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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论坛 人口和计生综合改革

关于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刘维忠
(甘肃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 能否作好新时期的计划生育工作, 关键在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转变, 从目标上说, 把为控

制人口而推行计划生育转变为为了每个家庭的生活幸福和个人的全面发展而实行计划生育; 从方法上

说, 把处罚多生转变为奖励少生和处罚多生相结合, 同时要改革计划生育管理方式, 从群众最不满意

和受益感最强的地方, 不断满足群众的需求。在这几方面, 甘肃人口计生委作了有益的探索, 并收到

了很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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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改革工作的实施使计划生育工作更为

人性化, 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实践中我们对

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的目的、方式、方法、重点

环节等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一、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的目的

计划生育综合改革对计划生育工作来说,

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首先是帮助群众克服养

老、就医和现实生活中的困难, 把为控制人口

数量而推行计划生育转变成为为了人们的生活

幸福而推行计划生育。从而解决人们对计划生

育的可接受性问题, 减小计划生育工作的难

度。老百姓的生育决策考虑更多的是家庭利益

的最大化, 满足其家庭对养老和精神寄托的需

求, 用人口压力理论推行计划生育是他们难以

接受的。所以计划生育的立足点必须放在家庭

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之上。其次是把计划生育

工作与可给人们带来好处的活动结合起来, 解

决人们乐于接受计划生育的问题, 使干部和群

众之间的人际关系更和谐。

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的内容

首先是改革计划生育的工作思路, 使计划

生育工作的难度不断减小。国家人口计生委在

甘肃开展了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

度试点, 我省自己也实施了 /少生快富0 试

点。变处罚多生为奖励少生和处罚多生相结

合。其次是改革计划生育管理方式, 使群众在

计划生育工作中感到更方便。5甘肃省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6 颁布后, 全省都取消了对一孩

生育的申请和审批。酒泉市和甘南藏族自治州

取消了生育间隔。不少地方减少了环、孕检次

数。第三是改革管理体制, 使计划生育管理更

科学。坚持求真务实。我们借鉴以前的经验,

在全省开展了打假求实专项治理活动。清理出

生漏报 22万人, 假二女户 4万人。我们提出

在计划生育基础较差的地方不提杜绝多孩, 提

倡逐步减少多孩出生。在基础较好的地方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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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计划外生育。给中东部地区只下达了

75%的计划生育率, 给通渭、章县、西和、礼

县只下达了 65%的计划生育率。计划生育率

指标比原来降低了 5~ 10个百分点, 使他们经

过努力能够完成; 计划生育工作要得到进一步

的发展, 必须帮助群众解决困难, 满足他们的

需求。满足群众的需求必须一定的资金和物质

基础, 那么资金和物质从那里来呢? 只靠计划

生育部门一家的资源是不够的。必须利用国外

机构、国内社会团体、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

可以被计划生育利用的政策、物资、资金、项

目等资源, 以改变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和计

划生育部门一家抓计划生育工作的局面。但是

在一般情况下要把别的部门的资金直接由计划

生育部门支配是困难的。因此我们提出把计划

生育一部分工作切出去, 让别的部门去干, 计

划生育部门除提供救助名单、协助政府对这些

部门考核外, 把主要精力放在控制人口数量和

提高人口素质上。比如把计划生育户的扶贫交

给扶贫部门, 把二女户结扎后的慰问和农村计

划生育困难户的低保交给民政部门, 把救助计

划生育困难家庭交给计划生育协会和妇联, 把

二女户和独生子女户养老储蓄的落实工作交给

财政部门, 把党员干部超计划生育的处理交给

纪检部门, 把计划生育部分宣传工作交给宣传

部门。另外, 动员政府有关部门在政府日常工

作中体现计划生育政策导向, 使政府的各项政

策都向计划生育户倾斜。对超计划生育的: 是

党员干部的, 组织部门不予提拔; 是农民的,

扶贫部门暂不扶持、民政部门暂不救济、其他

部门暂不帮助。第四是改革社会保障机制, 使

实行了计划生育的群众的后顾之忧得以解决。

甘肃省政府出台了对农村困难群众实行最低生

活保障的政策。我们动员各地出台了在农村低

保中优先考虑计划生育户的政策。第五是改革

执法机制, 使计划生育的政策更落实。我们在

靖远等10个县开展了基层基础工作试点, 在

全省规范了执法程序。第六是改革服务模式,

使计划生育服务更优质。我们制定了 5乡服务

所工作规范6, 提出了 /无偿检查, 有偿治疗0
的服务工作模式, 每年开展妇女病检查 200多

万人。第七是改革协调机制, 使综合改革的各

项任务更落实。我们协调有关部门出台有利于

计划生育的政策文件十多个。第八是改革领导

方式, 使基层得到更多支持。我们提出省人口

委的主要任务是为基层创造环境、协调政策、

争取资金、提供信息、评估考核。

三、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的重点环节

不断满足群众的需求, 是计划生育综合改

革的重点。不断满足群众的需求, 才能使群众

不断从不满意走向满意, 从而减小计划生育工

作的难度。过去群众对计划生育的不满意主要

表现在生育数量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们

的生育观念有了一定的变化, 新的不满意主要

表现在对节育措施的知情选择权利的保障。将

来人们对计划生育的不满意可能主要表现在对

计划生育手术操作的不规范和节育失败方面。

所以, 不断满足群众需求的过程就是群众从不

满意到满意的过程, 群众和基层不满意的就是

我们要改革的。

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的突破口必需从群众最

不满意和受益感最强的地方入手, 否则只能是

干部自我陶醉, 群众并不在乎。必须从对计划

生育影响最大的瓶颈问题入手, 否则会影响改

革的效果。比如有个县, /三结合0 工作非常

好, 但人口控制工作并没有因此而改善。我们

省综合改革的突破口应选择 /奖、优、免、

补0 政策的落实、依法行政、妇女病查治和以

自娱自乐为主要内容的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建立新的工作机制, 用机

制保证工作任务的落实, 用信息化使工作机制

更规范和具有操作性。换句话说就是把计划生

育一部分工作切出去, 让别的部门去干, 计划

生育部门除提供救助名单、协调考核外, 把主

要精力放在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上,

同时把这些工作机制编制成软件。

开发领导层。这里所说的领导, 既包括党

政领导, 特别是县级领导, 又包括计生委一把

手。没有这一条, 综合改革是难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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