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区计划生育双先

表彭会议典型材料

齐抓共管真抓实干常抓不懈

辛店乡党委辛店乡政府

我们辛店乡共有52个行政村，5 6 4 00亩耕地，总人口

25233人，其中已婚育龄妇女4923人，占全乡总人口的

19·5肠。几年来，我们乡党委、政府牢记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

策，齐抓共管、真抓实干、常抓不懈，使全乡计划生育工作有了一

个突破性的进展，已逐步走上了规范化管理的轨道。一九九一年全

乡出生率控制在1 1 . 80汤，人口自增率为5汤，晚婚率达到

了7 5 . 0肠，晚育率达到了85 . 7肠，符合政策生育率为

9 6 . 3肠．在九O年全县计生工作考核中总分获得第一名，九一

年被评为全省计生系统先进集体。回顾我们乡几年来的工作，主要

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计划生

育。

几年来，我们乡党委、政府始终把计划生育工作放到同经济工

作同等重要的位置，同抓棉花、抓粮食生产那样抓人口生产，真正

把计划生育摆到基本国策的位置上，列入了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

日程。党政一把手切实做到了把计划生育工作挂在嘴上、放在心

里、抓在手上，始终当作头等大事常抓不懈，毫不放松．一是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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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舍得投精力。首先我们规定每个季变定期召开一次党委政府联

席会议，专题研究计划生育工作，听取计生委主任和计生办主任的

全面工作汇报，提问题，找差距，共同研究制定措施，及早及快

予以解决。九一年共召集党委政府联席会专题研究计划生育工作达

十认。其次党委政府的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计生委主任靠上

抓，左右协调，时刻不忘抓好计划生育工作。对重大问题，党委

书记、乡长都亲自过问，亲自处理，在哭键时刻，一把手亲自上

第一戌。无论是大会、小会邦准计划生育，在部署全乡工作时，

首先部署计划生育工作；在检查其己工车时，同时险查计划生育工

作，切实做到了时时不忘计划生育，事事不忘计划生育，处处体

现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三是推行人口目标责任制，实行计划

生育一票否决权．连续几年，我们乡党委、政府坚持同办事处、

村实行人口目标责任制，将计划生育工作列为各村党支部达标升级

的主要内容进行考核。饪年由乡党委书记、乡长同办事处讨书记、

主任签订《人口目标责任书》，立下“军令状”，将人口指标作为

指令性计刘落实到了各级党政一把手的肩上。具体制定了计划生育

百分考核办法，将各单位人口目标完成的好坏，作为考核其政绩和

实绩的重要依据，并采取计划生育重奖重罚的有效借施，对完不成

人口计划的单位要追究书记、主汪的领导责任，不论其它工作做得

再好，不得评为先进党支部，更不能评为文明村．去年有两个

村，其他各项工作在全乡都遥遥领先，唯有在计划生育上出现了

抢生现象，虽然在办事处被评为先进党支部，但当报送党委审

核时被除了名，并对这两个村的支部书记、主任各罚款一百

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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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实行倾斜政策，舍得向计划生育投财力、物力．我们认

