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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改革新机制建设：河南省西平县计生委抓好六个环节实施村民自治（征文）

    

    进入新时期新阶段, 西平县师灵镇在连续多年获得全市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之后,认真抓好六个环节，探索出一条

计划生育村民自治之路。 

    ——健全自治网络 

    他们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进一步明确了村

“两委”的计生工作职责和任务； 配齐配强了村计生管理员, 并纳入村干部管理, 严格按照县里规定将工资统筹到县, 

实行存折发放; 加强了组计生宣传员的聘任与培训；建立健全了村计生协会；建立了党员、团员、计生协会会员“三

员”联系户制度。 充分发挥村党支部、团支部、妇联会和计生协会在推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过程中的作用，形成了纵

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自治网络。 

  

    ——完善自治章程 

    镇里派出专业工作队，协助各行政村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计划生育政策法规，本着既合乎法律法规又合乎

村情民意，既能起约束作用又具有可操作性，既规定村民的义务又赋予村民以权利，既有刚性制约措施又体现利益导

向，既约束村干部又约束村民等五项原则，在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本村实际起草拟定了《计

划生育村民自治章程》和《计划生育村规民约》，对村民如何管理计划生育事务和履行计划生育义务、享受计划生育权

益，作出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并把征求意见稿下发到村组干部、群众代表、协会理事、会员小组长，同时在群众较为

集中的地方张贴，广泛征求意见，使章程在最大程度上体现育龄群众的意愿。 

    马洼村在制定《章程》的过程中，经群众讨论认为制约条款多，优先优惠和服务措施少，管群众的多，管干部的

少。村协会配合村委发放征求意见卡，以会员小组为单位负责收集，共收集各类意见和建议84条，先后四易其稿，新增

约束干部条款4条，计生户的优惠政策增加了3条，体现了干群平等和制约、激励相结合的原则，得到了群众的理解和支

持，顺利通过了村民代表大会的审议。做到了体现民意，依法建章、依章立约、依约定规、依规理事。 

    ——是探索自治途径 

    实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关键在还权于民。我们按照事前参与、事中介入、事后评议的原则，把计划生育的四项民

主权利交给了群众。 

   （一）选举权。结合全县推行的计生人事制度改革，由村民直接选举村计生管理员，改变了以往计生管理员由村支

部书记指派的做法，做到了“村里的‘官’村民选”，民选的官为民服务。 

   （二）决策权。村“两委”在研究计划生育重大事项、生育指标发放等工作时，吸收计生协会会长和村民代表参

加；在修改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计划生育村规民约》的过程中，通过村民会议制度，让村民直接参与计划生育决

策。 

   （三）管理权。村“两委”不定期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听取计生工作汇报，审议《村民自治章程》和《计划生育村

规民约》的执行情况，讨论决定本村的计划生育重大事项，做到了“村里的事村民管。 

   （四）监督权。各村普遍健全了村民议事制度，设立了计划生育村务公开栏，对《生育证》发放情况、避孕节育措

施落实情况、优惠政策落实情况等实行了公开，并落实了群众评议和差错追究制度，从而有效加强了群众监督，增强了

干部的工作责任感。 

    ——是实行合同化管理 

    为了增强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的工作效果，我们以村委会为主体，按照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分别同育龄群众签

订了4个管理服务合同。 

    1、以管好育龄家庭为目的同广大育龄家庭签订《计划生育协议书》。明确规定了育龄家庭在实行计划生育过程中

的权益和义务。对违约的家庭除按政策法规处罚外，村委会还将按照《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的具体规定，给予相应的

处理。如减少集体福利的配额等。另外，对连续三年被评为文明家庭、五好家庭的，村委会将给予奖励，调动了育龄家



庭遵章守约的积极性。 

    2、以管好未婚青年为目的，同18周岁以上未婚育龄青年签订《未婚青年计划生育合同书》。明确规定了未婚青年

在计划生育、生殖保健等方面受教育的权利和加强自律，遵守计划生育政策、法律法规，做到不早婚早育、政策外生育

的义务。 

    3、以管好已婚育龄妇女为目的，同四项手术对象签订《避孕节育方法知情选择意愿书》。2002年，我镇在育龄群

众充分知情的前提下，指导育龄群众签订了《知情选择意愿书》，尊重了育龄群众的意愿，维护了群众的权益，提高了

避孕节育措施落实率、及时率、有效率。到目前为止，我镇共签订《知情选择书》8800多份，选择长效避孕措施的对象

达到92%以上。 

    4、以管好流出已婚育龄妇女为目的签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合同书》，建立了定期联系制度。 

