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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流动人口日益频繁的流动性, 使其与现居住地无直接隶属关系, 同时现实存在的法律法规冲

突, 使计生管理服务长期处于户籍地鞭长莫及, 现居住地举步维艰的境地, 对低生育水平的稳定已构

成巨大压力。作为全国第四人口大市, 成都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一难题。主要从四个层面构建现居住地

部门间互动、流出地流入地间互动、人口计生部门与流动人口间互动、流动人口间互动机制, 整合社

会各方资源和力量, 调动流动人口参与支持人口计生工作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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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2005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表明, 全

国流动人口已达 1147 亿。实践证明, 我市从

人口流动中获取了相当红利。但人口流动对社

会造成的压力也与日俱增, 各类资源开发利用

的有限性与人口流动速度和规模的高增长性矛

盾重重。计划生育工作也概莫能外。

鉴于此, 我市人口计生系统进行了一系列

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主要从构建流动人口 /一
盘棋0 的格局着手, 从优化创业环境、解决实

际困难、增强管理服务实效的角度, 全力打造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互动机制。

一、互动机制的内涵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部门之间

的互动; 二是地区之间的互动; 三是计生部门

与流动人口之间的互动; 四是流动人口之间的

互动。主要表现为部门协调配合, 地区沟通互

助, 主管部门指导服务, 流动人口自治功能发

挥。

11 部门互动。以资源共享, 信息互通,

管理互补为主要标志。充分利用和整合现有财

政、卫生、教育、劳动就业、户籍管理、工商

管理等资源, 在服务户籍人口的同时, 将上述

领域相关资源向流动人口全方位开放, 使之共

享城乡一体化成果。从信息采集传递、微机网

络运用、工作方法更新、政策创新等方面加强

联系, 使相关信息运用最优化, 从而降低行政

成本, 提高管理服务效率。通过相关法律法规

的配套使用, 并联审批、集中审批方式运用,

执法协同等方式, 形成管理服务优势互补, 解

决部门缺位越位问题, 方便流动人口办理各类

事务。

21区域互动。按市内、市外、省内和省
外几个区域互动; 分源头、事中和事后三个阶

段进行。互动重点领域为婚育服务信息互通、

婚育证明办理协助、技术服务组织协调和违法

生育协商处理等。主要以互动协议签署、信息

平台沟通、技术服务协调和个案处理协商为标

志。充分发挥 /天下计生是一家0 的系统合作
优势, 以自身权能为半径, 以上级协助为延

展, 以合作需求为补充, 主动谋取全方位互

动。

31计生部门与流动人口的互动。按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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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 优质服务的理念, 将过去单一行政命令

的管理方法改革为行政、经济、法律、教育并

用, 从满足流动人口生计、健康等需求入手,

建立行政部门与流动人口互信互约机制, 营造

互尊互助的合作氛围。重新审视和发挥非政府

组织在公共管理与服务方面的替代性作用和优

势, 以地域、乡情和亲情为纽带, 指导流动人

口建立自治性组织, 填补公共管理与服务之不

足, 谋取两者互动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41流动人口之间的互动。发挥流动人口
自治组织的自我监督、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功

能, 畅通自治组织与成员、成员与成员之间的

诉求渠道、信息渠道, 并及时反馈相关部门,

推动公共管理与服务功能的完善和改进, 排解

不和谐因素, 增进自治组织的凝聚力和活力。

二、主要做法

11政府搭台, 落实目标。市政府高度重

视流动人口工作, 组建了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把流动人口有关问题列

为重要日程加以解决。先后以政府令、目标白

皮书等方式, 明确相关单位职责任务。根据

5成都市生育保险办法6、5成都市居住证管理
暂行规定6、5成都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

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实施办法6, 成都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 5关于做好成都市进城务工就
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具体意见的通

