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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完善计生利益导向机制的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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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江西省新余市从解决计生家庭最迫切 、 最根本 、 最现实的问题入手 , 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

索 ,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一是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是公共服务体系之一 , 作为对弱势群体再分配的

制度 , 需要各级财政投入;二是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必须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适应 , 并随着经

济社会发展 , 加大含金量 , 提高覆盖面;三是人口计生部门要当好参谋和好主角 , 不断研究实施过程

中的新情况 、 新问题 , 出台地方性的利益导向新政策;四是计生利益导向机制建设 , 必须建立长效的

工作机制 , 认真解决 “直通车问题” 、 公平公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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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完善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 , 让计

划生育家庭受惠 , 转变生育观念 , 有利于推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 有利于解决 “三农” 问

题 , 有利于农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是新

形势下稳定低生育水平 、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
重要举措 。几年来 , 新余市进行了一些积极的

探索 ,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一 、从解决计生家庭最迫切的问题入手 ,

建立养老制度 , 解除后顾之忧

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难开展 , 一个非常重要

的原因 , 就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很不完善 , 育
龄群众特别是二女户家庭在生产 、 生活 , 尤其

是养老问题上存在许多实际困难 , 有后顾之

忧。为了稳定农村来之不易的低生育水平 , 新

余市突出重点 , 从解决群众最迫切的问题入

手 , 把建立养老保险制度 、解除计生家庭后顾

之忧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 积极争取市委 、市政
府的重视和支持 , 同时 , 主动协调保险部门 ,

共同研究解决实施过程中的问题 , 把实事做

实 、好事办好 , 实现政府 、 保险公司及计生家

庭 “多赢” 。从 1989年开始 , 新余市就开展农

村二女结扎户补充养老保险试点 , 1990年在

全市全面推开。从 1990年至 1999年 , 市政府

就农村二女户结扎养老保险工作先后出台了 6

个红头文件 , 要求各级政府 、 财政 、 计生委 、

保险部门紧密配合 , 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 。

1998年 , 针对中国人民银行先后 4 次降息 ,

保险公司取消了计划生育二女户结扎养老保险

险种的情况 。为保持计划生育奖励保障政策的

连续性 , 市计生委积极向市政府建言 , 请求对

这项工作继续给予支持 。通过协调 , 市政府下
发了余府办发 [ 1999] 22号文件 , 从 1999年

起 , 二女户每对夫妇的保险费为 2000 元 , 保

险费由市 、 县 (区)、 乡镇财政各负担1 3 , 列

入年度财政预算 , 及时拨付。截至 2007年止 ,

已累计为 25134名农村纯女户家庭夫妻办理了

养老保险 , 保险费累计达 1636.8 万元 , 参保
对象的覆盖率为 100%。农村计生家庭养老保

险自 1989年开办以来 , 目前已有 100多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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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对象开始领取养老保险金 , 每人每年领取金