为向计划生育的倾斜投入，会收到社会和经济的双重效益，在别的
有

方面宁可节省一些钱，用之于计划生育是值得的。近年来向计划生

育部门投资之多、是历史上所未有的，九O年我们投资六万元建了

六间计生服务站，后来感到不适应工作的需要，不够标准，在九一

年秋又选了一个好位置，投资十万元新建了十间带厦的高标准的乡

计生服务站，室内配齐了一应俱新的办公用具，比党委、政府的办

公条汗还优越。另外，又投资六万元专门为计生部门配备了双排烟

台五十铃汽车一辆，专供计生部门使用。对计生工作人员，我们落

实了每月15元的岗位津贴，为他们解决丁交通、取叹和防雨工

具，并优先为五名长期工作在计划生有战线上的同厄、办理了衣民台

同制，解次了他们卜压l比之忧，坚定了他们全力以赴千计划上育工

作的与李业心和贵三感。

三是舍得向计创；三言少人力。派党委政府一把手亲自抓计划生

育外，还育一台丑：乡级刁计生委主任衣一名副乡级的汁生办主汪具

体靠上抓计划生育。为适应计划生有工怀的希要，配齐了乡计生

办、服务站16名专职人员，在全乡选聘了15名计划生育专业

队砂、员，这样常年做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员达三十一人。对这支队

伍，我们乡里不管其他工作如疚于忙，也不抽调他们，三秋大忙季

丫节，乡里川识了工牛队，帮助部夸家在农村的计生队员搞好麦议，
以使他伙呀心致志地投身于i卜划生育工作中。

二、以乡人口学校为阵地，以宣传教育为主，提高人们实行计

划生育的自觉性。

几年来，我们坚持把宣传教育放在首位，坚持教育为主、预防



为主，教育于先，惩治在后的指导思想认真落实现行的计klJ生育

方针政策．特别是90年以来，我们充分利用乡人口学校这一阵

地，普及人口与计划生育基础知识教育，培训村级计划生育的骨

干力量，逐步建立起村级人口学校．两年间，以点带面，办起的五

个村级人口学校，使受教育群众达2 500多人次．九一年，由党委

政府主持，吸收计生办、民政。共青团、妇联参加，利·用人口学

校举办了不同类型的学习班，向全乡人民、适龄青年、育龄夫妇普

及国青、省嗜．县情、乡情、村清和政策法规教育，并紧密联系

农村经济发凌和“奔小康”规tl］作洋帐对比．其中培训两委和村

专职干部、协会会长6期达8 00多人次；五期适龄青年、育

龄夫妇培训班，受教育的达2 1 00余人次。培训班上除党委政仔

的主要负责人做功员报告外，还让上述四个部门的负责人敝计划主弋
育政策法观、人口理论基础知识，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的辅导报

告曾参加学习培训的3 20名适龄青年，积极响应党ll；政府的号

召，坚持晚婚、纷纷向党委、政府递交了晚婚保证书，其中86对

雌备结婚。｛勺另又青年，主动推迟婚期，实行晚婚．参加学习的

4 10名新婚夫妇，改变了生育观念，与计生办签订了晚育合

同。通过全民比的言传教育，增强了人们的人均观念和人｝｝比患意

识，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提高了人们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

性。

其次，我们还利用各种会议场合，利用纪念日，利用各种宣传

形式，广泛深入地做好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活动．九一年我们共向

全乡发放省《条例》、县《办法》、乡《规定》、《山东人口报》

共达三万余份。启用广播、喇叭和演讲竞赛等媒介加强舆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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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造声势，强化舆论环境，形成了实行计划生育光荣，不实行计划

生育可耻的社会气氛，真正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明白。

三、综合治理，促进计划生育工作的全面开展

计划生育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进行配套综合

治理。对此，我们主要抓了两手：一是少生优待，具体制定了独生子

女优惠政策对独生子女实行免费人托、入学，免费防疫保健，增

分二分承包地，减纳独生子女30肠的乡提留。二是落实全乡五保统

筹，实行养老保险，大力兴办敬老院。自88年以健，对农村无儿无

女的所有五保老人实行了今乡终筹，每年统筹粮食均在五万斤以

上，资金三万元左右。对全乡五保老人，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实行

了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为尽可能多的进行集，。；共养，从九O年秋

开始，我们发动全乡集资35万元，建成了一处占地十余亩，建筑

面积一千平方米的新型公寓式敬老院，收养了全乡35名五保老

人。院内开设了娱乐室、洗理室、卫生室、接待室等。老人宿舍内

全部添置了一应俱全的生活用具，院民生活费撼月人均40元，演

这些娜寡孤独的老人们能在舒适的环境中安度唤生。对分散供养的

40名五保老人，亦实行了统一供给标准，每人每年4 00斤面

粉，1 20元的零花钱，由敬老院按月负责发放。这样我们通过落

实五保待遇，积极兴建敬老院，使全乡无儿无女的老人的生活得到

了妥善解决，老有听靠，老有所养，解味了部分人的后顾之忧，破

除了几千年来遗留厂来的多子多福的陈规旧俗，极大地教育和影响

了群众，顾大局，识大体，认真执行党的计划生育方针政策。

四、建立健全乡、办事处、村三级服务网络，努力培养一支思

想好、作风正、住业务、会管理的计生飞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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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计划生有工作的重点是农村，难气也在农村。如何抓仕