    为有效地提高育龄群众履行合同的自觉性，体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愿性，我们充分发挥计生协会

会员的带着作用，按照自愿结合，便于活动的原则，指导各村委在康检对象中建立监督联系小组。每4名康检对象组成

一个小组，由1名会员任组长，带动小组成员共同学习，一同康检，相互监督，相互教育，形成了多数人做少数人的工

作的局面。师灵村育龄妇女李某未持生育证怀孕，通过监督联系小组成员的共同努力，做通了她和家人的思想工作，促

使她到县站采取了补救手术。郜庄村育龄妇女朱某生育二胎女孩后，不愿采取绝育措施，村管理员和监督联系小组成员

多次上门做工作，苦口婆心地讲道理、讲政策，终于落实了适合她自己的长效避孕措施。赵王村徐某外出不办手续，不

参加康检，她所在的监督联系小组成员知道后，主动与她取得联系，督促她回来补了检。两年来，通过监督联系小组的

努力工作，先后督促52名节育对象落实了长效避孕措施，120多名外出未办手续的康检对象回来补了检，补办了流动人

口手续，签订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合同。 

    为提高合同的有效性，村委会作为甲方认真履行合同，尽心尽责提供服务。一是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系列知识培训和

宣传教育活动。二是积极开展“三结合”帮扶活动，对计生困难户提供生产、生活生育服务。三是积极兑现优惠奖励措

施。两年来，928户领证户领取了每月10元的独生子女奖励费，1221人减免了学杂费等。维护了育龄群众的合法权益，

带动群众增强了遵守合同的自觉性。 

    镇计生办在推行合同化管理过程中，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对合同双方一视同仁，对违约方不管是村委会还是育龄群

众，都依法进行处理，维护了合同的公平性和严肃性。两年来，镇计生办对村委会违约事件处理了3起，涉及人员5人，

对育龄群众违约事件处理了26起，对其中5名严重违法违约对象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通过实施合同管理，提高

了育龄群众的自治意识，激发了群众的参与热情，提高了计划生育管理服务水平。 

    ——是实行政务公开 

    在推行计生村民自治过程中，我们坚持实行计生政务公开，坚持计生大事民主决策。各村设立了政务公开栏，对生

育证办理、流动人口管理、优先优惠政策落实、三结合帮扶、社会抚养费征管用、避孕节育措施落实、村干部及子女执

行计划生育情况等方面的情况每月公开一次，使广大村民了解本村的各种计生情况；设立监督意见箱，收集村民对计生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在政务公开栏内公开处理结果。群众看到自己的意见得到重视，增强了搞好计划生育工作的主人翁

责任感，促进了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工作的深入发展。 

    ——是强化自治功能 

    实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必须充分调动村民广泛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此，我们注重发挥计生协会的独特优

势，组织和引导广大群众广泛开展了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活动。利用宣传品入户、相互帮教、文艺演唱等多

种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基本国策，歌颂计划生育，引导群众转变婚育观念。广泛开展了评选文明幸福家

庭、优秀计生协会会员、群众满意的计生干部活动，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主人意识和责任意识。同时，发挥村级各种

服务组织的作用，采取“手拉手、一帮一”等形式，深入开展了婚育、致富一条龙服务。去年，全镇村级计生协会共筹

资3多万元，为计生特困家庭办实事100多件。 

    实行村民自治必须转变政府职能 

    实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关键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切实改变政府包揽一切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的做法，为计划生育

村民自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 

       1、尊重群众意愿，改革现行管理制度。我们主动顺应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的新形势，积极简政放权，进行了五项改

革，即改考核打分制为分类考评制，将计划生育工作责任明确到村、任务分解到村、考核奖惩到村，实行考评结合，分

类指导，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搞好村民自治，提高群众参与和满意程度上；指导群众选择以长效为主的安全、有效的避

