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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

展，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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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加快完善生育

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提出若干措施。近

期，不少读者网友来信留言，讲述他们从孕前检查到出生登

记，再到申请生育保险、领取生育津贴等方面遇到的各种各

样问题，盼望生育支持政策落到实处，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编   者

读者网友呼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营造全社会尊重生育、支持生育的良好氛围——

让生育支持政策落到实处
本报记者   孙立极   赵   兵

3 月 18 日，本报刊发读者来信《应治理河道乱扔垃圾现

象》，反映陕西西安市周至县耿峪河下游河道淤积、杂草丛

生且有生活垃圾等问题。

记者从周至县河湖长制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报道

刊发后，周至县立即进行调查。调查发现，反映区域为耿峪

河尚村镇宋滩村段，尚村镇立即组织人员对河道内生活垃

圾进行整治清理，目前已整改到位（见下图）；县河湖长办等

部门及相关镇街就河道范围内垃圾箱设置、垃圾清理情况

等进行调研，对垃圾箱点位布置进行了专项优化，确保垃圾

收集到位，及时转运。

针对此类问题，周至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河湖“四乱”

问题排查整治，加大河湖治理常态化监督检查力度，全面压

实县镇村三级“河长制”责任。同时，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大

整治，合理设置农村生活垃圾定点投放区域，并加强河湖保

护宣传力度，营造共同维护水生态环境的社会氛围。

 陕西西安市周至县——

河道垃圾已清理
本报记者   高   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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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信阳市浉河区杜平公路因路面破损严重，今年 3
月，公路局曾组织翻修。在修到浉河区东双河镇马店村第

一村民组与石武高铁桥交叉口时，相关部门担心影响高铁

安全，阻止继续施工。然而，检测是否会影响高铁安全的费

用不低，地方公路部门无法承担。目前，其他路面都已经翻

修完毕，只剩高铁桥下近 50 米路面坑洼难行（见下图），车

辆行人行经此处，颠簸不平也不安全。

其实，翻修公路只是翻新路面，不见得一定会影响到高

铁桥路基。此段路翻修目前已拖延了 8 个月之久，希望有

关部门予以关注，为平整道路找到合理可行的方案，方便来

往车辆和行人。                     
河南信阳市   金先生

河南信阳市——

高铁桥下坑洼多
请为修路找出路

■建议R

近年来，全国各地不少地方在公共场所逐渐增设了“第

三卫生间”，为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提供便利。第三卫生间

内一般设有儿童专用卫生设施、无障碍设施等，不仅方便残

障人士使用，也可以解决一部分特殊人群如厕问题。不过，

目前第三卫生间仍面临认知度低、数量较少、分布不均以及

设施不完善等问题，需要加大宣传和推广。

笔者建议，相关部门可以将第三卫生间建设纳入城市

规划中，通过合理布局，增加数量。如在新建、改建公共卫

生间时，将第三卫生间作为标配。对于已建成的公共卫生

间，逐步改造、增设无障碍如厕空间。鼓励商场、酒店、旅游

景点等积极参与第三卫生间的建设和推广。此外，在卫生

间设计时，要以特殊群体的需求为出发点，设置无障碍通

道、扶手、紧急呼叫按钮等，方便行动不便者使用。同时，注

重保护使用者隐私，避免尴尬和不便。

四川自贡市   尚永高

推广第三卫生间
方便行动不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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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开展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征集活动，欢迎提供线

索，提出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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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好‘高效办成一件事’，怎么反而更

加繁琐了？”甘肃天水市的卫先生日前用手

机在“甘快办”政务服务软件上给家里老二

办理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光是预约就操

作了快半个小时。”

