水

到设立触摸屏;从候诊大厅悬挂电视 、播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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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 到设立处方台;从仔细的询问 , 到临走时

送一张相关明白纸 , 无不体现着温馨二字。温

馨化服务 , 使群众知其然 , 也知其所以然;使

婚育新风像春风细雨 , 滋润了群众心田 。

四 、 注重新型生育文化建设效果

近年来 , 人们逐步认识到新型生育文化的

重要性 , 更加自觉地进行探索 、 研究和实践 ,

创造总结出不少做法和经验。我们认为 , 一些

做法和经验能否肯定 , 得到大面积推广 , 关键

是从四个方面看其效果如何。

1.看各级领导是否更加重视。在新型生

育文化建设中 , 要看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的重

视和直接参与程度 , 看他们是否进一步了解了

国情与国策 , 认识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 、

长期性 、 艰巨性 、复杂性 , 增强了时刻不放松

计划生育工作的责任感 、 紧迫感 , 全面加强了

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

2.看宣教形式和内容是否与时俱进 。随

着社会进步 、 经济发展和国民素质的不断提

高 , 新型生育文化 , 要保持其先进性 , 始终成

为先进文化 , 其内涵就必须不断赋予符合时代

的科学内容 , 以适应社会 、经济发展和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此同时 , 在传

播形式上 , 要不断创新 , 始终贴近时代 、贴近

群众 、 贴近基层 。只有做到了内容和形式的与

时俱进 , 新型生育文化建设才会生机勃发 、富

有成效 。

3.看党群干群关系是否更加密切。通过

广泛深入的宣传和实实在在的服务 , 原来的简

单粗暴被耐心细致代替了 , 原来的结扎 、 流产

一刀切的管理方式被及时科学的指导生育 、节

育措施知情选择代替了;原来的只管控制生育

被现在的全方位服务代替了;原来的过于侧重

处罚被奖罚结合 、 优惠政策 、 养老保障代替

了 。要从这些变化中 , 看广大育龄群众是否切

身感到了计划生育工作方式和内容的转变 , 看

党群干群关系是否更加密切 、更加融洽。

4.看新型婚育观念是否逐步确立。新型

生育文化建设在基层的效果 , 要看计生法律法

规 、管理与服务 、科普知识 , 是否以多种形式

进了村 , 入了户 , 深入人心;看广大育龄群众

是否增强了法律意识 , 明白了计划生育权利和

义务 , 懂得了更多的生殖保健知识 , 依法接受

管理和服务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是否有了新的提

高;看合法生育率 、晚婚晚育率 、出生人口性

别比 、 独生子女领证率等各项工作指标是否有

了新的提高 。

[责任编辑　王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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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美遐主编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5年 2月出版

　　按照传统的表述 , 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以及与劳动关系密切联系的其他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
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半个多世纪中 , 劳动法一直是我国法学教育中的一门学科。但由于
劳动法所涉及的问题不仅是法律问题 , 而且还与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有很多的交叉。从劳动法学研究
的很多内容可以看出 , 劳动法学既包括法学理论 , 还包括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同时 , 劳动法作为人
力资源管理最重要的法律环境 , 与人力资源管理学科也有较多的交叉。因此 , 劳动法学是我国现阶段
高等教育中多个专业的必修教材之一。

鉴于我国高校目前劳动法教学和研究的一般需要 , 该书设计了七章内容 , 主要介绍劳动法基本理
论 、 劳动法产生条件和历史梗概 、 劳动关系调整法 、 职业促进法 、 劳动争议处理法 、 劳动监察 、 法律
责任等内容。这七章的内容比较全面地涵盖了劳动法教学的基本内容 , 又反映了近年来劳动法学研究
领域所探讨的主要问题。同时 , 也考虑到国际劳动法学的前沿研究动向。该书的适用范围 , 除高校劳
动法律 、 劳动经济与社会保障 、 人力资源学科的教学外 , 也是相关研究领域 、 实际工作领域的一本前
沿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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