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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表示，在当前人口生

育率偏低的形势下，建设生育友好

型 社 会 不 仅 需 要 国 家 层 面 打 好

“组合拳”，还需要进一步细化政

策，引入多方力量参与，保证政策切

实落地。

不少育龄人群感慨“生不起、养

不起”，洪丽冰建议，进一步降低孩

子的生育、教育、养育成本，减轻年

轻人的压力和负担；建设安全、方

便、人性化的生育和育儿支持环境，

发展普惠性公共托育服务，鼓励用

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幼服务等。

对于社会关注的儿童青少年教

育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衢州

市中医医院副院长陈玮提出，2016
年二胎开放后迎来的短暂生育潮入

学压力将波浪式传递至小学、初中，

建议相关部门强化入校需求预测，

精心设计好入学方案、调剂方案，并

促使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更加均衡。

多位受访人士建议，全面实施

家庭发展计划，探索发展以家庭为

单位的就业、养老、住房、税收和保

险体系，逐步探索建立以支持和保

障家庭成员充分发展为目标的综合

型家庭福利政策。

米红认为，构建生育支持体

系需引入社会力量参与，鼓励企

业、社会组织等参与生育支持政

策的制定和实施，形成政府主

导、社会共治的良好局面；

建立有效的政策反馈与调

整机制，及时收集公众、

专家等各方意见，对

政策进行动态调整

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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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

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要求完善生育支持政

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营造全社会

尊重生育、支持生育的良好氛围。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多地已出台生育支持相

关措施，包括经济支持、服务支持、时间支持、文化支持等。

首先是经济支持。据国

家卫健委介绍，目前全国已有

23个省份在不同层级探索实施

生育补贴制度，20 余个省份按

程序将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

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今年 8 月，湖北省宜昌市

伍家乡共同村召开党员大会和

村民代表大会，明确规定共同

村村民合法生育二孩、三孩将

给予一定金额补助，生育二孩

奖励 2 万元，生育三孩及以上

奖励 5万元。

今年 10月，江西省上犹县

出台规定，“对生育二孩、三孩

的家庭，生育后且已在我县上

户口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7000元、13000元”。

其次是服务支持。在浙江

省杭州市临平区优优托育园的

乳儿班里，爬行垫、婴儿床、适

龄的玩具、低矮圆角的家具等

一应俱全，5个 6至 12月龄的宝

宝在保育员的陪伴下玩耍。

杭州市妇女儿童健康服

务中心主任洪丽冰说，调研发

现，家长对小月龄婴幼儿托育

的需求较高；目前杭州每千人

口托位数 4.7 个，提前完成“十

四五”规划目标任务。

江苏省苏州市加快完善

“15 分钟托育服务圈”，在社区

普惠托育点因地制宜开设乳儿

班、托小班、托大班、亲子班等

班型，提供全日托、半日托、临

时托、计时托等多样化服务，就

近就便为百姓提供更普惠、更

放心的带娃服务。

另外是时间支持。据了

解，目前各省份普遍设立 15 天
左右的配偶陪产假，5 至 20 天

的育儿假，各省份产假普遍延

长至 158天以上。

“产假延长后我有 188 天，

二宝半岁了再上班，身体状态

恢复得更好，比生老大那时候

从容多了。”今年 4月生完二胎

的张女士，对于 11 月回到工作

岗位没有太多担忧。

还有文化支持。近年来，

多地大力推进婚俗改革、深化

移风易俗。例如河北省滦州市

大力整治高价彩礼、大操大办

等突出问题，低价彩礼、零彩

礼、低碳婚礼等一系列文明新

风正悄然兴起。

四川省引导各地建立贯

穿婚前、婚后的全链条婚姻家

庭辅导体系，积极维护婚姻家

庭和谐稳定；2023 年全省婚姻

登记机关开展“幸福婚姻课堂”

讲座 80 余场，接待婚姻家庭辅

导群众 7.57 万人，成功化解婚

姻家庭矛盾纠纷 1.8万人次。

今年 7月，在广东省人口发

展研究院、广东省人口基金会举

行的专题座谈会上，一组数据吸

引了公众的注意。座谈会透露，

今年 1至 6月，广东住院分娩活

产数较去年同期增长 1.4％，出

生人口下降趋势或有望缓解。

除了广东以外，多地官宣

出生人口“反弹”，包括山东青

岛、湖北天门、陕西宝鸡、内蒙

古阿拉善盟等地上半年出生人

口数量增加。

除了“龙年”生育偏好以

外，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地方已

经推出的生育支持政策，不仅

涵盖了生育假期的延长、经济

补贴的增加，还深入到托育服

务的扩展、医疗保障的完善以

及社会文化的引导等多个层

面，让生育友好更加可感可及，

提升了育龄群众生育意愿。

今年上半年，杭州市相关

部门开展生育支持政策评价，

发放 5000 份访谈问卷；从问卷

调查结果看，老百姓最关注的

是补贴和教育。

湖北天门 2023 年出台的

鼓励生育五条措施初见成效，

该地出生人数 8 年来首次“由

降转增”。按照该地鼓励生育

的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

可分别享受 9.63 万元、16.51 万

元补助，补助包括一次性生育

奖励、育儿补贴、购房奖补等。

今年 9 月 1 日起，杭州在

富阳、临安、桐庐、淳安和建德

五区县范围内，为托育家庭发

放托育券，根据月龄不同每月

补助 600 元至 1000 元不等。仅

9 月一个月，已有 1294 人次成

功申领托育券。

杭州市富阳区容大凯奇

托育园一名家长李爱萍说：“我

外孙女 22 个月大，入托补贴是

800元一个月，一年下来也给我

们省了不少钱。”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人口大数据与政策仿真（工作

坊）研究基地主任米红认为，延

长产假，增设配偶陪产假、父母

育儿假，有助于增强家庭凝聚

力，减轻家庭照顾负担；经济补

贴的精准投放，直接减轻了生

育家庭的经济压力，提升了家

庭的生育积极性。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

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表示，倡导

新型婚育文化，有助于社会形

成尊重生育、支持生育的氛

围，提升公众的生育意愿。

各类支持措施同步推进

一些地方出生人口出现“反弹”

进一步细化政策，保证切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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