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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她是一位平凡的农村妇
女，却被人人称赞为“好姐
妹”、“好儿媳”；她没有惊天动
地的事迹，却是全县所有计生
专职主任学习的好榜样；她工
作十三年如一日，把勇担当的
青春奉献给了计生事业，用伟
大的“计生梦”汇聚了促进人
口计生发展的正能量。她，就
是东阿县牛角店镇史圈村计
生专职主任兼计生协秘书长
董华。

董华自担任计生工作十
三年来，始终把联系群众、为
人民服务放在首位。她深入群
众家中了解育龄妇女情况、了
解未婚男女青年情况、完善计
生档案。通过宣传、走访，村里
每家每户的信息都了然于心，
脑海中建立的“育龄妇女信息
库”。她通过独到的工作方法，
亲近群众、心想群众、情系民
心，赢得了村民的信任，把计
生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

她积极为群众谋福利，解
决实际困难。5 . 29 协会活动
日，为计划生育家庭户发放慰
问品；六一儿童节，为计生家
庭儿童、留守儿童发放学习用
品，并举办丰富多彩的儿童娱
乐节目，让计划生育家庭户感
到温暖，在全村形成了实行计
划生育光荣的良好氛围。还为
考取大学的计生独女户、双女
户家庭争取了每名大学生
1000 元的助学金，建立了成
才女孩帮扶档案。

今年 2 月 6 日，董华和村
计生协领导来到王桂兰老人
家中，老人丧偶多年，儿子是
残疾人，母子生活困难。当董
华和计生协领导为老人送去

200 元慰问金时，73 岁的老人
已是泪流满面，紧紧握着董华
的手说“感谢村计生协给我帮
助、给我温暖。”接着又慰问了
无子女户史加坤，由于患有小
脑梗塞，生活不能自理，每到
仲秋节、春节，董华就会给他
送生活必需品。

在做好村计生工作的同
时，她还承担起照顾多病的婆
婆的重任，自嫁入史圈村后，
与公婆关系融洽，是远近出名
的孝顺儿媳。她的婆婆患有脑
血栓，长期吃药打针，生活不
能自理，公公是村干部，家务
事无暇顾及，更谈不上照顾妻
子。她的丈夫常年奔波在外，
家庭重担落在了董华一人身
上。婆婆因病吃饭特别挑剔，
董华向大夫咨询病人适合吃
的饭菜，一有机会就向厨师请
教，精心的做给婆婆吃。婆婆
不能动弹，她每天给老人按摩
腿脚，防止肌肉萎缩。婆婆心
情不好时，她就耐心劝说，并
请婆婆的好友陪婆婆谈心解
闷。邻居们见了，都说亲闺女
也不过如此。

董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无论工作还是家庭，做着她认
为应该做的事。计生工作被称
为“天下第一难事”，吃力不讨
好，没人愿意干。但董华知道，
做好计生最好的方法是做好
为群众的服务工作，只有“一
碗水端平”，才能赢得群众的
理解和支持。繁琐的基层工作
和家务琐事，磨练出了她坚毅
的耐心，她以自己独有的人格
魅力赢得了群众的理解、支持
和赞誉。这不正是“最美”吗？

(张杰)

走近最美计生人——— 董华

日前，由聊城市经济开发
区计生协会主办的第一届村
级计生协会会长演讲比赛在
光岳宾馆举行。

“人口计生工作关系到全
村每位父老乡亲。我下定决心
排除万难，全力做好人口计生
工作。”记者在现场听到激情
昂扬的演讲。该活动的演讲者
全部是开发区各乡镇街道的
村级计生协会会长，演讲内容
包括如何做好村级计生工作
事务，如何提高群众计生服务
水平等。演讲者用朴实的语
言，抒发了对计生工作的热
爱，表达了对下一步做好工作
的决心和信心。计生协会会员
众多，联系广泛，是社会各界
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自愿组
织起来，动员群众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
通过村级计生协会会长

演讲比赛，提高了村级计生协
会会长做好本职工作的责任
感、使命感。大家一致表示将进
一步向广大基层群众宣传好
人口与计划生育方针政策和法
律法规，帮助群众发展经济，引
导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

赛前，开发区还举办了人
口和计划生育干部培训班，对
广大计生干部进行了信息化
业务培训。计生工作信息化是
分析计生工作存在的问题，为
编制人口计划提供依据的重
要手段。通过培训，将增强计
生干部掌握现代信息办公技
能的水平，进一步提高服务和
管理水平，适应形势发展和事
业需要。 (姚振华)

