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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六个意识全面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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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随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人口转变，人口计生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更为繁

重，遇到的矛盾更多，情况更加复杂。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着眼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忧患

意识、服务意识、标准意识、基础意识、民生意识和责任意识，积极推进全面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对促

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要强化忧患意识，不断提高全面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自上世纪70年代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全国30年少生了4亿人，仅济南市就少生了200多万，实现

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根本性转变。同时，我们又必须清醒地看到，全面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局面还未形

成，全党全社会共同做好新时期计划生育工作的合力还需要加强；我国已进入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期，

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局面；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人口计生工作发展还不平衡，相关部门履行职责的

积极性、自觉性还要进一步增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尽完善，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和

财政投入机制还需进一步健全。因此，各级党政领导、计生工作者，要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到良好的人口环境对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至关重要，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无不与人口数量、素质等密切相关；无

不与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的2020年人均GDP翻两番密切相关。我们既要看到人均水平受人口数量的

影响，也要看到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对GDP的制约。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上的任何失误，都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难以逆转的长期影响，做不好工作就是重大失职，就应当寝食

难安。 

二要强化服务意识，在提高群众满意率上实现新突破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全面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

求。为此，必须把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从严控制”向“和谐计生”转变，想方设法做好以技术服

务为重点的优质服务工作，在服务中实现更高层次的管理。近年来，济南市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

索，启动了以“世界人口日”命名的“711优质服务工程”，市、县、乡三级全部开通了“711”服务热

线，设立了“711”指挥中心，建立了“711”服务门诊，成立了“711”服务队，配备了“711”流动服

务车，形成了遍布城乡的服务网络，有效提高了群众对人口计生工作的满意率，形成了较有影响力的特

色品牌。实践证明，强化服务意识，搞好优质服务，是转变政府职能、体现执政为民，在社会转型期转

变人口计生工作思路和方法的一次成功跨越。 

 



 

三要强化标准意识，确保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取得成效 

这几年，经过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有了长足的进展，但对照

中央《决定》标准要求，对照广大群众的意愿，还有一定的差距，一些长期困扰我们的难题还没有得到

破解。我们要防止和克服“沾沾自喜”、“盲目乐观”的倾向，以更高的眼界，更高的标准，自我加

压，抓好各项工作落实，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在硬件、软件建设上要坚持高标准，如各地正在进行的乡

村服务站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投入资金多，标准要求高，必须着眼长远，高标准抓好这项工作，严格

按照乡镇服务站“八个统一”、村级服务站“五个统一”的标准要求，进行规划设计、建设施工，缺少

的设备要尽快配齐，力争建成一个用好一个，万万不可凑凑合合。 

四要强化基础意识，全面提高村(居)民自治水平 

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近几年，各级狠抓基层队伍、阵地和制度建设，夯实了统筹解决人

口问题的根基。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行政制约措施的弱化，加上部分群众婚育观念仍未根本性转

变，目前的低生育水平还不稳固，薄弱村的转化还有一定的难度，各种情况的违法生育还时有发生。因

此，我们要深刻认识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艰巨性、复杂性，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国情、国策和法制宣传教

育，营造鲜明正确的舆论导向。要严格执行人口出生预警通报制度和定期统计报告分析制度，准确把握

人口变动信息，及时关注名人、富人超生问题，坚决遏制违法生育反弹的势头。要加大分类指导力度，

正确处理先进与后进，城市与农村的指导标准关系。在农村，着重加强薄弱村基层班子、队伍、阵地、

制度建设，建立市直相关部门联系薄弱村制度，加快薄弱村转化升级步伐；在城区，着重强化社区计划

生育管理服务功能，继续探索完善城市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体系。要进一步提高县、乡服务站技术装备水

平和服务能力，加强队伍职业化建设和基层协会组织建设，搞好对新任干部的大规模培训，不断夯实全

面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基础。 

五要强化民生意识，不断健全和完善利益导向机制 

这些年，各级在建立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上，下了许多功夫，摸索出了许多好办法，对推进全面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起到了关键作用。前些年全面实施的60岁以上农村计划生育家庭扶助政策，被誉为德

政善举。今年在全国部分地区实施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奖励制度，对子女死亡和伤残的给予经济补

助，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济南市今年开始全面实施的双女户奖励政策，对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实施

绝育手术的一方提前5年享受60岁以上农村计划生育家庭扶助政策奖励，也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普遍称

赞。实践证明，利益导向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补充，是解除计生家庭后顾之

忧，逐步转变群众观念，提高群众自觉性的重大举措。因此，我们一方面要下力抓好现有政策的兑现，

进一步落实好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落实好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计划生育免费基本技术服务

制度等。另一方面要抓住机遇，加快步伐，加大力度，抓紧出台新的扶助奖励政策，按中央《决定》要

求，积极探索建立长效节育措施奖励、节育手术保险、城市计划生育夫妇年老一次性奖励等，为计划生

育家庭解决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 

六要强化责任意识，不断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一是各级党委、政府作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责任主体，要做到认识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

党政一把手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亲自抓，负总责，亲自研究重大问题，亲自部署重

大任务，亲自督促检查，亲自抓好政策措施尤其是经费投入的落实。二是各职责部门作为全面统筹解决

人口问题的配合参与者，要强化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极参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的综合治理，按照职责分工，主动承担责任，自觉把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与本部门工作融在一起，同研

究、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在提拔任用干部、表彰先进等活动中，严格审查其遵守计划生育政策和

履行计划生育职责情况，坚决实行“一票否决”。三是人口计生部门作为全面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生力

军，要发挥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作用，加强调查研究，掌握真实情况，切实解决问题。要加大督查

考核力度，认真落实好人口目标管理责任制，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以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

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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