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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彧华：突出区域特色加强理念创新 努力构建北京人口和计划生育宣教工作新格局

    

  北京市人口计生宣教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精神为统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

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为指导，确立了具有区域特色的宣教工作新格局。  

  一、创新思路，明确宣教工作的方向性  

  为宣传《决定》精神，在广泛调研座谈的基础上，北京市制定出台了《北京市人口计生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宣传教育

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了一个思路、十大主题、四大体系、六项保障的新思路。 

  新思路以“倡导婚育文明，构建和谐家庭”为核心，以“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为载体，创新理念，拓展宣教工作

内容，拓宽宣教工作领域；以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突出特色为原则，指导基层开展有特色性的主题宣教活动；以部门

联席会议制度为机制，引导基层实现计生宣教工作的广泛性、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工作思路，新思路既考虑到新时期宣

传教育工作的任务特点，又考虑到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功能定位和发展要求，还

考虑到区县的功能定位和区域差异，因此，《意见》既具有全局性，又具有区域性的特点，为新时期北京市人口和计划

生育宣传工作指明了方向。  

  二、创新方法，提高宣教工作的针对性  

  围绕重点工作创新。在全市组织开展以学习宣传新《决定》为主线，创新以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等为重点的十大主

题宣传活动；以“新农村、新家庭”和“农家书屋”为平台，开展以免费体检、健康咨询、宣传服务为重点的“三下乡

活动”。改变了传统的各自为主，缺乏横向沟通的模式，而是强化了“统一协调、分类指导、以点带面、推动工作”的

宣传方式。  

  围绕重大节日活动创新。2007年精心策划组织开展“7.11‘情系国策，共建和谐’世界人口日”大型宣传活动。还

与北京市书法家协会合作，聘请全国知名的书法家、画家，举办“翰墨话和谐，国策寄深情”书画展，创作以计生为题

材的书画作品，扩大了人口计生的影响力。这两项活动改变了传统的就活动搞活动、请名人撑台面的形式，而是把委里

的重点工作，取得的重大成绩穿插在文艺节目中，通过名人的艺术表演来宣传计生工作，名人也是育龄群众，通过名人

的公众形象效应宣传国策。  

  围绕“平安奥运”创新宣传形式。北京奥运期间，为确保平安奥运，向境外媒体全面、系统、准确地介绍人口和计

划生育工作，规范新闻采访活动，宣传人口和计划生育良好的社会形象。一是编印下发了《平安奥运人口计生宣传教育

知识读本》，为广大计生工作者能够准确解答人口计生相关的难点、热点问题，沉着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积极维护人口

计生的良好形象发挥了作用。二是组织开展全市平安奥运人口计生宣传教育层层培训，培训累计16万余人次。三是组织

开展“平安奥运”人口计生宣传环境检查。对全市18个区县66个乡镇（街道）100多个村（社区）的人口计生标语、口

号进行认真清查，确保了宣传环境的准确美观，营造出良好的人口计生奥运宣传环境。  

  三、创新内容，提高宣教工作的实效性  

  加强和完善媒体宣教体系建设。以媒体体系建设为主，以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网络为结点，创新宣教内

