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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住在依山傍水、绿树成荫、溪水
长流的积翠山，喝着来自大自然的天然矿
物质水，吃的是天然谷物，我们在山西农业
大学动物科学院副院长、山西省农科院饲料
兽药研究所长宋献艺团队的培育下，农大农
科院的专家们以药食同源的理念，为我们科
学调配含有有机黄芪茎、叶、根的饲料。

从小饲养员叔叔就让我们强身健体，
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自由生长，经过120多天
的成长，我孕育出了第一颗鸡蛋。科学家
叔叔拿去检测，发现我的鸡蛋里含有的叶
酸量达到 130μg/100g，是普通鸡蛋的数
倍。吃两颗就可以满足普通人一天的叶酸

需求。
后来“三农”模范人物、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专家李学花阿姨来现场调研我们叶酸鸡蛋
的生产过程，为人类食品安全把关。

我的鸡蛋这么好,快点把它们带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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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新、张宝义等专家认为，
解决低生育率问题是世界性难
题。生育政策具有长周期的特
点。应持之以恒地全面建设生
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长期均
衡发展。

受综合因素影响，近年来我
国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持续走
低。国家卫健委公开数据显示，
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
2017年调查为 1.76个，2019年调
查为 1.73 个，2021 年调查降到
1.64 个。“这表明建设生育友好
型社会已经非常紧迫。”张宝义
说。

首先，要加强政策配套统
筹。

目前各国鼓励生育措施可
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时间支持
的措施，包括产假、陪产假、育儿
假等相关的假期制度；第二类是
经济支持，包括给儿童的津贴、
给家庭的津贴以及给父母的各
种照护津贴，还有税收减免的政
策；第三类是服务支持，包括公
立托育机构、居家帮助、课后照
顾等。

“在落实‘三孩’政策及配套
措施时，单独某一项或几项政策
的效果是有限的，各地要结合本
地实际全方位提升群众的满意
度，最大限度解除父母的后顾之
忧。”原新说。

其次，要在制度、技术等层
面规范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
原新认为，年轻人“不愿生”的同
时，还有一批人为“不能生”而发
愁。要发挥生物技术、医疗技术
在解决不孕不育方面的作用，对
捐卵、冻卵等现象进行立法予以
规范。

最后，不能忽视男性的作
用。有专家表示，目前支持生育
的政策大多聚焦女性，事实上完
善落实男性陪产假、育儿假等制
度，让男性分担女性的育儿压
力，也是一些国家的有益探索。

业内人士认为，在我国构建
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要广泛
借鉴国外经验，但不能照搬照
抄；要从国情出发，探索适合我
国的政策措施，综合考虑财政压
力和家庭需求出台优惠性政策。

新华社天津1月27日电

落实“三孩”政策被多地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激发生育意愿如何发力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2021年中国人口净增加仅48万人。全国出生人口再创新低，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今

年的省级地方两会上，“三孩”成为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高频词。围绕2022年如何激发生育意愿，各地纷纷发力。

截至 1月 26日，在已公开
的 30个省区市政府工作报告
中，大都将落实“三孩”生育政
策和配套措施列为 2022 年的
重点任务之一。记者梳理发
现，河北、四川、浙江等近 20
个省区市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明确提及：完善或落实“三孩”
生育政策。北京等地虽没有
在报告中提到“三孩”一词，但
要求给予“一老一小”更多温
暖和关爱。

记者梳理各省区市政府
工作报告发现，2022年各地推
动“三孩”政策落地举措主要
包括以下重点：

——降低生育成本。
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

副司长杨金瑞日前表示，生育
养育教育成本偏高加重了生
育顾虑。对此，不少地方围绕

“降成本”发力。河北提出开
展孕妇无创产前基因免费筛
查；陕西提出将 3岁以下婴幼
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
专项附加扣除；浙江提出完善
生育保险政策，优化生育休假
制度。

——普惠托育。
有时间生娃、没时间带娃

是不少年轻父母的烦心事。
对此，河北提出打造 160家省
级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机构；
湖北将新增婴幼儿托位 4 万
个，确保幼有善育。

——扩建幼儿园、增加中
小学学位。

入园难、入园贵是多年的
老问题，多地将发力点明确放
到增加幼儿园供给上。安徽
计划今年新建、改扩建公办幼
儿园 300 所；福建将新建、改
扩建 200所公办幼儿园，新增
学前教育学位 4万个。此外，

“中小学学位”也屡屡被提
及。比如，北京将新增中小学
学位 2万个，福建将新增义务
教育学位 6万个。

天津市政协常委、天津
市社会学会会长张宝义说，
今年地方两会普遍将“三
孩”作为重要议题，集中释
放出生育、养育、教育等方面
的利好信号。特别是浙江、
上海等发达省份将生育政策
提升到“育儿友好环境”“儿
童友好城市”的高度，跳出单
项政策的思维，转向全方位
呵护，值得其他省份学习和
借鉴。

针对地方两会上广泛讨论
的“育儿成本”等问题，中国人
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
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
新形容为“金筷子”效应。“以前
我们说‘多个孩子多双筷子’，形
容育儿成本低，一双筷子就够
了。以前的‘竹筷子’如今却成
了‘金筷子’。”原新说，现在育儿
成本不只是经济压力，而是综合
成本过高，降低了生育意愿。

在国家卫健委 2022年首场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
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
任宋健教授直言，近年来我国
生育率下降比较迅速。在此情
况下，人们对“三孩”的期望更
高，希望借此推动实现适度生
育水平。

事实上，“三孩”生育政策及
配套措施正在陆续落地。截至1
月 20 日，25 个省份完成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修订，部分省份已
制定实施方案。从现有情况看，
各地普遍延长产假60天左右，增
加普惠托育服务发展、计划生育
家庭权益保障等条款。

记者梳理各地代表委员议
案提案发现，三种趋势受到普
遍认同。

一是强化公立机构的作
用。原新直言：“公立机构可以
在缓解育儿焦虑方面发挥更大
作用。”安徽省人大代表朱红英
也提出，与私立幼儿园相比，一
些公办园缺少早餐服务和课后
延时服务；她呼吁公办园结合
实际提供更多服务。

二是平衡女性生育权与工
作权。比如，当前社会对女性
的角色要求是多样性的，片面
强调延长产假将难以平衡女性

“母亲”与“员工”的角色冲突，
可能造成“产假越长，女性就业
越难”的困局。原新呼吁，要建
立政府、社会、企业、个人分担
机制，避免将产假压力丢给企
业一方，从而保护女性的职业
发展前景。

三是管理服务要跟上。随
着新政策出台，相应管理和服
务必须跟上。以日益增多的托
育机构为例，安徽省人大代表、
安徽省律师协会副会长韦东认
为，登记审批部门要把好“入口
关”，严格把握开办托育机构的
资格条件；卫健部门应当会同
教育等部门制定托育机构日常
管理规范；发改部门要加强价
格监管，抑制过高收费。

近20省份将“三孩”
写入地方政府工作报告

如何缓解
“金筷子”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