今年 5 月，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大数

据中心发布新生儿出生服务“高效办成一件

事”工作方案，旨在提升行政效能。其中办

理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要通过甘肃政务服

务网或“甘快办”填写信息，且需要产妇扫

脸，以确保“人证统一”。卫先生说，去年家

里老大出生时，他通过医院人工窗口办的出

生证，不需产妇出面，家属不到半个小时就

办完了，“让产妇到医院大厅扫脸，大厅人多

拥挤，产妇身体虚弱，这样设计考虑不太周

全。”他反映后，医院将扫脸地点改到了住

院部。

对于出生证办理问题，人民网“领导留

言板”也有不少类似留言，云南楚雄彝族自

治州一名读者反映，当地某医院办理新生

儿出生医学证明的窗口，每星期只有两天

受理业务，而且一天只受理 4 个小时，人多

时一次办不上还得来第二次。陕西延安市

的高女士则表示，5 年前，她在西安生了孩

子，因为疫情等迟迟未上户口，后来回到户

籍所在地的派出所办理孩子户籍时，“这次

说 缺 这 个 材 料 ，下 一 次 又 说 缺 那 个 材 料 。

每次需要的材料不一次说清楚，让我连续

请 假 。”高 女 士 说 ，“ 光 有 孩 子 的 出 生 证 不

行，还要我的孕检报告。我之前不知道要

孕检，当时经济又比较困难，一次检查都没

有做过。”那一阵子，她西安延安两头跑，最

后通过“领导留言板”平台，今年 8 月初才终

于为孩子办上了户籍。

“实际上，近年来‘最多跑一次’‘一次办

成’等窗口办理事项改革，给群众办事带来

了很多方便。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前期材

料准备充分，在现场办理，基本上都比较快

捷。”彭希哲认为，办理和生育有关的事项不

太顺利，有时候是个别工作人员的态度问

题，工作作风需要改进。当然，也不排除个

别医疗机构或者办事单位，在操作规范方面

需要进一步优化。

彭希哲更进一步说：“还有值得注意的

是，在办理新生儿户口时，如果遇到的困难

来自父母双方的户籍，这就涉及继续深化户

籍制度改革，从户籍方面为异地居住的夫妇

提 供 更 多 方 便 ，推 动 生 育 友 好 型 社 会 的

建设。”

出生落户，别让群众来回跑

多 名 读 者 网 友 反 映 ，按 照 当 地 医 保 规

定，只有连续 9 个月至 12 个月连续缴纳医保

费用，才可以享受生育保险及津贴，逾期缴

费、哪怕随后补缴也无法享受生育保险。

四 川 攀 枝 花 市 的 王 先 生 说 ，妻 子 2019
年起就职于攀枝花市某建材有限公司，入

职后一直按期按规缴纳五险一金。但公司

因资金周转困难，延迟缴纳了今年 8 月的社

保费用。王先生妻子生产出院时办理医保

结算，享受了医保待遇，但随后接到相关部

门电话通知，因为她所在的公司延迟缴纳

保费，不能享受医保待遇，要求他们退还所

报费用。“其实在 9 月 3 日，公司就已补缴了

8 月份的社保费用。难道延迟了一个月交，

就 不 能 享 受 相 关 待 遇 了 吗 ？”王 先 生 表 示

不解。

内蒙古扎兰屯市的韩女士也遇到类似

问题，她所在的企业每次累积一段时间的营

收，才能一次性缴纳全体职工的五险一金。

但办理生育相关费用报销时，扎兰屯市医保

局工作人员告知她，积攒保费缴纳生育险的

情况不能享受生育保险及津贴，“只有每月

按时缴纳生育险才能算是连续缴纳，企业攒

够半年钱来缴纳半年保费的，即使缴费记录

是连续的也不行”。

河北保定市读者赵女士说，“现在国家

支持生育，政策也越来越好。河北的生育险

保险还是要连续缴纳 12 个月才有效，差一天

都不行。”她表示，如果企业一时出现资金紧

张，逾期缴纳保费，这家企业的女员工就不

能享受生育保险了。那她们的生育福利如

何保障呢？

还有读者提出，“生育津贴最好直接发

到产妇个人账户，如果企业出现经营问题，

可能就领不到生育津贴。”今年 7 月，石女士

从工作的企业离职，但相关部门已将她的生

育津贴、生育医疗费及一次性营养补助发放

至该企业账户，而该企业拒绝将这笔费用发

放给她。还有一名网友表示，自己今年 4 月

休产假，但所在公司 9 月人去楼空，生育津贴

不知找谁领了。

数 据 显 示 ，2023 年 全 国 参 加 生 育 保 险

2.49 亿人，比上年增加 282 万人。生育保险

作为国家对生育职工给予的必要经济补偿

和医疗保健的社会保险制度，对于保障父母

生育、养育孩子期间的生活水平，乃至推动

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十分重要。是否一定

要连续按月缴纳保费保险才能有效？读者

网友的呼吁值得相关部门关注并思考。

生育保险，补缴是否还有效

“前段时间，我妻子怀孕了，我们都很开

心。没想到办出生登记时，程序比办企业营

业执照还复杂。”42 岁的杨先生告诉记者，他

的户籍在甘肃敦煌市，妻子户籍在山东济南

市，夫妇二人现工作居住在新疆乌鲁木齐

市。今年 10 月，他去所住社区办理生育登

记，因为他是再婚，“除按社区给的清单准备

资料，社区告知，还需要我第一次结婚的资

料。”杨先生说，包括离婚证、离婚协议以及

第一次婚姻中孩子的户口本、身份证、抚养

费等，“真不明白，我们生孩子和我前面婚姻

有什么关系？但工作人员说，他是按电脑程

序操作，不提交这些信息就办不了。”

