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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全面贯彻与落实中共中央
、

国务院《关于加强人 口与计划生育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 》的精神
,

促进

中西部地区乃至全国育龄群众生育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

完善现有人口控制的机制
,

全面构建适应新时期人 口

与计划生育工作特点的社会主义生育文化
,

中国人口 学会
、

湖北省计生委
、

游北省人 口学会
、

中国人 口报社于

2 0 0。年 9 月 7 日至 10 日在湖北省宜昌市共同举办了
“
中国中西部社会主义生育文化建设研讨会

” ,

这是国内

学术界以及实际工作部门第一次系统地探讨与研究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盛会
。

来自国家计生委和湖北

省的领导
、

中国人 口学会人口政策专业委员会的部分委员
,

部分大学
、

党校
、

社科院系统的专家学者
、

中西部

11 个省 (区
、

直辖市 )的有关领导等共 1 30 多人参加了这次研讨会
。

国家计生委党组副书记
、

副主任杨魁孚专

程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

并作了重要讲话
。

他认为
,

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是今后人口 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一项

重要使命
,

宜昌地区在各级领导多年的高度重视下
,

经过扎实的工作及广大育龄群众的广泛参与
,

全市育龄群

众已经初步形成了文明进步的新生育观念
。

他提出
,

开展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理论探讨
,

必须明确建设社会

主义生育文化的重要意义及其指导思想
,

必须对社会主义生育文化进行科学
、

全面的界定
。

他强调
,

社会主义

生育文化不可能自发地产生
,

而必须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
,

以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为主要手段
,

有广大育

龄群众的广泛参与
,

因此推进社会主义生育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
, 。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
、

北京大学人 口研究

所教授张纯元代表中国人口学会在开幕式上致词
,

就本次会议的筹备情况
、

会议讨论的主题等做了说明
。

中

国人口 学会常务副会长李宏规在闭幕式上从理论与实践的高度总结
、

归纳与提炼了宜 昌建设社会主义生育

文化的成功经验以及其理论意义
,

并着重载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必要性
、

迫切性以及所关注的相

关重点问题提出了考虑的思路
。

他并希望学术界与实际工作部门能借本次会议的东风
,

将社会主义生育文化

建设的理论探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

为促进中西部人 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上一个新的台阶做出贡献
。

本次研讨会召开之前
,

中国人 口学会组织 25 位专家学者对宜昌部分县区做了实地考察
。

研讨会期间
,

与

会专家
、

学者和实际工作者以宜昌市生育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为主要背景
,

着重就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内涵

界定
、

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

生育文化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

社会主义生育文

化的主要标志
、

社会主义生育文化形成的途径与机理
、

计划生育宜传教育与现代生育文化建设等问题进行了

广泛而深人的交流与研讨
。

缭观
’

4天的研讨会议
,

呈现出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
:

一是主题突出
,

富有鲜明的时

代特点
。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
,

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思路
、

方式与方法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变化
,

其中一

个突出特点是人口 与计划生育工作必须以人为本
,

必须注重人的生育观念的转变
,

本次会议以建设社会主义

生育文化为主题
,

充分体现了新时期我国人 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发展的新格局以及未来走向
。

二是调研与研讨

有机结合
,

达到了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的效果
。

在会议召开之前
,

理论工作者深人宜昌各个县区进行考察
,

掌

握了第一手材料
,

在会上
,

他们根据实地调查的内容选定主题上升至理论高度加以探讨和分析
,

从而既实现了

理论工作者
、

实践工作者与决策者的沟通与交流
,

也有效地促进了生育文化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

三是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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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气氛活跃
,

开会形式多样
.

虽然与会代表来 自于不同的部门
,

但是大家以客观
、

求实的态度认真参与学术探

讨
,

代表们集思广益
,

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有关理论问题展开了有益的讨论
,

并在一些方面达成了共

识
,

宜昌地处湖北省西部
,

是长扛中上游的结合部
,

素有
“
三峡门户

”

之称
。

全市总面积 2
.

1 万平方公里
,

下辖

6 县 3 市 4 区 1 场
。

1 9 9 9 年
,

全市总人口 4 10
,

9 万人
,

其中育龄妇女 8 .6 6 万人
.

