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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利益导向机制是推进计划生育工作新的着力点 

从渭源县计划生育工作的实际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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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利益导向机制是推进计划 

生育工作新的着力点 

——从渭源县计划生育工作的实际谈起 

渭源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南锡诚 

 
党的十六大确定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

工作的行动指南。贯彻“三个代表”思想，实实在在地为人民群众提供生
产、生活、生育方面的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在计划生育方面的需求，使人口
与计划生育事业真正成为造福于人民的伟大事业，是新时期计划生育工作的
重要内容。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就是通过对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提
供经济利益的帮助进而促进计划生育工作、转变群众婚育观念的一项综合性
工作方法，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八、九十年代，渭源县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主要依靠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来推
进，以落实节育和处罚超生为主，进入新世纪以来，计划生育工作方法由
“节育+处罚超生”逐步向“节育+处罚超生+奖励少生”转变，利益导向机
制逐步得到健全和完善，群众的婚育观念普遍由“普生二孩+多孩”转向
“普生一孩+二孩+少量多孩”，随着优惠奖励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大，超生的
夫妇在农村越来越少。 

八十年代，渭源县计划生育工作采取的是国家提倡和群众自愿相结合的
方针，大部分群众都有超生的现象，在利益导向方面基本上没有任何措施，
仅限于适当奖励独生子女和对节育对象进行看望，干群关系比较紧张，全县
人口出生率平均为14.25‰，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为9.62‰，计划生育率平
均为58%，超生人口占总出生的比例为42%，，每年领取独生子女证的人数只
有45人，二女户实行结扎的人数平均只有120人。进入九十年后，《甘肃省
计划生育条例》颁布并实施，计划生育工作方法逐步转向依法行政，在利益
导向方面实行了“三结合”帮扶，农村独生子女领证户和二女结扎户（以下
简称“两户”）的养老储蓄逐渐得到重视，投入不断增加，但计划生育工作
的方法仍然以行政手段为主，利益导向的作用不太明显，不同的是行政手段
在法规的框架内进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干群关系，全县人口出生率由于
受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平均达到18.56‰，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为13.9‰，
计划生育率平均为67%，超生人口占总出生的比例为33%，比八十年代有所下
降，每年领取独生子女证的人数增加到96人，二女户实行结扎的人数平均每
年增加到230人，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初步显示了应有的作用，计划生育
工作整体水平得到提升。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央颁布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
定，对实行计划生育家庭的各项优待奖励政策逐步得到重视，首先，国家实
行了奖励扶助制度，对农村60岁以上曾生育子女而现无子女、现存一个子女
或两个女孩的夫妇每人每年给予600元的奖励扶助金，基本上解决了这部分
群众的养老问题。其次，对农村“两户”的养老储蓄也从600提高到1000
元，这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问题，但表达了政府对实行了计划生育夫
妇养老问题的深切关注。第三，实行了加分政策，即农村“两户”子女在升
高中、中专、大学、大专时给予加分优惠，并且通过省《条例》以法规的形
式固定下来。第四是对生育两个女孩的夫妇实行了3000元的奖励补偿。全县
计划生育工作的方法从“节育+处罚超生”向“节育+处罚超生+奖励少生”
转变，在利益导向机制的拉动下，群众的婚育观念普遍由“超生二孩+多
孩”转向“普生一孩+二孩+少量多孩”，同时，在一些村社，还推行了节育
方法的知情选择活动，一部分群众虽然没有采取绝育措施，但也没有超生的
意识，还有一部分群众主动放弃生育指标，把精力放在发展生产和经济上。
2000年以来，全县人口出生率下降到平均每年10.0‰，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

新闻点击排行>>

新闻动态>> 更多>>

国家人口计生委药具发

·定西市计划生育村民自治试点工

·甘州区创建计划生育示范性服务

·加强领导  强化培训 促进奖励扶

·省计生协积极开展“幸福家园”

·天水市委、市政府召开人口和计

·白银市人口系统新增中央投资项

媒体报道>> 更多>>

·甘肃日报：定西市实施“三大工

·甘肃省13项计生政策“大礼包”

·甘肃省改革责任制考核办法大幅

·中国人口报：甘肃综合治理格局

·人民之声：起好步 开好局 省人

·人民之声：全省人口系统纪念改

市县动态>> 更多>>

·会宁县落实中央新增投资计划生

·甘州区全面落实农村“两户”子

·宁县开展计生家庭养老保障试点

·华亭县“四项试点”助推计划生

·玉门市：解放思想 大胆实践 积

·积石山县：把节育措施的主动权



为4.9‰，计划生育率平均为75%，超生人口占总出生的比例下降到25%，每
年领取独生子女证的人数增加到266人，二女户实行结扎的人数增加到330人
以上，计划生育工作水平进一步得到提升，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逐步显示
出越来越明显的作用，成为推进计划生育工作新的着力点。 

完善利益导向机制，是新时期推动计划生育工作的重大举措，是“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改善干群众关系，维护群众利益的重要手
段。为了使利益导向机制在新时期计划生育工作中切实发挥好大力推动工作
的有效作用，就必须使实行了计划生育的农村夫妇得到更多的实惠，只有给
他们更多的优先优惠政策，才能使利益导向机制更好的发挥拉动作用，从而
进一步推动群众转变婚育观念。如何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从
渭源县的实际情况来看，归根到底，就是要实施“五大工程”：一是成才工
程。即建立教育基金，对农村 “两户”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两免一
补”，上高中（中专）时每个学生补助学费500元，上大学时一次性补助学
费8000元，大专一次性补助学费6000元。同时，对农村“两户”子女在高中
时加20分，升省内大学时加10分，在录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时，按
照有关要求给予加分照顾。二是小康工程。首先在整村推进项目中实施“少
生快富”工程，对农村“两户”在享受其它贫困户项目扶持的基础上，独女
领证户再奖励5000元扶贫项目，独子领证户再奖励4000元扶贫项目，二女结
扎户再奖励3000元扶贫项目。第二是对当年二女结扎户一次性给予3000元的
现金奖励，对新增的独生子女领证户给予5000元的一次性奖励，同时每月给
予不低于10元的奖励。第三是对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进行救助，解决他们
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三是夕阳工程。在认真执行奖励扶助
政策的基础上，对农村“两户”办理1000元的养老储蓄，同时积极探讨多种
形式的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制度，使农村实行了计划生育的老人生活更有
保障。四是优先优待工程。就是由扶贫、劳动、发改、民政、水务、农业、
教育、妇联、卫生等相关部门对农村“两户”在各自的职责内给予政策倾
斜，在经济、技术、信息等方面进行优先照顾。五是医疗保障工程。对农村
“两户”子女患重大疾病的住院医疗费，依照《渭源县农村医疗救助工作实
施细则》进行救助。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之后，农村“两户”中18岁
以下（含18岁）的孩子有病住院后，住院费补助标准在农村合作医疗补助标
准的基础上提高50%，提高部分从医疗保险统筹基金中支付。 

实施这五大工程,是计划生育工作方法的重大转变，对进一步推进全县
计划生育工作必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推动新时期计划生育工作新的着
力点，是建设新型生育文化的有力武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
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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