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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丰市全面启动了 “育龄群众之家” 建设工程 , 把 14个镇计生服务站建设成为环境温馨 、 服

务优质 、 技术优良 、 管理优秀 、 群众满意的 “育龄群众之家” , 为创建江苏优质服务新品牌——— “世

代服务” 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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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80年代 , 大丰市率先在全省建立第一个乡级计生服务站 。随着计生工作的深入开

展 , 90年代中后期 , 全市各镇均建起计生服务站。2002年区划调整 、 乡镇撤并后 , 设建制镇 14

个 , 目前全市具有合格执业资质的计生服务站 (含分站)21个 。多年来 , 全市计生服务站建设

得到了长足发展 , 其服务功能不断加强 , 为稳定低生育水平 , 提高人口素质 , 为 “八五” 创建省

计划生育先进 (县)市和 “九五” 、 “十五” 创建省计划生育示范县 (市)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5

年 , 按照省人口计生委推行的 “世代服务” 内容和要求 , 全面启动 “育龄群众之家” 建设工程 ,

把14个镇计生服务站建设成为环境温馨 、 服务优质 、 技术优良 、管理优秀 、 群众满意的 “育龄

群众之家” , 为深入开展以技术服务为重点的优质服务搭建了崭新的平台 。

一 、 “育龄群众之家” 是计生优质服务创新创特色的举措

10多年来 , 全市计生服务站为计划生育工作服务 、为基层服务 、 为育龄群众服务 , 坚持面

向基层 、 深入乡村 、 服务上门 、方便群众的方针 , 紧紧围绕计划生育 、避孕节育 、 生殖保健 、优

生优育 , 开展宣传教育和技术服务等工作 , 为全面提升计划生育管理服务水平奠定了基础 。2005

年3月 , 市计生委对全市 14个镇的 21个计生服务站的建设情况进行专题调查 , 对计生服务站的

生存现状和发展前途作了分析和思考。

1.随着计生工作的深入开展 , 综合避孕节育水平的提高 , 节育手术逐年下降 , 计生服务站

赖以生存的条件逐渐减弱 , 部分镇计生服务站已由过去的发展型变成维持型 、 萎缩型 , 计生服务

站面临生存与发展的危机 。

2.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计生管理体制和工作体制养成少数计生服务站人员存在等 、 靠 、

要的思想 , 面对新的形势 , 办法不多 , 信心不足 , 改革意识 、 发展意识和竞争意识不强 , 对如何

发挥自身优势 , 挖出自身潜能 , 参与竞争和发展缺乏手段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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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 育龄群众对计生技术服务的需求发生了

变化 , 除了要求高效 、可靠的避孕措施外 , 更关心能否得到最好 、最安全的生殖保健优质服务。

4.基层计生服务站的环境建设 、工作现状与优质服务的要求不相适应 , 技术队伍素质不高 ,

管理方法滞后 , 服务意识不强 , 服务手段单一的问题日益突出 。

围绕新的工作形势给计生服务带来的新情况 、新问题 , 市人口计生委经多次考察 、 调查 、研

究和专门讨论。按照省人口计生委 “世代服务” 的理念和服务模式 , 对计生服务站的发展进行了

科学定位 , 即将计生服务站建设成为 “育龄群众之家” , 以 “家” 的温馨 、亲和吸引群众 、感召

群众 、凝聚群众 , 让每位育龄群众 “有病到 `家' 看 , 有难到 `家' 解 , 有话到 `家' 谈 , 闲时

到 `家' 玩” , 打造以人为本 , 以服务人群为中心 , 满足群众多元化的需求 , 按需服务 , 个性化

服务的品牌。

二 、 “育龄群众之家” 是 “世代服务” 品牌内涵的体现

“育龄群众之家” 建设充分融入 “世代服务” 理念及 “玛丽斯特普” 国际组织模式 , 以计生

服务站建设为载体 , 使服务的环境 、服务的形式 、服务的功能 、服务的效益都有了很大提高 。具

体变化表现为:

1.服务环境上体现家居化

为使育龄群众能愉快地接受科学 、 文明 、 健康的避孕节育和生殖保健服务 , 遵循 “世代服

务” 的内容和要求 , 在计生服务站建筑色彩 、科室设置 、 环境布置 、器械摆放 、版面宣传 、 人员

着装上强调温馨化 、 人性化与家庭化。走进计生服务站 , 印入眼帘的不再是冷冰冰的白墙 , 由粉

色和绿色装扮而成的墙体和门 , 给人以温暖 、洁净 、 生态 、环保的感觉;地面不再是坚硬的地板

砖 , 取而代之的是柔软的木地板;板面宣传图文并茂 , 既科学文明 , 又具有观赏吸引力;洋溢着

现代化气息的沙发 , 使人得到舒适 、安详的享受;玻璃茶几 、 休闲桌椅 、 一枝枝点缀的小花 、一

棵棵绿色盆景 , 让人产生宁静到家的感觉 , 心情轻松倍感愉悦 。在这里 , 你可以随意地饮茶 , 悠

闲地看书读报;可以上网聊天 , 下棋娱乐;可以体育锻炼 , 强身健体;可以托管婴幼儿 , 开展早

期教育。温馨专业的服务 , 使育龄群众放心地来 , 满意地走。

2.服务形式上体现情感化

将计生服务站建在 “育龄群众之家” 中 , 完全摒弃医院格式 、 临床化的工作模式 , 使计生服

务体现人文关怀特色 , 方便群众 、 满足个性化需求。服务人员得体的服饰 、阳光般的笑脸 、 热情

的问候 , 关切的话语 、体贴的询问 , 一对一的咨询解答 , 自始至终的服务 , 体现友好 、 平等 、尊

重 、 保密 、便捷 “一站式” 服务的特点 , 使广大育龄群众享受到全新的服务形式与内容 。

3.服务理念上体现创新化

“育龄群众之家” 建设 , 重点突出一个 “家” 字 , 即把计生服务站营造成一个为育龄群众提

供优质技术服务 、解疑释难 、 获取知识 、休闲娱乐的 “家” , 让每位育龄群众有病到 “家” 治疗 ,

有话到 “家” 畅谈 , 有难到 “家” 倾诉 , 闲时到 “家” 娱乐 , 这种 “家” 的理念 , 群众容易接

受 、 乐于接受 , 也使计生干部 、群众 、 基层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双向互动的关系 。计生工作 , 由过

去干部要育龄群众生育后落实避孕措施 , 转为今天育龄群众主动上门了解避孕节育 、生殖保健知

识 , 倾诉心里悄悄话 , 使干群关系更加紧密 、融洽 、 和谐 。

4.服务对象上体现全员化

“育龄群众之家” 除对育龄群众开展正常的计划生育 、避孕节育 、 生殖保健服务外 , 还将服

务的内容拓展到每一个家庭的全体成员 , 重点围绕人的一生开展服务 , 根据不同的人群 、不同的

生理期 、 不同的健康状况提供不同服务 。在这里 , 从嗷嗷待哺的婴幼儿到花蕾样绽放美丽青春的

青少年 , 从新婚燕尔的年轻夫妇到进入更年期的中年男女乃至耄耋老人 , 都策划安排了一定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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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内容和项目。同时对弱势群体开展特色服务 , 如对不孕症 、 艾滋病 、性病患者 、 流动人口 、残

疾家庭等开展特需型服务项目 。

5.服务能力上体现专业化

服务能力是 “育龄群众之家” 服务站建设的重点 , 服务人员的技能素质和先进设备的引进是

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的关键。这方面 , 大丰市主要抓了四条:一是采取 “送出去” 的办法 , 将卫

技服务人员分期分批安排到高等院校 、 上级卫生医疗单位进修培训 , 使他们的技术服务水平跃上

一个新高度。二是采取 “请进来” 的办法 , 聘请具有专业技术的名医 、专家来站讲学或工作 。全

市聘用6名临床经验丰富的老医师到基层计生服务站进行 “传帮带” , 既加强了技术力量 , 又带

动了年轻人的发展。三是采取 “岗位练兵” 的办法 , 对计生办 (站)各类工作人员按照职责 、技

能及业务要求 , 分期分线组织 “岗位技能” 大比武活动 , 使计生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和专业技能

有了很大提高。四是增添先进的检查治疗仪器 , 如电子阴道镜 、 凸阵 B超 、 宫颈癌筛查仪 、 红

外线治疗仪等 , 不断提高技术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

6.服务需求上体现多样化

“育龄群众之家” 工程的实施 , 使计生服务站走出了传统的围绕避孕节育转的服务模式的局

限 , 坚持群众自选和技术指导相结合 , 分散式 、 套餐式与集中式服务相结合 , 倡导型 、 特需型与

公共型服务相结合。改变原有规定时间 、规定地点和规定项目的传统集中式 、 被动式 、 接受式死

板的服务方式 , 实行按需服务 、随访服务和便捷服务 , 且服务的形式也灵活多样。技术服务人员

可在站接待 , 也可到田间 、家中服务。24小时的电话咨询 、 电话预约服务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 ,