重点，突破难点，使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借施长期稳定地落实到

群众中，我们的体会：把计划生育的基层组织建设好，培养一支好

的计划生育队伍，则是基础和保证。几年来，在这方面我们主要做

了五点：首先，我们加强了乡镇计划生育专业队伍建设。去年下

半年县委为我们乡配备了计生委主任，计生办主任，我们又对乡计

生办、服务站进行了大的调整和充实加强，从全乡选拔了三名思思

素质好，业务水平高的同志调入计生工作岗位，分别担任了统计

员、宣传员，服务站站长。其次，全乡各村都设立了计划生育服务

室，村村配备了有事业心、责任心强的计生专兼职主任，300人以

上的村设专职计生干部1人；3 00人以下的村设兼职干部1人，

其报酬与村委会主任享受同等待遇。三是乡、办事处、村都普遍建

立了计tl］生育协会，健全了协会活动制度。规定村协会每月定期活

动一次，办事处每季度活动一次，乡半年进行检查评比，并落实好

党员包户联钾制度（10户为一个联保负位），使村级计划生育工作

切实做到了工作有人管，组织才网络服务有阵地，活动经常化，

逐步实现了基层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形成了群众自我

教育、白我管理、互相监督的良好局面。四是做好药具管理工作，

加强药具管理网络建设乡服务站设药具室，配有专职药具员；侮

办事处设有一处药具发放点；村村配有兼职药具发放员，做到了层

层都有人管，确保了服务对象随时需要1艳时领取，发放及时无吴．

在91年春全区药管表彰会上，我乡被评为全区药具管理先进单位。

五是注重培养一支自已的节育技术力量。在我乡计生专业队伍中，

现有技术职称的8名，他们认真钻研业务伎术，辛勤工作，实现了



从了

放环、取环、毽环、人工流产手术不出乡，为坚持经常性工作奠定

了基础。几年来，我们乡服务站坚持实行门诊与登门服务相结合．

不论在平时还是节假日，服务站都有专人值班，随时接受手术者。

此外，乡计生人员不论是搞集中活动还是经常性工作，坚持下村下

户，巡回检查，并做到三带：带器械、带知识、带药具，及时将技

术服务送到各办事处、村，这样不仅方便了群众，而且比过去集中

到乡医院做节育手术的做法，每年节省交通费、手术费、护理费、

补助费等上万元。

由于我们坚持技术服务经常化，约时定点，落实措施；每月一

次巡访，每季一次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使计划外怀孕大大

减少。这样不仅减少了育龄妇女的痛苦，也相应地缓解了我们干群

之间的矛盾，减轻了工作难度，减轻了我们党政班子的计划生育工

作压力。91年我们乡共做四种节育手术9 54例，节育率达

87肠，并治疗妇女常见病3 20例，加快了向孕前型和服务型管

理的转化。

五、加强统计管理工作

几年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计划生育统计工作是一项严肃认

真、艰苦细致、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它如同‘中枢神经”一样指挥

着整个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又如同联系实际工作的纽带和桥梁。

对整个计划生育工作来说，统计是一项“须臾”不可离开的十分

重要的基础工作。对此，我们首先选配了乡计生统计员和各村计划

生育统计员，并定期进行专门业务培训，提高统计人员的业务素

质，使报表、数据达到准确、及时、全面、客观．为扭转过去统计



不实局面，杜绝漏报、瞒报、错报现象，我们建立健全了计生统计

制度。一是建立了领导干部统计质量负责制，规定各村主要领导

干部对本村计划生育统计数字质量要负总责；二是建立了统计报

表制度，每月月底由村统计员向乡计生办报送本月出生死亡报告

单。为确保统计数字的准确，规定填表人要签名，单位负责人要审

核签字，加盖公章，如一旦查出哪里出现漏报、错报、瞒报现象，

就追究哪里主要负责人及填表人的责任，并以此作为年终计生工作

考核的一项主要内容，给予经济处罚。对各村所报的有关数字，

乡计生统计人员坚持严格把关，并经常深入基层去了解、掌握、复

核有关数字和资料。对向上级报送的每一个统计数字，也力求准

确、及时无误。

其次，注重建立健全育龄妇女管理档簿，并做到变动及时，准
确无误。对一档六簿，做到了一月一清，一月一查，一月一变动，

一月一报表。全乡每个已婚育龄夫妇采取什么节育措施，有几个孩

子，是否进行孕情检查，有无生育计划等情况，都在档案上一目了

然。党委、政府借此分析全乡的人口形势，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

采取相应的措施，做到了有的放矢。地县业务部门曾多次到我乡检

查指导，肯定了我们乡档簿表册的质量和统计工作的质量．

几年来，我们乡在上级党委政府及业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经

过全乡上下的共同努力，计划生育工作自己与自己相比，于了一个

新台阶。但分析我们目前面临的计划生育的严峻形势，深感任重而

道远，丝毫不能麻痹和盲目乐观。为确保“八五”人口计划目标的

实现，我们将迅速贯彻这次大会精神，学习先进的工作经验，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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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短找差距，群策群力埋头于实际工作，努力把我乡计划生育工作

推向一个新水平，争创第一流的业绩l

一九九二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