杨先生一度想要放弃登记，但工作人员

告诉他，新生儿没有出生登记，会影响后面

社保、打疫苗等一系列事项，甚至将来孩子

上学都可能遇到问题。他只好跑了四五趟，

办理了生育登记。

生育登记可在孕后生育前办理，也可在

孩子出生后及时补办，比早年的“准生证”灵

活得多，但一些硬性程序仍然存在。

辽宁大连市的网友孙先生在人民网“领

导留言板”留言反映，在办理生育登记时，他

所在的社区要求用身份证、结婚证等材料办

理。由于结婚证丢了，他把留存的结婚证照

片打印出来，但社区回复，必须提供复印件。

“不知道复印件和照片打印有什么区别，信

息都是一样的。”孙先生说，“补办结婚证，需

要夫妻双方到任意一方的户口所在地办理，

但我和妻子均是外地户口，路途遥远，并且

妻子刚生育完不便远行。”他留言后，当地街

道办事处与卫生健康部门进行了沟通，请他

暂时以提交个人承诺书的方式，进行了生育

登记，等补办结婚证后，再补交复印件。

有读者表示，目前很多年轻人离开户籍

所在地，到异地工作生活，异地生娃的情况

也会越来越多。线上服务让很多行政事务

异地办理成为可能，但类似生育登记的线上

办理，流程可以再优化、简化一些，不要因为

一两个不重要的必填信息，增加异地办理的

难度和障碍。

异地生娃，生育登记有点繁

今年 9 月，四川成都市温江区的林女士

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留言说，为了做免费

孕前检查，她前后跑了 5 趟。她先在社区开

了证明，到区妇幼保健院时，被告知免费孕

前检查只能去鲁家滩。

“鲁家滩离我所在社区很远，而且在鲁

家滩做完部分检查后，工作人员说，有个检

查项目他们做不了，还需要再去区妇幼保健

院。到区妇幼保健院检查完，又被告知要领

叶酸还得到社区医院。检查免费，也不能让

人来回跑啊。”林女士表示。

对此，当地回复说，温江区民政局婚姻登

记处在鲁家滩打造了公园式婚姻登记点，为方

便婚姻登记、婚前检查等一站式服务，就将温

江区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设在鲁家滩点位。

针对林女士的问题，当地表示将完善设备、人

员及药品配置，使鲁家滩可完成所有项目。

近年来，各地相继出台尊重生育、支持

生育的配套政策，但实施过程中因考虑不周

等，好政策的效果却打了折扣。成都市双流

区的兰女士今年 5 月通过试管婴儿技术怀

孕，8 月在医院建档。因已经 37 岁，“医生根

据我的情况，要求我做羊水穿刺检测胎儿染

色体。”兰女士说，建档医生说她符合双流区

生育政策的条件，可以拿着医院证明到当地

社区医院开具免费羊水穿刺检测介绍信，她

可节省 4000 元的检测费。

不料，兰女士来到双流区怡心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却以她“未经定点机构

检查评估”，即没有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

孕前检查为由，拒绝开介绍信。兰女士说自

己此前没听说这个政策，“做试管时自然也

在这家医院做了孕前检查”，最终没能享受

到免费政策。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

任彭希哲认为，“相关机构在诊疗流程方面

应该坚持以人为本，多站在孕产妇角度考虑

问题，才能让诊疗服务更加人性化。”云南保

山市读者丁恒情则来信表示，“生育友好不

仅需要真金白银，也需要真心实意。”好政策

要落实好，才能真正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

免费孕检，指定机构限制多

“ 灵 活 就 业 人 员 是 否 也 能 享 受 生 育 保

险？”广东珠海市曾女士、保定市王女士等网

友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咨询这一问题。

各地相关部门的回复大同小异。如保

定市医保主管部门回复，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无用人单位并按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

费，生育保险按生育医疗费用限额补贴标准

的 50% 享受待遇，不享受生育津贴。

还有读者表示，期盼灵活就业人员也能

被纳入生育津贴享受范围。一名来自黑龙

江哈尔滨市的读者说，企业倒闭了，现在刚

开始领失业金，“什么时候我们领失业金的

女性也能领生育津贴呢？”成都市孙女士也

面临同样困境，她说自己工作时缴纳了七八

年生育险，结果失业后怀孕，领不到生育津

贴。目前一些地方对领取失业金的生育女

性，提供了 3 个月的生育补助金。“但生育补

助金与住院报销只能二选一。”孙女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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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

出，强化生育保险对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费

用、生育津贴待遇等保障作用。指导有条件

的地方将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

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生育

保险。做好未就业人员生育医疗费用待遇

保障。

“目前，很多灵活就业人员、农村人口在

生育保障这部分，与企事业单位职工相比还

有一定距离。”彭希哲建议，进一步深化改

革，让灵活就业人群、失业人群、农村人口等

也都能够享受到相应的生育保险等政策，为

他们的生活提供一定的保障，以进一步提升

生育意愿。

彭希哲还建议，通过营造社会生育友好

氛围，改善人们的生育观念，尤其是让年轻人

愿意生育、养育孩子，让他们对为人父母的角

色充满憧憬，能从中感受到家庭的温馨、感受

到陪伴孩子成长的快乐。塑造这样的舆论氛

围和社会氛围，才能够更加有力地推动生育

友好型社会建设。丁恒情也认为，生育一头

连着千家万户的民生幸福，一头连着经济社

会的持续发展，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既是提

升家庭生育意愿的当然之举，也是释放生育

潜能、改善人口结构的必由之路。

灵活就业，盼望保障再多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