额为 400 ～ 600元 。

人们之所以对补充养老保险不感兴趣 , 因

为补充养老保险是一种商业性保险 , 其保障程

度较低 , 保障功能较小 , 保险作用不够显著 ,

不能充分体现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 。为

此 , 新余市正在积极探索将农村二女户养老保

险纳入社会保险 , 参照失地农民社会保险暂行

办法 , 实行 “9+1” 模式 (市 、 县区 、乡镇三

级财政承担 90%, 计生户承担 10%), 将实行

计划生育的农村二女户家庭纳入社会保险 , 建

立长效的生育风险防范机制 , 使农村二女户家

庭能够与城镇企业职工一样享受社会基本养老

保障待遇 , 真正实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 安享

幸福晚年 。

二 、从解决计生家庭最现实的问题做起 ,

拓宽利导领域 , 加大导向力度

新余市坚持 “政府关注民生 , 计生家庭优

先” 的理念 , 把计生利导融入政府民生工程 ,

实行优先共享。

1.认真落实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

扶助政策。从 2005年开始 , 对农村年满 60周

岁的计划生育独生子女和二女户家庭的父母 ,

按每人每月不低于 50元的标准发放奖励扶助

金。渝水区从 2007 年开始 , 在国家规定的每

人每年 600 元的基础上 , 另外增加每人每年

600元。并建立健全了严格的资格确认 、 资金

管理 、资金发放和社会监督 “四权分离” 的制

度和程序 , 确保奖励扶助对象统计准确无误 ,

奖励扶助金发放及时 、 足额到位。2007年我

市共有653人受到奖励。

2.建立 “人口计生贡献奖” 制度 , 实行

“即做即奖” 。只要落实了长效节育措施 , 即可

得到政府每户每年 200元的奖励 , 对接了国家

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扶助政策 。

2004年以来 , 已为 30722户农村独女户 、 二女

户发放生活补助费 614.44万元 。

3.以现金形式发放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奖

励费 。建立以政府财政为主要列支渠道的奖励

费发放制度 , 全市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全

部实现以 “直通车” 的方式发放到户到人 。

2003年以来 , 已为 11.38万人次农村独生子女

家庭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 487万余元 。

4.对农村 0 ～ 6周岁独生子女办理爱心保

险 , 一年一保 。截至 2007 年止 , 累计投保

43349人 , 保费达 135.78万元 。全市共处理农

村计划生育家庭爱心保险理赔案 708件 , 支付

保险金 76.23万元 , 赔付率达 56.14%。

5.对符合生育二胎条件 , 主动放弃生育

二胎并领取了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的夫

妻 , 给予不少于 2000元的一次性奖励 。

6.建立利导联动机制 , 使各部门的优惠

扶持政策向计划生育家庭集中倾斜 。2007年 ,

农业部门共培育扶持 1000户以上独生子女户

或纯女户成为果业专业户;发展优质稻 6670

公顷 , 带动 6000多户独生子女户 、 二女户增

收 80元;对 570 户纯女户建沼气池免征占地

费 。卫生部门对 1578名农村计生家庭父母及

其子女就医实行 “三免四减半”① , 共减免医

疗费用 10多万元 。民政部门将 3517名贫困计

生对象纳入城乡 “低保” , 发放低保金 65.77

万元;为计划生育特困家庭和节育手术并发症

对象发放救济款 36万元;帮助符合条件的计

划生育特困对象缴纳个人负担的全部或部分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 , 用于农村计划生育女儿

户的大病医疗费达15万元 , 救助 47人次。

三 、从解决计生家庭最根本的问题使劲 ,

强化教育培训 , 提升综合素质

当前我国人口问题主要表现为观念落后 、

出生反弹 、 性别失调 , 但实质是素质问题 、发

展问题 、教育问题。为此 , 新余市把利导机制

延伸到对农村计生家庭人口的教育和培训方

面 , 实施了 “学生助学计划” 和 “家庭培训计

划” , 促其提高综合素质。

1.助学计划。在参与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

人口计生部门培训农村留守儿童辅导员 320

名 , 为留守儿童送去 “代理父母” 的关爱和校

外教育 。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 , 实行

计生户中考优惠加分政策 , 帮助农村独子户 、

二女户家庭女孩进入高中就读 。2004 ～ 2007

年 , 全市 7457 名农村独生子和农村独女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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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免四减半” :门诊患者免交普通门诊挂号费 、 肌肉注射费 、 小换药费;住院病人的 “三大常规” 检查费、 胸片检查费 、
普通床位费 、三级护理费各减 50%。



二女户家庭女孩分别享受了中考加 10分 、 15

分的优惠 , 其中有 698 名经优惠加分进入省 、

市重点中学或重点建设中学。组织开展 “关爱

女孩捐资助学活动” , 共发动市 、 县区直部门

救助贫困女孩 63 名 , 助学金额达 60400元 。

开展领导干部 “一帮一 、 结对扶” 活动 , 每年

有600多名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与农村贫困计生

子女结对 , 其中帮助 258名计生子女圆了大学

梦 , 让 4798名留守儿童重返校园 。协调教育

部门 , 率先普及农村独生子女户 、 二女户家庭

子女高中教育 , 并对其中二女户家庭的子女实

行免费教育。

2.家庭培训计划。市政府设立了农民培

训专项基金 , 实施 20 万农民培训计划 , 帮助

农民实现 “当好农民 、不当农民 、当好市民”