冯屯镇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上水平
日前，冯屯镇开展流动人

口管理服务集中活动，掌控流
动人口动态，维护流动人口合
法权益，提高服务管理水平。

查清并举。以管区为单
位，逐村逐户清理排查流动人
口，对流入或流出未持证的督
促其限时办理，发现信息变动
的，及时变更档案资料和流动
人口平台信息，纳入正常管理
服务。信息互通。核对流动人
口持证、生育节育情况，利用
现有流动人口信息交换平台，
开展信息网络平台数据交换，

以资源共享、管理协调、综合
服务、信息互通为目标，将流
动人口的婚育、孕情、计划生
育三查结果通过平台及时沟
通，对流出已婚育龄妇女与其
居住地计生办相互协作，相互
通报，及时、准确核实流动已
婚育龄妇女信息。均等服务。
按照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对流入
人口实行规范化管理，亲情化
服务，免费发放避孕药具，提
供及时、安全、优质的生殖健
康服务。 (初雅琳)

凤凰办事处

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举措实
东昌府区凤凰办事处以

宣传教育为引导，以制度建
设为抓手，以规范服务为手
段，以组织领导为保障，多举
措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
偏高问题。

宣传引导，营造良好环
境。加强宣传教育，充分利用
报刊、广播、信息网络、墙报、
宣传品等多种形式，大力宣
传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现状
及性别比失调的危害，使广
大群众自觉摒弃和抵制选择
性别生育的错误行为，倡导
尊重妇女、关心女孩、男女平
等的新风尚，树立正确的舆
论导向。

健全制度，强化孕期管
理。一是完善孕情随访服务
制度。计划生育服务站以提
高服务质量为宗旨，积极开
展对育龄群众的生殖保健服
务。对符合政策并申请生育
的育龄妇女，实行孕情随访
和生育全程监护服务制度。
对符合政策持证怀孕的，要
求首次上报孕情必须在 3 个
月之内。在随访服务中发现
异常现象的，及时组织调查。
对外出流动人口，与其流入
地加强信息联系，共同做好
孕情随访和生育全程管理服
务。二是加强二胎《生育证》
的审批发放工作。对二孩计

划内怀孕 3 个月以上，无正
当理由私自流引产或所述流
引产原因没有充分证据证明
的，视为选择性别终止妊娠，
收回《生育证》，不再安排生
育计划。无故脱离孕期随访
服务范围，超过预产期而孩
子不知去向且没有证据证明
孩子已死亡的，视为已生育，
不再安排生育指标，并对案
件进行追踪调查。

规范服务，严打“两非”案
件。定期开展集中整治活动，
每年组织专项联合检查，整治
医疗卫生、药品销售市场，规
范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秩序。严
厉查处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
定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的案
件，打击非法为他人施行计
划生育手术的行为和溺弃、
贩卖女婴的犯罪行为。

加强领导，落实工作保
障。该办事处成立综合治理
出生人口性别比工作领导小
组，负责全办事处综合治理
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组织
协调和督查调度，加强综合
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工作的
组织管理，严厉打击“两非”
(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
和非医学需要选择性别终止
妊娠)行为，形成综合治理出
生人口性别比工作合力。

(刘慧 苗明锋)

生育传承希望 关怀相伴和谐

“女牛倌”的致富路

李淑芳,高唐县尹集镇
刘庄村一位普普通通的农
民。当地村民亲切地称她
为“女牛倌儿”。十多年来，
她凭着一股子韧劲、闯劲
发展奶牛养殖，趟出了一
条致富路，成为远近闻名
的致富能人。

她担任村计生主任，
丈夫打工她干农活，生活
还算说得过去，但她觉得
要想生活更加富裕，必须
搞点副业。李淑芳想到了
饲养奶牛致富。

起初，由于缺乏技术，
加之市场没有打开，只能
勉 强收回 成 本 。她 回 忆 ：

“刚开始养殖时，虽然只有
两头牛，但由于缺经验，收
入加县里补贴，才刚收回
成本。有一年，牛染病，由
于不懂技术，耽误了治疗，
大牛小牛死了四头，损失
好几万。”死牛事件后，她
购 买 了 大 量 奶 牛 饲 养书
籍，不断向外地养殖户学
习经验，还专门购买了一
台电脑，自学上网发邮件，
学习咨询养殖技术和医疗
知识。学会了饲料配比，找
到 了让奶 牛 增 产 的 门 道
儿，一旦奶牛生病，再也不
用着四处求医了。经过努

力，短短几年时间，养殖了
二十几头奶牛，年收益 10
多万元，还在屋后给奶牛
盖起了新房子。如今，已经
成为初具规模的小型养牛
场，可观的效益让她尝到
了创业的甜头儿。