实现了服务工作零距离。

7.服务效益上体现最优化 、最大化

大丰市在做好计划生育公共型服务的同时 , 强化了倡导型 、特需型系列化服务措施 。自去年

实施 “育龄群众之家” 工程以来 , 90%以上的已婚育龄妇女接受了生殖道感染综合防治 , 许多从

生殖道感染综合防治中获益的群众 , 主动要求低偿接受生殖道感染疾病后续治疗 。 “福施福” 、

“叶酸” 等优生营养素的推广应用也由被动接受向主动需求转变。倡导型 、 特需型服务的拓展 ,

使计生服务站的效益和效果有了明显的提高 。大中镇计生服务站与镇卫生院联合 、 联手 , 把生殖

道感染综合防治和男性生殖健康服务工程纳入农村合作医疗范畴加强管理 , 确保育龄群众能够享

受免费或低成本的规范服务。在实施过程中 , 对已婚育龄妇女发放免费检查服务卡 , 对男性及非

育龄人群发放低成本优惠服务卡 , 可享受彩超对肝 、 胆 、 脾 、肾的检查 , X光对心肺的检查 , 化

验肝功能 、血脂等 , 由生殖健康检查延伸到身体健康检查全部项目 。广大已婚育龄妇女凭一张免

费服务卡 , 能享受系统 、全面 、高质量的健康检查 , 此项服务自实行计划生育工作以来尚属首

次。自2005年 11月以来 , 全镇已有 9500多名育龄妇女 、 12500多名男性及非育龄人群参加了检

查。目前 , 每天来站接受服务人数一般在 150人左右。查出的疾病在计生服务站 、 医院得到了及

时的治疗 , 有力地提高了计生服务站 、 医院在社会上的知名度 , 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一定的

经济效益 。

创建 “育龄群众之家” 不是计生服务站简单地增挂一块牌子 , 而是计生服务站功能的拓展和

延伸 , 是把单纯的技术服务与宣传计划生育政策 , 宣传避孕节育 、 生殖保健 、 优生优育知识和满

足群众对休闲 、 游乐 、益智等需求有机结合起来 , 使广大育龄群众来到计生服务站就产生一种温

馨 、 回家的感觉和信任感觉 , 从而不断提高群众对服务站的满意率 , 不断提高服务站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

三 、 “育龄群众之家” 是计生整体工作水平提高的途径

打造 “育龄群众之家” 连锁式的计生服务品牌 , 是以人为本 , 以服务人群为中心 , 满足群众

·16·



多元化的需求 , 按需服务 、个性化服务的重大举措。如何利用 “家” 中 “站” 这个品牌效应做大

做强计生优质服务 ,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使镇级计生服务站得以生存与发展 , 这是摆在计生部门和

广大计生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笔者认为 , 创建 “育龄群众之家” 是计生服务站利用政策优

势 、行业优势在改革创新 , 挖潜增效 。镇级计生服务站只有坚持理念创新 、载体创新 、制度创

新 、 措施创新 、 品牌创新 , 才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立足 。

1.强化用人机制 , 提升服务能力

市场激烈竞争也就是人才的竞争 , 是人的服务才能 、 经营理念的竞争 。有一个优质的服务载

体还必须有优秀的人才与之配备 , 才能发挥资源使用的最大化 。因此计生服务站要不拘一格 、打

破条条框框选用优秀人才 。要通过整顿 、充实 、 培训来提高计生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一是改革

人事制度 。通过全员竞聘 、按需设岗 、 以岗定人或公开招聘等措施 , 对无德无才 、 滥竽充数的坚

决解聘或换岗 , 逐步建立一支具有专业素养的一专多能的懂服务 、 能服务 、会服务的技术服务队

伍。二是加强岗位培训。采取 “送出去” 的办法 , 把技术骨干送到省 、市卫生医疗单位或大专院

校深造。采取 “请进来” 的办法 , 把上级卫生医疗单位的专家定期 、不定期的请到计生服务站来

讲学 、坐诊 , 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 。三是注重继续教育。鼓励技术服务人员在职参加夜

大 、 函大学习 , 取得大专以上医学临床专业文凭的给予奖励。四是强化技能练兵。在市计生指导

站建立培训基地 , 常年办理培训。市计生委定期组织系统内人员进行岗位练兵 、 案例模拟答辩 ,

把专业技术培训与先进服务理念教育结合起来 , 不断提高计生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