提高素质三级跳 。目前 , 已培训农民 11.3 万

人 , 其中计生户占 70%。协调科技部门对计

生户开展科技培训 , 去年共培训计生户 2540

人次 。协调农业部门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开展

实用技术培训 , 去年共培训计生户 3100人次 。

通过培训 , 一大批计生户掌握了实用技术和创

业致富本领 , 全市培育生产型 、加工型 、养殖

型等农产品龙头企业基地 23个 , 带动 7250户

计生户增加了经济收入;发展 “柑橘村” 、 “西

瓜村” 、 “苎麻村” 、 “葡萄村” 105个 , 培育

1200多户计生户成为种植 、养殖专业户 。

多年来在建立有利于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

利益导向机制方面主要体会是:

1.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是公共服务体

系之一 , 建立在政府公共财政的基础上 , 各级

政府应当成为主体 , 作为对弱势群体再分配的

制度 , 需要各级财政投入。近几年来 , 新余市

逐年加大对计生利益导向和奖励扶助经费的投

入 , 2007年 , 市本级财政安排利益导向专项

资金 182万元 , 人均达 1.63元 , 在全省设立

的区市中负担比例最高 。

2.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必须与经济发

展和社会进步相适应 , 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

加大含金量 , 提高覆盖面。经过几年的努力 ,

新余市利益导向项目由 9项拓展为 32项 , 覆

盖面由 45%上升为 95%以上 , 形成了 “项目

全 、覆盖面广 、 参与部门多 、计生家庭得实惠

多” 的计生利益导向和社会保障体系 。

3.人口计生部门要当好参谋 , 当好主角 ,

不断研究实施过程中的新情况 、 新问题 , 不断

出台地方性的利益导向新机制。新余市明确了

计生协会办公室为利益导向的职能科室 , 对利

益导向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断梳理 、 反思

和总结 , 将改进意见提交党委 、 政府或计生领

导小组研究 , 促成了地方性利导机制的完善和

创新。

4.计生利益导向机制建设 , 必须建立长

效的工作机制 , 认真解决 “直通车问题” 、 公

平公正问题 , 真正做到该享受的一个不漏 , 不

该享受的一个不进。新余市注重长效机制的建

设 , 建立健全了资格确认 、 资金管理 、资金发

放 、社会监督等一系列制度 , 实行对象公示 、

程序公开 , 确保公平公正 , 并为每个受惠对象

开设银行账户 , 实行资金发放 “一卡通” , 有

效地防止了徇私舞弊 、 暗箱操作 , 真正把利导

机制办成了阳光工程 、 民心工程 。

[责任编辑　王树新]

(上接第 26页)

行政 、工作作风 、廉洁高效和勤政为民等方面

的监督。

4.坚持定期督查整顿治理制度。各级政

府和人口计生委要对人口计生系统的依法行政

情况进行定期督查 , 并加大督查力度。成立由

人大牵头 , 主要领导带队 , 执法部门参加 , 业

务骨干组成的执法督查队 , 深入基层 , 采取访

问群众 、听取汇报 、 抽查案卷等办法进行督

查。查计生行政执法人员素质是否合格 , 看是

否有其他不具备执法资格人员上岗执法 。查执

法程序是否合理 , 看有无不按程序或违反程序

执法现象。查执法行为是否合法 , 看是否存在

执法不严或违法乱纪等现象 。

通过督查发现的依法行政不实 、 不力等问

题 , 要立即进行整顿治理。同时要根据问题性

质和程度 , 采取教育或通报批评 、 追究责任 、

限期整改 , 及时纠正依法行政不力现象 , 尽快

改变依法管理水平不高的局面 , 保证 《人口与

计划生育法》 和相关法律法规全面 、 及时 、深

入地贯彻落实到基层。

[责任编辑　王树新]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