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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病病找找关关系系

打算要二孩的只有15%
本报记者 陈玮

2015年山东省经济社会综合调查显示，男女两性的平均初婚年
龄为24 . 2岁。在50岁以下的受访者中，只有26 . 1%的人表示“将来打算
要孩子”，在已经有一个孩子的家庭中，还打算要孩子的比例只有
15%，总体生育意愿较低。调查显示，女性生育意愿明显低于男性，农
村居民明显低于城镇居民。生育意愿最高的为城镇男性，“将来打算
要孩子”的比例占39 . 2%。

山东社科院副院长袁红英介绍，在问卷设计和调查实施过程
中，“放开二孩政策还没有出台，但我们对省内育龄人群（20岁-50岁）
生育意愿的调查，可以为生育政策和其他辅助措施的调整提供参考
信息。”在城市，有继续生育意愿的“三口之家”或将不超过三成。由
此推测，在放开“二孩”生育之后，可能会带来短暂的生育小高峰，但
不会出现“婴儿潮”或人口大幅度攀升的现象。

同时，接近六成的育龄妇女明确表示在未来没有生育打算，这
一比例远高于男性。这反映了我省女性在生育和就业之间的两难处
境。“育龄人群缺乏生育意愿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经济条件不允
许’、‘没有时间精力’、‘没人带孩子’、‘年龄太大，有生育风险’等。
这些原因反映了他们的现实顾虑，需要有针对性地制定和推出相应
的政策措施。”袁红英说。

此外，数据显示，农村女性生育意愿最低，只有15 . 5%的人打算要
孩子。造成这种低生育意愿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年龄，30 . 6%的受访者
出于“年龄太大，有生育风险”而不打算要孩子，因为“经济条件不允
许”和“没有时间精力”的分别占22 . 6%和18 . 2%。袁红英介绍，从数据
来看，城市里的在职人群“二孩”生育意愿高于无业人群，而农村却
相反，只有12 . 8%的务工群体希望要“二孩”。这说明他们对生育存在
更多的顾虑，无法从经济上、时间上、精力上给子女的抚养和教育提
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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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了“独生证”的再生育
奖励不追回

不分孩次，产假增60天

省卫计委副主任袭燕作说明时表示，草案的修改主要围绕四方面内
容进行，分别是关于调整生育政策，落实全面两孩政策；关于调整完善奖
励与社会保障政策；关于生育管理与服务以及关于法律责任。

调整生育政策方面，草案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删除了晚
婚晚育的有关规定。此外，作为两孩政策的补充，规定符合法律和条
例规定条件的公民，经批准可以再生育子女，同时明确了再生育子女
的几种主要情形，主要包括病残儿、收养、再婚等六种情形。

草案调整完善了奖励与社会保障政策，首先增加了产假，“规定
符合法律和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不分孩次，除国家规定的产假
外，均增加产假六十日，并给予男方护理假七日”。增加的产假、护理
假，视为出勤，工资照发，福利待遇不变。

已领“独生证”夫妻继续享优待政策

对独生子女家庭，袭燕介绍，草案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
法”的原则，做好相关奖励扶助政策的衔接和调整完善，规定在国家
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
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或者符合
国家和省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夫妻，继续按规定享受各项
计划生育奖励优待政策。

其中，为了弥补城镇部分人员无法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的政
策空白，增加规定了独生子女父母为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以外
城镇其他居民的，由县（市、区）政府参照农村居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
扶助制度给予奖励扶助。

对于已经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再生育的，收回光荣证，
停止各种优待，删除了“追回领取的各种奖励”的规定。

草案将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领取年限延长至子女年满十八周
岁，此前规定为十四周岁。

1月20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举行第一
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了省政府关于《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的说明。会议将对
该草案进行审议表决。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李钢

男性比女性更爱“找后门”
山东社科院打造的全省

省 情 数 据 库 ，组 织 开 展 了
2015山东省经济社会综合调
查，调查对象是全省范围内居
住在家庭户内的18周岁以上
的全体城乡居民，共抽取样本
3000个，有效回收问卷2967
份。

调查显示，66 . 3%的受访
者在“看病就医”时会找人帮
忙，在“求职找工作或自主创
业”及“孩子入园、入学、升学”
时找人帮忙的分别占38 . 75%
和37 . 55%，“买车、买房”，“找
对象、结婚”，“打官司”和“贷