孕节育办法；改单纯透环查孕为生殖保健综合服务，定期对育龄妇女进行“三查一治”，着力提高群众的生殖健康水



平；改手工统计资料为建立育龄妇女信息管理系统，县、乡之间建立了计划生育局域网；改宣传教育单一模式为灵活多

样，突出计划生育宣传教育的个性化、温馨化和知识化。 

       2、贴近群众需求，全面深化优质服务。组织镇计生工作人员深入村组、深入群众，广泛开展以生育、节育、不育

和生殖健康为重点的“零距离”服务，做到了“八到家八落实”，即到新婚夫妇家，落实生育计划；到孕妇家，落实孕

期保健措施；到产妇家，落实避孕节育措施；到独生子女家，落实优惠政策；到不孕妇女家，落实治疗措施；到流动育

龄人员家，落实计划生育合同；到重点户家，落实节育措施；到计生困难户家，落实帮扶措施。实现了“四个转变”，

即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由盲目服务向按需服务转变，由单纯避孕节育服务向生殖健康全程服务转变，由单纯的

生育服务向生育、生产、生活综合服务转变。今年以来，共为育龄妇女“三查一治”6千多人次。通过深化优质服务，

增强了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的内在活力。  

       3、适应自治需要，不断完善保障机制。镇里成立了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文

件，切实加强了对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的组织协调和具体指导；协调计生、民政、财政等部门建立了计划生育工作联合办

公、信息交流等制度；突出群众工作特点，进一步加强了乡村计生协会的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协会在村民自治中的参

与、宣传、服务和监督作用。目前，全镇计生协会组织已发展到16个，会员达万余人，成为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的一支生

力军。建立和完善了集奖励、优先、优惠、扶持和保障于一体的利益导向体系，对领证独生子女户10元/每月奖励费存

折发放到户、对独生子女和纯二女计生户子女在入学、就医、土地承包、宅基地划分等方面实行了优先优惠，对考上大

学的独生子女和纯二女户给予400至1000元的奖励。对达到村民自治标准的村，还给予资金和项目奖励；对没有实现村

民自治的行政村除实行“一票否决”、纳入重点管理外，还要扣发村支书、主任和村计生管理员全年基本工资的20%，

健全了奖优罚劣的竞争机制。此外，完善了投入保障机制，镇财政加大了对计划生育事业经费的投入。 

    村民自治是计生工作发展的必由之路 

    村民自治给全镇的计划生育工作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计划生育单一的行政管理模式和

少数人管多数人的传统体制，群众由被管理对象成为计划生育真正的主人，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明显增强，满意率大

幅度提高。实践证明，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村两委干部的工作作风进一步转变，群众满意程度显著提高。 

    过去，一些村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导致干群关系紧张。现在通过实行计生村民自治，把国家的计生政策法规变

成了群众认同的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体现自觉自愿性，干部工作好做了，赢得了群众的理解和信任。2002年，全镇村

委会统一换届选举，13个村的选举工作都进展顺利，群众对新选出的村委会班子表示满意，特别是计生干部全部当选。

王寨村张富林同志原是抓计生工作的村专干，在换届选举中被选举为该村的村委会主任。 

    ——计划生育工作整体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2002年，师灵镇全面推行了避孕节育措施知情选择，育龄夫妇对此十分满意，落实节育措施比过去更加主动，避孕

措施落实率和及时率由过去的93.7%和88.4%上升现在的99.2%和96.3%。人口出生率由原来的10.2‰下降到9.69‰，自

然增长率由5.1‰下降到4‰，政策生育率由原来的92.5%提高到98.7%，出生人口中一孩率由74.9上升到78.8%，计生工

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新型婚育观念深入人心。 

    我镇现有一孩户5103户，其中独女户1377户，14岁以上独女户73户。实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后，一些符合生育二孩

的家庭自愿放弃生育指标，终生只要一个女儿。赵王村二组康荣华夫妇只有一个女儿已满15周岁，但他们夫妇坚持只要

一个孩子，他们说“孩多不是福，孩少能致富”。夫妇俩积极发展养殖业，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日子。目前，全镇领取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户达2481户，占一孩户的70%以上，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新风正在形成。 

    实行村民自治，不仅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治本之策，更是计划生育工作的一种境界，是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发展的必由之路。搞好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党支部是领导，村民是主体，“四项民主”是根本途径，“三自”活动是重

要功能，计生协会是组织载体，政府转变职能是关键。通过推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拓宽了工作思路，整合了计划生育

各个方面的力量，形成了政府指导，村委为主，协会参与，群众自治的计划生育工作新模式、新机制，有力推进了我镇

计划生育整体工作上水平、上台阶。计划生育村民自治作为计生工作中的一项新举措，需要探索的问题很多，今后的任

务还相当艰巨。我们将继续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得更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