李淑芳逢人便讲少生
快富的致富经，还多次主
动找到孩子的姑姑，打算
帮她一起养奶牛，可是被
拒绝了，原因是俩孩子照
顾不过来，再加上地里农
活，实在没时间养奶牛，送
牛奶。这件事让李淑芳感
触很深，她感叹：“一个孩
子好致富，这句话说的真
的很有道理。我刚干计生
主任那几年人们 思 想 落
后，觉得孩子越多越好或
者非要生男孩，有的甚至
违反计生政策。交那么多
社会抚养费，别说投资致
富，好多连基本生活需要
都顾及不到。”李淑芳接着
说：“这些年好多了，年轻
人受教 育 程 度 越 来 越 高
了，看问题和父辈不同了，
重男轻女、不生男孩不罢
休的思想越来越淡薄，好
多都自愿放弃二胎指标，
就 想如何 改 善 生 活 条件
了。” (华书娟 杜斐)

为计生家庭撑起蓝色的天空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
发展，社会对独生子女和
双女户计生家庭的关注度
日趋提高，针对独生子女
和双女户计生家庭实施的
惠民政策得到推广，少生
优生的婚育新观念逐步成
为群众的自愿选择，走进
高唐县三十里铺镇王架子
村，让我们深有体会。

2012 年以来，该村“两
委”和计生协会干部挨家
挨户走访独生子女户、双
女计生户和因病致贫特困
计生户，了解困难，并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帮扶，陈凤
芝、肖洪斌夫妇便是受益
家庭之一。在这个双女户
家庭里，一个女儿读高中，
一个女儿读大学，经济压
力较大，夫妇俩承包着 10
多亩地种植梨树。由于管
理经验不足、加之自然灾
害的影响，极大的经济损
失使他们连买农药化肥的
钱都无法凑到。村计生协
会得知这一情况后，在镇
政府的协调和帮助下，为
该家庭申请了 3 万元农村
小额贷款，解了燃眉之急。

之后，又求助于农林部门，
派专人手把手教会他们种
植技术，传授科学管理知
识，并让技术人员与其建
立了长期技术指导跟踪关
系。如今，该夫妇的梨园越
办越好，收入增加了，幸福
的笑容藏都藏不住。

为让计生家庭 享实
惠，王架子村“两委”和计
生协会干部不懈努力着。
成立“协会+妇女小组”，在
全村妇女中开展“带头致
富、相互帮富”活动，引导
妇女走科学致富之路；开
展计生“三结合”活动，协
助安排就业，增加困难计
生户的经济收入；落实避
孕节育措施补助、农村部
分计生家庭奖励和农村双
女计生户节育奖励等计生
奖励优惠政策。“少生快富
奔小康”、“计划生育好，政
府帮养老”，在这个小村庄
里广被认可，他们说，“养
儿防老过时了，新政策、新
观念同样撑起生活的蓝色
天空”，看，新型婚育文化
的硕果已遍结百姓心中。

(于欣欣)

幸福来自“助福”
高唐县杨屯镇“开展计

生助福行动，构建和谐幸福
家庭”进村入户宣传月活动
开展得如火如荼，弘扬科学
文明进步家庭观，引导“晚婚
晚育、少生优生、男女平等”
婚育观，“计生助福”行动让
这些宣传文字变成了鲜活的
事 实 ，让 群 众 深 刻 体 会
到——— 幸福就在身边和眼
前。

开展“计生助福”宣讲活
动。该镇通过出动国策宣传
车、发放计生宣传品，将党的
十八大精神传达到田间地
头，让群众了解人口形势和
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必
要性，同时，将各项计划生育
利益导向、计生祝福行动等
惠及计生家庭的政策进行广
泛宣传，“认知幸福、拥有幸
福”，计生助福宣讲活动，向
老百姓展示了幸福生活的美
好前景。

开展生育关怀行动。该
镇加大对因病因灾致贫计生

家庭、残疾人计生家庭、留守
儿童家庭、空巢家庭、流动人
口家庭和孤寡老人家庭的扶
持力度，特别是对独生子女
伤残死亡家庭给予重点关
爱，发挥计生协会作用，千方
百计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
活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同
时，动员协会会员和志愿者
与这些家庭和群众开展“手
拉手”、“一对一”等帮扶结对
活动，进行经常性、多样化的
帮扶。重点帮扶计生家庭的
空巢老人。成立互助小组，并
组织协会会员定期到空巢老
人家，走访慰问特困空巢老
人，为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打
扫卫生、帮助做饭、陪同就
医，为老人排忧解难。同时，
以村人口学校为阵地，组织
空巢老人开展读书看报、文
娱活动，丰富空巢老人的精
神生活。“体会幸福、相伴幸
福”，生育关怀行动真真切切
地把幸福送到了百姓身边。

(金惠)

计生先锋

时讯快递

县域专题：高唐“计生家庭幸福生活”

