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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构建托育服务体系是落实积极
生育支持措施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家卫
健委人口家庭司监察专员杜希学介绍，数
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底，我国每千人口托
位数为 2.03 个，距离“十四五”期末要达到
4.5 个的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指导意
见》从降低托育机构运营成本、提升托育
服 务 质 量 等 方 面 进 一 步 明 确 了 具 体 措
施。各地和相关部门围绕既定目标，将同
向发力，共同加快推进托育服务体系建设
步伐，为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做出应有
的努力。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社 会 发 展 司 副 司
长、一级巡视员郝福庆表示，“十四五”规

划《纲要》涉及多个行业、多个领域，其中
重要指标 20 项，包括托育指标。具体来
说，到 2025 年，每千人口拥有 3 岁以下的
婴幼儿托位数达到 4.5 个。有关部门将
聚焦婴幼儿照料，不断完善规划、土地、
住房、财政、投融资、人才等方面的支持
政策，实施普惠托育专项行动，多渠道扩
大 普 惠 性 托 位 供 给 ，减 轻 家 庭 养 育 负
担。同时，积极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
容，深入实施家政“领跑者”行动、家政培
训提升行动、家政信用建设行动三项措
施，让家政在婴幼儿居家照护上提供更
多的支持。

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副部长洪莎介

绍，全国总工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已联合
启动了全国爱心托育用人单位推荐申报
工作，以此带动和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
位 为 职 工 提 供 托 育 服 务 。 在 托 育 模 式
上，鼓励用人单位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
的方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托育机构建
设和运营，鼓励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
位带头在单位内部兴办托育机构。对推
荐 申 报 成 功 的 用 人 单 位 及 相 关 工 会 组
织，将给予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下
一步，将加强研究适用于用人单位托育
机构的设置标准和管理规范，针对用人
单位不同性质、不同规模等具体情况，进
行分类指导，稳妥推进。

国家卫健委等 17 个相关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
提出加快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缓解“不敢生”“不想生”难题
近日，国家卫健委等 17个相关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

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通过财政、税收、保险、教育、
住房、就业等相关领域的政策，加快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为推动实现适度生育
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指导意见》明确了多项具体举措缓解部
分群众“不敢生、不想生”的难题，相关措施如何落到实处？记者采访部分专家学者和
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解读。

“养育负担和职育冲突是当前生育的两
大阻碍因素。”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
究中心教授宋健认为，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
支持措施，需建立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人
口服务体系。要倡导积极婚育观念，强化住
房、税收等支持措施，构建生育友好的社会
环境。《指导意见》从家庭的实际需求出发，
对住房、保险等问题做出明确部署，切实减
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指导意见》提出，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
住房，促进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困
难。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副司长潘
伟指出，近年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有关
部门指导各地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企事
业单位、园区企业、住房租赁企业等多主体投
资、多渠道供给，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租金低于同地段、同品质
市场租赁住房租金水平，而且在筹集建设过
程中也注重职住平衡。近两年，全国已建设
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 256 万套间，能够解决
700 万名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问题。在“十
四五”期间，全国计划筹集建设保障性租赁住
房 870 万套间，预计可以帮助 2600 多万名新
市民、青年人改善居住条件。

生育津贴是生育保险待遇的重要内容。
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介绍，从
国际情况看，我国的国家法定产假已经达到
了国际劳工组织《生育保护公约》规定的 14周
标准，产假期间生育津贴的计发标准也高于
上述公约标准。《指导意见》提出由国家统一
规范并制定完善生育保险生育津贴政策，主
要是从坚持基本保障、均衡地区间的待遇差
距、促进女性公平就业 3 个方面考虑。“近年
来，随着人口政策调整优化，地方在国家法定
产假之外新设了一些生育奖励假。整体上
看，各地假期时长不一，差异较大。特别是权
益保障的做法各有不同，容易造成地区间、人
群间的攀比。实践表明，假期过长可能会带
来职业女性的生育顾虑，继而影响女性的生
育意愿，需要统筹考虑各方的负担和对就业
的影响，综合施策、共担责任，构建积极的生
育支持体系。”刘娟表示。