20 多年来
,

宜昌市坚持以人为

本
、

以转变广大育龄群众生育观念为切人点
,

大力开展社会主义现代生育文化的建设
,

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上取得 了卓越的成效
。

1 9 9 9 年
,

全市总人 口 自然增长率仅为 1
.

“ %
,

总和生育率低于 1
,

计划生育率却高达

99
.

15 %
。

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
,

宜昌市在建设农村现代生育文化方面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社会主义

特色的新型生育文化道路
,

其中许多经验
、

做法值得其他地区
,

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在建设现代生育文化

过程中借鉴与推广
。

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是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

对于稳定低生育水平
、

实

现既定的人口控制 目标有着重要的作用
.

宜昌市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
,

在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实践

过程中不断摸索
,

已初步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生育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
。

具体讲
,

这些经验可 以概括为以下五

个方面
:

第一
,

各级领导注重广大育龄群众生育观念的转变
,

将群众生育观念的转变视为治本之路
,

因而在工作上

常抓不懈
.

.

通过长期的实践摸索
,

宜昌市各级领导干部逐步认识到
: “

抓这率
,

抓那率
,

不抓观念转变丢全局
” ,

因此他们将转变群众生育观念
,

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纳人各级党政领导
、

政府的重要职贵
, “
一届接着一届

干
、

一届干给一届看
” 。

近十年来
,

各级党政领导在日常工作中都将决策导向和工作重点放在转变群众生育观

念这个根本点上
,

着手开展以帮助广大育龄群众树立科学
、

文明
、

健康
、

进步的新型生育观念为核心的社会主

义生育文化建设
,

从而为转变群众生育观念莫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

第二
,

以宜传教育开路
,

虚功实傲
,

成为各级计划生管理者的共识
。

开展多种形式的宜传教育是建设社会

主义生育文化的必要途径
.

不过
,

以往的计划生育宜传教育多半是停留在形式上
,

做不到实处
。

宜昌市则根据

不同时期的计划生育工作特点
,

不断更新宣传教育形式与方法
,

并以此把基本国情向群众讲清楚
,

把基本国策

向群众说明白
,

把个人与国家
、

家庭与社会
、

自身与子孙的利益关系向群众谈透彻
,

真正使新型生育观念植根

于群众
,

形成社会主义生育文化建设的良好典论氛围
。

第三
,

动员群众参加
,

发挥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过程中的首创精神
,

努力创造出在新时期符合市

情
、

县情
、

乡情
、

村情
、

组情的计划生育工作思路
。

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必须注重广大群众的广泛参与
,

为此

宜昌各市县在动员与鼓励广大群众参与社会主义生育建设中下了许多的功夫
。

丫是他们注重发掘群众中有

关现代生育文化建设 中的典型人物与事例
,

用以教育育龄群众 ;二是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宜传教育形式如堵

报
、

文艺汇演
、

竟赛等
,

让群众在轻松
、

愉悦的气氛中接受教育的同时
,

慢住转变生育观念 ;三是将转变群众生

育观念与他们发展家庭文明有机结合起来
,

使广大群众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生力军
。

第四
,

注重发挥利益导向机制
,

帮之以实
,

给之以利
,

管之以法
,

初步形成有效的人口控制机制
.

在建设社

会主义生育文化的过程中
,

注重推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

逐步建立与完普社会保眯体系
,

是至关 ! 要的
。

为

此
,

宜昌各地在现代生育文化建设过程中十分强调利益导向机制的配套与完警
。

一是对模范执行计划生育政

策的育龄群众以及推迟生育二胎的家魔给予了必要的政策优感
,

如就业
、

子女人学
、

贷欺等方面都有相应的政

策优惠措施 ,二是各级政府在财政收人相对比较紧张的条件下
,

想方设法将相关的计生奖励
、

优感政策兑现到

位 ; 三是积极推进社会化服务
,

兴办了各类的幼儿园
、

敬老院等机构
,

从而为广大群众转变生育观念消除了后

顾之优
。

第五
,

强化农村荃层计划生育羞础工作
,

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放在村
、

组
,

使育龄群众既是计划

生育工作的主人
,

又是计划生工作的服务对象
。

基层计划生育工作开展得如何既关系到宏观人口 控侧目标的

实现
,

也影响着现代生育文化建设的进程
.