知6、5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
与服务工作的通知6 等一系列文件精神, 将流

动人口纳入现居住地管理服务范围。在流动人

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工作方面, 连续两年将该

项工作纳入市委、市政府专项目标。各部门在

履职过程中, 既注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贯彻

落实, 又注重服务规范化, 对 /流动人口婚育
证明0 的查验、技术服务开展和违法生育处理
进行改革, 按照 /先生计, 后计生0 的思路,

实行了先办后补, 无证抄报, 计卫联手、协同

调查、数据交换等制度, 将各项目标落到实

处。在草拟和出台各项政策时, 事先征求并吸

纳计生部门意见, 突出了基本国策的地位。不

同类别的协管员队伍, 在信息采集过程中紧密

协作, 相互通报有关信息, 实现了信息的互联

互通。

21方法创新, 循序渐进。首先, 按照先

近后远, 先易后难的原则, 在本市范围内进行

了互动机制创建的试点工作。一是方便流动人

口。开通了 / 流动人口婚育证明0 代办业务,

即代为收集返乡困难的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

照片或免费为其照相, 并寄至户籍地办理, 户

籍地办理后随证附送流动人口告知书, 提醒需

注意事项。二是建立流出人口协商制。建立大

县与主城区的定期协商制度, 相互确定联络、

协调的具体人员, 提供技术服务机构名录和技

术服务的时间、场所及组织方式, 定期召开联

系会议, 研究和磋商互动过程中存在的较为棘

手的问题, 在信息沟通、技术服务和违法生育

处理等方面展开全方位和全过程合作。开展与

市外、省内、省外的互动工作。结合我市流动

人口以省内流动居多的实际情况, 进行流动人

口的流向和分布的调查, 对流入我市人口较多

的地区, 以及我市流出人口较为集中的地区进

行重点联系, 在合作双赢的基础上, 达成合作

互动协议, 分别明确流出流入地在流动全过程

中管理服务的职责任务, 充分发挥各自的管理

和网络优势, 突出管理服务实效。

31突出重点, 彰显功能。我市作为全国

第四人口大市和中西部商贸中心, 既是一个人

口流出大市, 也是一个人口流入大市。流出人

口大多分布在沿海的江浙、福建和广东, 中部

的山西、西部的新疆和西藏; 流入人口大多分

布在主城区及县城所在地。鉴于此, 我市结合

流动人口需求及流出流入地管理服务现状, 先

后在西藏拉萨市、山南市和我市主城区、县

城, 依托成都籍企业主、流动支部、商会等建

立流动人口计生协会, 在流动人口中物色和推

荐具有一定威望和号召力, 并热衷计生公益事

业的成功人士为协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和

理事人选, 并通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同时遴

选小组联络员, 专门负责活动组织, 衔接协调

和信息交流。各协会在会长、理事们的支持下,

腾出场地设置会员之家, 为流动人口提供活动、

交流场所, 解决了长期以来流动人口诉求渠道

不畅, 缺乏归属和认同感, 内部凝聚力不强等

问题。同时, 我市还先后派人赴西藏、广东、

福建, 主动与当地计生部门联系协调, 共商两

地互动机制的构建。目前, 我市已与拉萨市、

山南市、福州市初步达成意向性协议。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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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还利用城区与郊区县的互动机制, 实施了

/关注流动人口、关爱留守儿童, 关怀健康成

长0 试点项目, 共投资 717万元, 对符合条件

的独生子女留守儿童进行帮扶, 解决流动人口

的后顾之忧。

41建章立制, 会员自治。作为流动人口

互动的重要载体 ) ) ) 流动人口计生协会自成立
以来一直遵循规范运作, 会员自治的基本原

则, 真正体现了非政府组织的自治功能。首先

是在流出流入地计生部门指导下, 酝酿草拟协

会章程, 并经会员大会讨论表决通过, 以此奠

定其协会小 /宪法0 的权威地位。协会组织机

构及成员均按章程规定, 经由自荐、推荐和竞

争, 交会员大会选举产生。其次是制定协会职

责, 明确其定位和权能。第三是建立协会学

习、议事和活动细则, 使协会活动经常化、制

度化、民主化和实效化。第四是建立 /金字
塔0 的协会组织网络, 确定协会各成员间的联

系责任片, 扩大协会影响力和吸引力。在协会

内外, 流动人口享有充分的意见表达权、工作

建议权、入退会自由权和监督权, 保证了流动

人口之间, 以及流动人口与协会、流出流入地

计生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 扩大了计生志愿者

队伍, 协会功能进一步显现。

三、工作成效

自我市构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互动机制以

来, 改变了以往计划生育部门唱 /独角戏0 的

工作局面, 基本形成了 /政府搭台, 计生主

导, 部门配合, 区域协作, 群众参与0 的良好
格局, 并收到了以下成效:

11流动人口的切身利益得到维护。目前,

我市流动人口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兑现, 流动

人口计划生育家庭子女入学, 及特殊困难家庭

帮扶等系列问题逐步得到落实。经计生、劳

动、工商、地税等部门多次协商, 联合下发了

5在蓉企业、民营企业、城镇个体工商户雇工

独生女子父母奖励金发放办法6。自 2003年以

来, 共有 415 万名农民工子女在蓉入学; 双

流、彭州等地建立了农民工计划生育维权机

制, 出台了多项奖励帮扶政策。市级计划生育

特殊困难家庭帮扶意见即将出台。

21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成效显著。经

各级部门的共同努力, 2006年全市流动人口

达 93182 万人。其中, 流出 4818 万人, 办证

4413万人, 办证率为 9018% , 流入 45102 万
人, 验证 38156万人, 验证率为 8516% ; 流动

人口 /三同0 服务率达 70% 以上; 违法生育

得到有效遏制, 全年流动人口违法生育 600

人, 占全部出生的9j。
31 区域协作效用初显。市内 20 个区

(市) 县互动机制基本成形, 去年共与省内外

十个地区签订了 /双向互动管理协议0。并通
过互动平台商请全国 325个区 (市) 县办理户

籍地 /流动人口婚育证明0 4737例。通过市

流管办协商处理流动人口违法生育 5例, 共征

收社会抚养费107165元。

41协会功能有效发挥。锦江、武侯、青
羊、成华区、邛崃市、双流、金堂、郫县等共

成立流动人口计生协会 101个。金堂县流动人

口计生协会蓉城分会自去年 8月成立以来, 已

发展会员600人, 通过协会和现居住地计生服

务机构为262名流出已婚育龄妇女提供计生技

术服务, 600名流出已婚育龄妇女返乡获得了

技术服务。邛崃市冉义镇流动人口计生协成立

后的半年时间里, 孕 (环) 情证明寄回率大幅

提升, 由不足5%上升到 80%; 流出人口违法

生育大幅下降, 由 32人降至 1人。流出地和

流入地通过信息交换平台提交反馈信息分别为

39276条、20789条。

51亲情化服务蔚然成风。成华区建立了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帮扶机制, 联

合财政、民政、残联等部门和团体, 对计划生

育死亡伤残家庭给予不同金额的帮扶。锦江区

开展了外来育龄产妇随访慰问。温江区、双流

县通过举办招聘会共为 300名流动人口解决了

就业问题。互动机制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 /属
地化管理, 亲情化服务0 创造了条件。正因为
如此, 广大流动人口由衷地发出 /成都是一座

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0 的赞叹。
我市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互动机制还处于

初创期, 尚待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 拓展其生

存空间。我们正全力以赴, 争取在此方面有新

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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