款”时找人帮忙的人也均占三
成以上。城镇居民最经常找人
帮忙的事情是“看病就医”，占
了68 . 4%，“孩子入园、入学、
升学”和“求职找工作或自主
创业”也占到了四成多，但在
农村，“找对象、结婚”时找人
帮忙的占38 . 1%，仅次于看病
就医，“求职找工作或自主创
业”找人帮忙的占35 . 8%，居
第三位。

据山东社科院副院长袁
红英介绍，在生活中，人们面
临看病就医、孩子入学、赡养
老人等诸多难题，50%的居民

遇到医药费用高的问题，23%
的居民遇到孩子入园、入学与
升学方面的障碍，对食品药品
安全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占
比为53%。这或许在一定程度
上促使居民“走后门”解决困
难。

此外，男性比女性更爱
“走后门”，根据调查，除了在
“买车、买房”找人帮忙的比
例略低于女性外，男性在问卷
所设计的其他9项事务中找人
帮忙的比例均高于女性，可
见，男性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比
女性更注重使用人情关系。

为给老婆看病，“找到”了30年没联系的同学
“你认识齐鲁医院的杨其

峰主任吗？”“你在齐鲁医院有
熟人吗？”……为了能找个熟
人，安心给妻子看病，家住菏泽
的崔向海可谓找遍了所有能找
到的关系，“最后找到了一个小
学同学，得有30年没联系了，说
是在齐鲁医院工作，最后请他
帮忙约了个号。”

崔向海告诉记者，他妻子
今年 4 2岁，在体检中检出乳
腺有肿瘤，“当时一听心里非
常担心，害怕是癌症，就想着
到济南大医院找权威专家给

看看。我们当地的医生建议手
术，当地也能做，可我们还是
觉得找名专家看看放心，如果
确实要手术，也想找大医院的
专家。”

“可是到大医院，不找关
系又怕看不上，想着能找个熟
人打个招呼，大夫会更上心一
些。”从打算到齐鲁医院看病
开始，崔向海就开始搜肠刮肚
地找关系，“找了很多在济南
工作的老乡，但没有和医生熟
悉的，最后经过好几个人介绍
了好几层关系，才联系上了一

个在齐鲁医院工作的小学同
学。”

崔如海说，虽然算联系上
了一个“熟人”，但我那个同学
好像和杨主任也说不上话，“有
总比没有强，他帮我们约上了
号。”崔先生尽管心里并不能确
定找个关系能起多大作用，但
他还是非常想找个关系，“心里
总觉得不找关系，大夫不给好
好看，而且现在大医院名大夫
的号不好挂，病床也紧张，要是
能找到管用的关系，当然会好
办事。”

“那么多打招呼的，多么照顾也不现实”
记者曾接触过很多从外地

来济南就医的患者，其中很多
人总试图找个关系，然后再就
诊。“我们从外地来，到了济南
人生地不熟，能找个关系当然
好。”来自东营的孙先生前几天
到济南看病，也是到处托关系，

“当然，我来看了很多次病，觉
得托关系和不托关系差别不
大，也可能是因为我找的关系
不够硬。”

“我们医生经常会收到各种
‘招呼’，其实说实话，打不打招

呼没什么差别，不管打不打招
呼，我们肯定也是想把病人看
好，而且那么多打招呼的，要多
么照顾也不现实。”省城一家大
医院的专家表示。

有专家表示，不仅是在孩
子上学、看病等问题，居民当遇
到与法律相关问题时，如合同
争端、违法指控、交通肇事等，
首先不是分析自己的行为在法
律上是否站得住脚，而是习惯
性地看相关部门是否有熟人，
然后托门子、找关系，请客送礼

说情，打官司就是打“关系”。
关系思维不但败坏社会风

气，也是造成腐败的一个主要
诱因，法治权威会受到侵蚀。摒
弃关系思维，需要从多方面入
手。除了老百姓自身素质提高，
还需要程序与制度公正，比如
济南教育部门推出的“零择
校”、“零择班”等政策，让“条子
生”无所遁形。当然，也需要领
导干部、执法司法者提高依法
办事程度，缩小老百姓找关系
的余地。

山东人最爱在哪些方面有人情往来？有多少家庭想生“二孩”？20日，山东社会科学
院召开2015山东省经济社会综合调查成果发布会，公布了答案。结果显示，男性比女性
更爱找关系，在就医时，竟有六成多受访者选择找人帮忙。

本报记者 陈玮 李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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