2.强化服务意识 , 满足群众需求

“育龄群众之家” 的建设 , 优化了服务环境 , 提供了优质的服务平台 , 但要在市场竞争中生

存和发展 , 就必须彻底改变过去等人上门 、 居高临下的不平等的服务行为 , 切实树立群众需要什

么我们就提供什么 , 充分体现 “以人为本 , 按需服务” 的理念 。镇级计生服务站的发展目标 、服

务方向要重新定位 , 要根据 “世代服务” 的理念和运作方法 , 结合本地实际 , 打造自己的服务品

牌。要根据群众的需求调整服务方向 、 选择服务内容 、服务方式 、 服务时限 , 突出满足群众的多

元化需求 , 按需服务 , 个性化服务 。如向青少年提供 “宣传引导” 服务 , 向新婚夫妇提供 “幸福

家庭” 服务 , 向育龄人群提供 “咨询需求” 服务 , 向男性提供 “关注健康” 服务 , 向老年人提供

“快乐晚年” 服务 , 向流动人口提供 “免费贴心” 服务等。服务的方式可以是自选或套餐式 , 服

务对象由育龄人群延伸到每个家庭和社会人口 , 采取自由选择与温馨提示结合 , 不断满足广大群

众的服务需求。

3.强化品牌效应 , 打造诚信计生服务

一是打造诚信计生服务品牌。开展 “以诚信为基础 , 以质量求生存” 的大讨论 , 增强创新意

识 、 品牌意识 , 提升计生服务站的竞争力。计生部门要学会利用市场运作 , 通过媒体 、 报纸 、发

放宣传资料等多种途径 , 宣传计生服务站的诚信 、专业 、 贴心的服务特色 , 以获得社会的认同和

支持。并通过高质量的服务让育龄群众产生信任感 、 亲近感 、 安全感 , 不断扩大 “育龄群众之

家” 在群众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服务人员要充分利用下村服务 , 零距离接触育龄群众的时机 ,

适时适宜的推销自己 、展示自己 , 以此获得最大化的服务资源 。二是打造和谐计生品牌 , 在计生

服务的各个环节 、细节上处处体现人性化 、 亲情化 , 事事体现对群众权益的尊重 、 保障 , 点点滴

滴 、 事事处处体现为群众着想 , 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思想。

4.强化危机意识 , 适应市场变化

首先 , 计生部门要深刻认识市场竞争的残酷性 , 树立危机感和紧迫感 , 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和

向心力。其次 ,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 切实解决和转变工作作风 , 树立主人翁意识 , 爱岗敬业 , 时

刻谋划服务站的发展 。工作中不能按部就班 、坐等观望 , 而要考虑计生服务工作的特殊性和群众

的需求;时间上 , 要 24小时全天候服务;方法上 , 要访查结合 , 服务上门。只有改革服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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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法才能换得群众对计生服务站的认知 、 认可 , 才能在市场中占得一席之地 。

5.强化投资体系 , 保障持续发展

人口计生事业是具有社会效益的公益性事业 , 计生服务站承担了政府买服务的多项职能 。因

此 , “十一五” 期间仍要坚持计划生育以政府财政为主的投入 , 确保计划生育免费技术服务经费

足额按序到位 , 满足基层计生服务站的正常运转 。各计生服务站可采取吸引企业 、 民间或计生服

务站干部职工参股注入资金 、 创收利润投入等形式筹资 , 不断改善基础设施及装备与技术服务相

适应的先进设备 。政府投入为主 , 多元化投资机制的建立 , 不仅能保障计生工作的正常开展而且

能提高技术服务的科技含量 , 增强计生服务站的发展后劲 。

6.强化质量管理 , 降低运作成本

强化岗位目标考核责任制 , 建立全过程的成本核算体系。加强计生服务站内部管理 , 进一步

完善内部各项规章制度 , 提高手术和服务质量。规范服务程序及技术服务人员的行为 , 强调每位

服务人员心中有群众位置 , 眼中有群众需求 , 服务行为中有尊重群众 、维护群众权益的理念 , 对

因工作失误或有违规行为的要严格按照计生责任追究制给予严肃处理。

7.强化网络运作 , 提高整体功能

充分发挥以市站为龙头 , 中心站为骨干 , 一般站为重点 , 村级服务室为基础的四级服务网络的

作用 , 开展纵向技术合作及网络内转诊服务 , 对于技术力量薄弱的计生服务站 , 可以邀请市站或中

心站给予技术支持 , 或将疑难杂症转诊于上一级技术服务机构 , 力求服务资源的集中化使用。

总之 , “育龄群众之家” 的建设是顺应计生工作发展的需要 , 顺应群众的需求 , 是引用 “世

代服务” 理念 , 打造计生优质服务的新特点和新品牌 , 深受群众欢迎。要发展巩固这一新特色品

牌 , 必须在提高服务质量 、增强服务能力 、 提高服务层面上加以总结 、完善和提高 。

[责任编辑　王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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