容，拓宽新领域，扩大宣传影响力。2007年，与北京电视台合作，推出了新的电视专题栏目——《祝你健康》，收视情

况及群众反映良好，成为北京电视台BT3的品牌节目。其中，《男性健康之小问题大烦恼》节目在全国广播电视栏目评

选中，荣获一等奖。延长《生命.生育.生活》栏目的播出时间，此栏目被评为全国广播电视栏目电视作品类一等奖。电

台《今夜私语时》栏目被评为北京电台十大名牌栏目，并被评为全国广播电视栏目广播作品类一等奖。拓宽与主流媒体

合作渠道，改变传统报道形式，利用典型案例、故事在《法制晚报》上宣传计生法律法规，改版创新《婚育》杂志。利

用公交数字平台、网上人口学校、网上直播、网上图书馆等新载体加强人口计生宣传教育。与北京公交公司合作，在全

市4000多辆带有电子滚动屏的公交车内，反复播出宣传人口计生的口号。作客新浪网，网上直播宣传新《决定》。  

  加强和完善环境宣教体系建设。以人口文化园建设为龙头，加强人口文化环境宣传教育。规划利用二年时间，投资

1800万元，在18个区县建成18个人口文化公园，与区县市政公园和谐融入，统一谋划、分类指导，全面打造出与周边环

境相协调的艺术精品，让广大市民在休闲中感受人口文化的熏陶，达到宣传教育润物无声的作用。同时按照人性化的原

则，清理过去僵硬、单调的宣传标语口号，对新时期标语、广告、牌匾进行了及时清理规范。征集各类宣传标语口号

3000余条，其中59条被国家人口计生委评为一、二等奖，占全国获奖比例的33%。这不仅规范了户外宣传内容，而且还

有力地提升了环境宣传的整体水平。  

  加强和完善人口文化体系建设。在人口文化体系建设上，以2007年7.11大型文艺汇演为基础，18个区县都成立了计

生小剧团，并以文化部门的“文化大篷车”活动相结合，开展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的文艺宣传活动。广大计

生专干、群众自编自演，反映人口计生工作的文艺节目，利用村级人口文化广场宣传新时期人口计生政策、人口文化。



自开展“开展人口计生小剧团，搭载文化大篷车”活动以来，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全市共演出1791场次，群众自编

自演3079个节目，在城市乡村进行了千余场次的演出，观众达到87.78万人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此外，还加强

人口文化理论研究和培训学习，聘请专家学者就人口文化理论研究，人口文化体系建设进行了研讨，为加强人口文化体

系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  

  加强和完善资源体系建设。以首都意识为统领，以大局意识为基础，以群众意识为根本，以创新意识为核心，统筹

各级各类宣教资源，使宣教工作符合首都功能定位、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体现群众现实需求。  

  一方面强化部门联手，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横向沟通与协作，不断开辟新的宣教阵地，拓宽新的宣教领域，形成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共谋发展的新局面。市委宣传部将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纳入全市社会宣传工作的整体部署，不断创新

方式，加强宣传；市民政局依托婚育登记，宣传计划生育法规，倡导优生优育；市新闻出版局坚持将婚育图书列入每年

审定的图书出版工程中的重点选题内容，在京郊设立的益民书屋建设工程中增加并确保配送计划生育生殖保健的图书；

市妇联以妇女学校为阵地，开展计划生育知识，举办相关活动；市科协在北京科技周等重大科普活动中，开展男性健

康、女性保健、优生优育等方面知识宣传；市文化局大力配合市人口计生委开展“711”文艺调演活动和“人口计生小

剧团，搭载文化大篷车”活动。 

  另一方面充分运用首都智力资源优势，加强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联系，聘请知名专家、学者或经验丰富的工作

者为人口计生宣教工作提供智力支持。2007年与教委合作，在北京大学等四所高校开展了大学生性知识、性观念调查。

撰写《当代大学生性观念和性行为关系研究报告》，为引导大学生走科学、文明、健康的性教育之路出谋划策。  

  四、创新机制，提高宣教工作的保障性  

  组织保障、经费投入、基层落实是巩固宣教阵地的三大基石。市人口计生委党组高度重视宣教工作，始终坚持把

宣教工作放在首位，为建立健全宣教工作机构，创新宣教工作机制，制定宣教工作规划，突出区域宣教重点，增强做好

宣教工作的坚定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供了组织保障。  

  市人口计生委在宣传工作的资金投入上，每年经费达3000多万，用于加强区县宣传站，人口学校等宣传机构的硬件

建设；每年投入1400万元，用于全市7万多名宣传员的工资补助；每年投资近百万元，用于全市宣传干部、宣传员培训

工作。经费投入为宣传队伍建设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  

  构筑人口学校，区（县）、街道（镇、乡）、村（居）三级基层宣传教育网络，整合宣教资源，密切婚育新风进万

家联谊部门的关系，主动沟通协调，不仅夯实了宣教工作的基础，而且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社会各界、各部门参与人口计

生宣教工作的积极性，以横向突破的新局面促进了宣教工作的发展。  

  总之，北京市人口计生宣教工作，以思路创新引领工作的方向性，以方法创新促进工作的针对性，以内容创新提高

工作的实效性，以机制创新加强工作的保障性。目前，北京市的宣教工作已经形成以“倡导婚育文明，构建和谐家庭”

为主线，以四大体系建设为重点的宣教工作新格局。(作者系北京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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