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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城乡协调推进 � 三结合� , 开展 � 五关爱� 活动, 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 结合实际对计划

生育 � 三结合� 的创新与发展, 是计划生育 � 三结合� 希望之路的延伸和拓宽。文中对于城乡协调推

进 � 三结合� 活动, 城市要不断深入探索, 积极开拓, 创新载体, 推进城乡联动和协调发展提出了建

议。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 人口和计划生育; 三结合; 五关爱

中图分类号: C923 � � 文献标识码: B � � 文章编号: 1000- 4149 ( 2006) 01- 0019- 03

收稿日期: 2005- 09- 02

作者简介: 王承宽 ( 1958- ) , 男, 江苏沛县人,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 副研究员, 通讯与电子系统硕士, 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在职博士生, 从事高等教育的教学与管理工作。

一、吉林省提出计划生育 �三结合� 的回顾

20世纪 90年代初期, 我们曾先后四次到吉林省调查研究计划生育工作, 在学习和研究吉林

省提出并深化计划生育 �三结合� 的过程中, 对我们最大的启发与教育可以概括为两句话: 需要

是发明之母, 使命是创新之源。

当时我们亲身感受到吉林省面临着计划生育工作客观要求和实际需要, 有着深化计划生育改

革的强烈使命感和紧迫感。一是改革管理机制, 建设利益导向机制, 推进两个文明建设, 密切党

群干群关系; 二是对农业大省要求迅速改变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面貌, 提高工作水平。吉林省在

1991年开展了 11万农户大调查, 根据统计排序得出农民需求重点是求富、求知、求新、求乐、

求美。如何满足农民的需求, 吉林省就此开展了一系列积极探索和创新活动, 进行了大量的试

点、试验, 从中筛选出双学双比、家政教育、十星级文明户、�三结合� 帮带组、联益桥服务站、

公司加农户等 30多种活动载体。当时在国家计生委批示的启发下结合吉林省工作实际, 提出来

农村计划生育工作 �三结合�。1995年 10月在全国计划生育工作 �三结合� 经验交流会之后, 吉

林省为推进计划生育 �三结合� 深入发展, 于 1995年 11月又在全省组织近万名基层计划生育人

员和农业部门干部, 对 140万户计划生育家庭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家庭现状与服务需求调查
[ 1]
。根

据调查结果总结经验, 抓好试点, 进一步出台优惠政策, 落实帮扶计划, 有效地推进了全省农村

人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吉林省提出和深化计划生育 �三结合� 的成功经验, 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只有了解、理解、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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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把握客观要求和实际需要, 才能不断地发现、发明计划生育的希望之路
[ 2]
。具有强烈的计划生

育工作的使命感, 执着追求, 常抓不懈 �咬定青山不放松�, 才能不断出新、创新和成功[ 3]
。

二、城乡协调推进 �三结合� 是希望之路的延伸和拓宽

时过 13年, 2003年底吉林省又提出城乡协调推进 �三结合�, 开展 �五关爱� 活动, 这就是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同发展城乡经济相结合, 同帮助群众创业致富奔小康相结合, 同建设文明

幸福家庭相结合。关爱计划生育家庭, 强化政策导向, 稳定低生育水平; 关爱新生儿, 减少出生

缺陷, 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关爱女孩, 倡导男女平等, 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平衡; 关爱育龄群

众, 增进生殖健康, 建设文明幸福家庭; 关爱计划生育贫困人群, 实施扶助创业, 推进脱贫致

富� [ 4]。这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 结合吉林省的实际对计划生育 �三结合� 的创新与发展, 是

计划生育 �三结合� 希望之路的延伸和拓宽。这一思路的提出, 适应新时期需要, 赋予 �三结

合� 新的内涵, 开展 �五关爱� 涵盖并突出了新时期人口和计生工作的主要内容, 给新时期人口

和计生工作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根据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和新时期人口问题的现实需要, 我们高兴看到计划生育 �三结

合� 的希望之路正在实现成功的延伸和拓宽。城乡协调推进 �三结合�、开展 � 五关爱� 活动,

从侧重农村发展向城乡协调发展延伸, 从侧重行政手段向依靠政策推动延伸, 从侧重人口数量向

关注人口安全延伸, 从侧重婚育关怀向对人的全程服务延伸。同时使计划生育工作从单纯关注人

口数量向促进人口发展拓宽, 从 �自我循环� 的小圈子, 向促进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

展拓宽, 从立足当前向研究和实现长远的人口发展战略拓宽。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解决新时期

人口问题的必然要求, 对 �三结合� 的创新和发展, 对全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