为此
,

宜昌长期以来坚持农村墓层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一定要延

伸到村
、

组
,

落实到人
。

一是将计划生育合格村作为一种重要制度
,

监任
、

考核与评估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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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情况 ;二是加强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阵地与队伍建设
,

完善村 民组的中心户管理制度
,

并将素质高
、

责任感

强
、

年富力强的人员充实到基层计划生育干部队伍中 ;三是以村
、

组为重点
,

为广大育龄群众提供形式多样的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

与会专家
、

代表通过几天的研讨与交流普遍认识到
,

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是做好新时期人 口与计划生

育工作的重要前提条件
,

开展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理论探讨是我国计划生育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在实现我国人口发展 目标中将发挥不可低估的作用
。

代表们着重探讨了以下问题
:

(1 )关于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理论界定

通过交流与争鸣
,

代表们在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理论界定上达成了一定共识
,

认为
:

生育文化是一个永恒

的文化
,

是法律制度与愈识形态
、

价值观
、

风俗习惯
、

伦理
、

道德等方面的总和
。

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内涵主要

包括生育理论
、

思想观念
、

社会风俗
、

科学技术
、

知识与信息
、

道德伦理政策
、

法律与制度等 ;而其外延则涵盖着

更为广泛的内容
,

诸如经济发展
、

社会发展
、

精神文明发展以及人 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等
。

不过
,

与会代表

在生育文化的物质与精神的区别与联系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

(2 )关于生育观念转变的社会经济因素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
,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人的生育观念的转变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前提条件
,

一定的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是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重要条件
,

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生育观念的转变具有长期性
、

滞

后性
、

多变性的特点
.

不过
,

代表们还指出
,

在社会经济发展相对 比较落后的地区
,

加强群众生育观念转变的

制度建设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同样起着积极的作用
,

尤其是人口 与计划生育宜传教育以及社区层次

上的组织保障
、

阵地建设对于转变群众生育观念以及形成现代生育文化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

(3 )关于现代生育文化形成的主要机理

与会代表就现代生育文化形成的机理做了专门的讨论
。

多数代表认为
,

人的生育观念转变以及社会主义

生育文化形成的主要作用机理应当包括生育成本导向机制
、

生活方式导向机制
、

宜传教育导向机制
、

社区氛围

导向机制
、

经济利益导向机制
、

政府法规导向机制
、

服务质量导向机制
、

市场经济导向机制等
,

上述导向机制在

不同地区作用是不尽相同的
,

有着明显的主次之分
,

但是总体而言
,

只有强化各种配套措施
,

群众生育观念才

能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

(4 )关于现代生育观念转变的主要标志

生育观念转变是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重要内容
,

代表们认为
,

现代生育观念转变的主要标志包括
:

一

是生育数量由传统的多生向现代少生的方向转变 ;二是生育性别有性别偏好向无性别偏好转变 ;三是生育时

间从早婚早育 向晚婚晚育转变 ,四是生育质 t 由片面追求数量向注重生育质量的方向转变 ;不过上述生育观

念转变的标志是显性的
,

而现代生育观念的潜在但却是最重要的标志是生育动机的改变
,

它是衡量社会主义

生育观念形成的首要标志
,

因为生育动机直接影响着人的生育观念行为的变化
,

是影响人的生育决策的核心

环节
。

(5 )关于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主要特征

同其它社会制度相比
,

社会主义生育文化具有鲜明的特征
。

代表们认为
,

社会主义生育文化是以特定的

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

其着眼点是既符合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利益
,

又兼顾广大群众的现实需要
,

是社会文明进

步
、

追求科学的先进代表
,

体现着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客观需要
,

也是现有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一种客观反

映
,

因此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与感染力
。

(6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重要性

与会代表们一致认为
,

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是做好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思想基础
,

也是

新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不但有利于推动我国人口 问题的根本解决
,

同时还

有利于提高人 口素质
,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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