《指导意见》提出，提高优生优育服务
水平，包括改善优生优育全程服务、提高
儿童健康服务质量、加强生殖健康服务、
提高家庭婴幼儿照护能力。例如，推进妇
幼保健机构能力建设，明确各省、市、县级
均应设置 1 所政府举办、标准化的妇幼保
健机构。实施出生缺陷综合防治能力提
升计划，健全出生缺陷防治网络。优化生
殖健康服务模式，将孕产妇健康管理服
务、基本避孕服务项目等纳入国家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

“《指导意见》明确了提高优生优育服
务水平的量化指标。”中国人口与发展研
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茜说，这将进一步完
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幼保健体系，缓解儿
童看病就医难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针对

孕产妇的新需求，《指导意见》提出，扩大
分娩镇痛试点，规范相关诊疗行为，提升
分娩镇痛水平。推进辅助生殖技术制度
建设。指导地方综合考虑医保（含生育保
险）基金可承受能力、相关技术规范性等
因素，逐步将适宜的分娩镇痛和辅助生殖
技术项目按程序纳入基金支付范围。“文
件聚焦‘一少一中一老’，尽力解决生育群
体的急难愁盼问题，系统性地帮助家庭树
立生育信心，以期促进实现适度生育率水
平。”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
会副会长原新认为。

为了提升对婴幼儿的医疗服务水平，
《指导意见》明确通过儿科类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儿科医疗联合体、基层儿童保健
服务网络、基层医疗机构儿童保健门诊标

准化建设等多种手段，加强 0 岁至 6 岁儿
童的健康管理服务。郝福庆介绍，国家发
展改革委实施了妇女儿童健康服务能力
建设工程，支持省级妇产、儿科以及地市
级妇幼保健机构建设。“十四五”期间，中
央预算内投资将支持 10 个左右儿科类的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推动优质医
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支持儿科类
国家医学中心建设，集中攻关解决一批关
键核心技术和重大疾病解决方案。杜希
学表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以预防和减少孕
产妇和婴儿死亡、保障母婴安全为核心，
全面落实“母婴安全五项制度”，实施母婴
安全行动提升计划。下一步，将发挥医疗
资源的优势，将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作
为落实三孩生育政策的重要配套措施。

■ 构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 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

■ 减轻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8 月 21 日，洛南县煜正中药材专业合作社的员工将采摘
的五味子统一装车运往加工车间。

位于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依托独特的山水优
势和气候条件，借助苏陕协作的资金扶持，在南京市江宁区对
口帮扶洛南县联络组的积极协调下，流转闲置土地，成立五味
子专业合作社，形成以五味子为主导产业的特色种植，同时积
极发展五味子苗木繁育，加大系列产品的研发力度。目前全县
进入采摘期的 3000 余亩五味子，成为当地助力乡村振兴、促进
群众增收致富的“金串串”。 本版文图据新华社

◀8 月 20 日，孩子们在大元社露天剧
场演出戏剧。

湖南省宁远县水市镇游鱼井村大元
自然村的大元社艺术文化交流中心（简称
大元社），于 2016 年由返乡青年周燕和刘
休成立。毕业于美术院校的夫妻二人发
现村子里有许多留守儿童，他们便想通过
艺术教育帮助孩子们健康成长，引导孩子
们发现更广阔的世界。

大元社成立 6 年来，已有 3000 多名孩
子参加大元社的各类艺术活动。除了几
位常驻老师利用晚上和周末给孩子们上
课之外，每年寒暑假还有来自各地高校的
学生过来支教。

今年 7 月，附近村庄和邻近县市的 70
多个孩子参加了大元社的暑期活动，在完
成基本学业之余，学习手工、绘画、音乐等
艺术相关课程。8 月 20 日傍晚，孩子和村
民 们 一 起 举 办 的 艺 术 节 便 是“ 结 业 典
礼”。为了准备艺术节的重头戏——沉浸
式戏剧，孩子们自己打磨剧本、设计服装、
调试灯光，40 多个孩子穿着自己设计的服
装，期待着属于他们的乡村艺术节。

大山孩子们的乡村艺术节
深山五味子 致富“金串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