指导作用。

三、城乡协调推进 �三结合� 是新时期人口和计生工作的创新

人口和计生工作的创新来自于实践, 来自于客观需要和实际需要; 来自于对社会规律、人口

规律和工作规律的正确认识与理解, 并主动适应和充分利用它; 来自于管理者和群众一道在工作

中忠于使命, 锲而不舍, 孜孜以求地不断深化改革。

城乡协调推进 �三结合�, 开展 �五关爱� 活动, 在创新上是丰富多彩的, 我们认为最突出

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思路创新。根据客观需要和实际需要, 要求把计划生育 �三结合� 搞好, 深入发展, 群

众满意。如何实现这一需求, 他们采用延伸和拓宽希望之路的新的工作思路。把 �三结合� 延伸

到城乡协调发展, 城乡都欢迎; 把手段从行政延伸到政策推动, 由短效变长效、更有效; 把婚育

关怀延伸到全程服务, 群众更满意。把计划生育工作从关注的工作内容上拓宽, 着眼的工作领域

上拓宽, 把工作时空拓宽, 才能与时俱进, 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 这是具有前瞻性的工作思路。

二是理念创新。在学习城乡协调推进 �三结合� 过程中, 不仅深刻体会到更加突出了以人为

本的理念, 同时也认识到对市民和农民要有一种动态的理念。不是吗? 今天的市民昨天几乎都是

农民, 明天的市民将有一部分又是今天的农民。本世纪中叶如果城市化达到 75%时, 农村仅有 3

亿多人了, 11亿人都是市民了。那时应该说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热点、重点在农村, 也在城市。

现在提出城乡协调推进 �三结合�, �五关爱� 是面向现实的, 更是面向和适应未来的。

三是机制创新。机制的内涵是指原理、机理, 也是指工作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与方式。城乡

协调推进 �三结合�, 就是更新了城市和乡村 �作用过程与方式�, 由过去城乡独立发展到现在联

动、协调发展。开展 �五关爱� 活动的创新在于它把服务寓于关爱之中, 再把管理寓于服务之

中, 又递进一个层次。这一层次是温馨的、亲情的。这好比子女对年迈老人服务, 他们总是在关

爱中服务, 在服务中引导, 在引导中管理 (当然也有约束)。关爱这一层次是以人为本的、人性

化的, 是重要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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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管理创新。在城乡协调推进 �三结合�, 开展 �五关爱� 的管理方式中提出项目运作、
科学管理。项目管理, 近代已形成了一门在很多领域中卓有成效的科学方法。把它应用在 �三结

合� 和 �五关爱� 活动中, 使这一群众活动成为有组织、有计划、有评估、追求效果的 �一步一

个脚印� 的科学管理活动, 这本身就是大胆尝试, 也是一种创新。

四、几点启示和思考

(一) 几点启示

这次参加吉林省城乡协调推进 �三结合�, 开展 �五关爱� 活动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听取了

吉林省人口计生委的汇报, 观看了专题片介绍, 参观了部分现场。使我们看到一年来吉林省加大

投入, 科学管理, 规范运作, 创新举措, 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促进了人口和计生

工作的深入、健康发展。对我们的启示和教育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计划生育工作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时代在前进,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环境和面临经济社

会形势也在不断发展、变化,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和创新, 适应时代要求, 适

应形势变化, 立足当前, 面向未来。吉林省提出和实践城乡协调推进 �三结合� 开展 �五关爱�

活动, 体现了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这是一项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 适应未来的成功改革和创新。

二是整体推进, 分类指导。2004年这项活动是在吉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开展起来的, 各

级党政领导都把 �三结合�、 �五关爱� 活动纳入全局, 摆上位置, 明确责任, 实现全省整体推

进, 确保了项目的成功与效果。同时也坚持典型引路的分类指导, 注重根据各地实际, 突出重点

开展活动, 这样既能发挥各地积极性, 又能够创造出特色纷呈的经验, 相互借鉴共同提高。这符

合事物发展的规律, 对全国各地都具有借鉴价值。

三是情为民所系。在这次学习、参观过程中使我们深刻感受到, 做好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

工作, 实践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当然需要权为民所用, 利为民所求, 更需要情为民所系。我

们在 �五关爱� 活动中看到、听到吉林省广大基层干部想群众之所想, 帮群众之所需, 对城乡群

众怀有浓厚的人情、亲情, 视群众为自己的兄弟姐妹, 乃至乡亲父母, 这还有什么办法想不出

来, 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呢? 我们要实现让群众满意的目标, 要做新时期最可爱的人, 要使计

划生育事业成为造福于人民的事业, 情为民所系, 投入人情、亲情是关键所在。

(二) 建议

1�吉林省提出的城乡协调推进 �三结合�, 开展 �五关爱� 活动, 是落实科学发展观, 构建

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是解决新时期人口问题的现实需要, 对全国来说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建议

向全国各地推广。

2�城乡协调推进 �三结合� 活动, 是一项实践一年多的新活动, 特别是对于城市要不断深

入探索, 积极开拓, 创新载体, 推进城乡联动和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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