专辑：生育关怀，起航幸福

信息培训入脑 演讲比赛入心
——— 开发区夯实计生工作基础

基层动态

嘉明经济开发区

做群众的知心人
嘉明经济开发区要求全

体干部职工发扬走群众路
线，为人民服务的作风，身在

基层、心在基层、学在基层，
行在基层，以实际行动做群
众的知心人。

“两非”聚焦

“生育传承希望，关怀相
伴和谐”,是“生育关怀行动”
的标志性口号，作为造福于计
划生育家庭的社会公益性活
动，近年，高唐县赵寨子镇计
生协会通过计划生育“三结
合”、“幸福工程”等项目的实
施，带动计生家庭脱贫致富。

该镇计生协会以办好
事、办实事、立足群众生活需
求为服务标准，出动各村的
会员之家、会员小组等组织
成员，利用人口文化大院、婚
育文化一条街等文化阵地，
普及新型婚育文化知识和生
育关怀内容，并将其融入春
节元宵节、“5 .29”、“9 .25”等
重大节日和计划生育纪念日
的社会文化活动，通过发放
宣传单、出动宣传车、播放广
播、出板报等多种形式，为群
众送健康、送知识、送信息、

送技术、送温暖；通过社会公
益活动，动员社会各界为计
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捐款、
捐物，先后为计生家庭优先
解决危房改造资金，优先安排
沼气水窖项目，另外，教育部
门及时落实升学加分，联合妇
联、民政部门开展“生育关怀?
助学行动”，对中小学的特殊
困难学生家庭进行慰问，并发
放现金补贴日常生活。多种关
怀项目的落实实施，使计划生
育家庭切实体会到生育关怀
项目带来的的温暖。

目前，为把生育关怀希
望工程项目做大做强，该镇
深入研讨彰显本地特点，惠
及更多群众的惠民政策，生
育关怀行动恰如春风吹遍乡
村的角角落落，和谐幸福生
活正在农家大院里节节攀
升。 (高道文)

情暖夕阳红

近日，家住高唐县鱼丘
湖街道七星花园小区的管
效忠老人，心情格外高兴，
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这服务真到位，这些同志
们啥时候打电话啥时候到，
而且都经过培训，很规范，
比自己的子女还好呢。”

听到老人的话，邻里们
不明所以。听老人讲述了后
才知道，原来，老人是高唐
县“人口关爱—情暖夕阳
红”项目的第一批受益者。

管效忠老人，今年 70
岁，曾在新疆服役，是一名
退伍老军人，谈起以前在部
队时的经历，老人总显得那
么自豪。但为国家奉献了青
春的他，老年患上了糖尿
病，老伴也 69 岁，身体一直
不好。夫妇两人只有一个女
儿，平常工作忙，照顾老人
的时间有限，而两位老人由
于身体原因，很多家务活总
是不方便做。

街道社区的计生工作
人员在入户摸底登记的时
候了解到老人的情况后，向
上级部门填报了申请，老人
成为高唐县“人口关爱—情
暖夕阳红”项目的第一批受
益者。自去年 10 月份开始，
两位老人每人每个月可免

费享受三天共计二十四个
小时的家政服务，以前，老
人犯愁发难的拆洗被褥、擦
洗窗户等家务，现在一个电
话，就由家政公司全部解决
了，这样的服务，老人当然
赞不绝口。

说到家政服务，67 岁的
怡园小区居民计生户王大
爷感触颇深。“我长年患有
高血压，在家也干不动活，
家里卫生是乱糟糟的。自打
社区给俺发了这小卡片，一
个电话打过去，用不了几分
钟，家政人员就上门来了，
方便、省时、不花钱。卡片上
面注明社区工作人员和家
政服务公司的电话号码,背
面则印有通俗易懂的防盗、
防火知识，真是贴心实用。
像两位老人一样，鱼丘湖街
道将辖区内的机关、企事业
单位中，独生子女户、双女
户空巢家庭 6 5 岁以上老
人，计生特殊家庭 60 岁以
上老人都纳入了 “人口关
爱-情暖夕阳红”项目的范
围，享受关爱服务项目。

老人得到照顾，孩子安
心工作，生活质量提高了，

“服务到身边，快乐享晚年”
“人口关爱”，真情暖，夕阳
红。 (许红)

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
关心群众。一是心中时时有
群众。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
民，始终把群众的安居乐业，
平安健康放在心中最高位
置，廉洁勤政。二是真心实意
帮群众。根据群众的需求，为
群众提供政策、技术、劳务输

出等信息服务。为基层多做
看得见的实事，三是一颗公
心为群众。坚持秉公用权，民
主用权，阳光用权，带头执行
民主集中制，做团结干事的
表率、民主决策的表率、依法
办事的表率。

(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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