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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召開會議提出，為進一步優化生育政
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
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此後，相關話題持
續受到關注。尤其是最新統計數據表
明，2021年全國人口淨增48萬人，再
創新低。如何完善配套措施鼓勵生育顯
得迫在眉睫。

「育兒假不夠」 「多辦一些託兒
所」 「希望有育兒補貼」 ……記者採訪
發現，民眾十分關注 「三孩」 政策，也
希望在假期、教育資源和福利補貼方面
出台更多的優惠措施。北京大學人口研
究所教授穆光宗表示，人口出生率下降
是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沒人幫忙帶孩
子，是不少家庭 「不想生、不敢生」 的
重要原因之一。 「三孩」 政策是鼓勵和
包容生育的一個信號，但效果如何根本
上取決於配套措施能否跟進和落實。

社區為本 發展普惠託育
記者從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會

獲悉，民進中央擬向全國政協十三屆五
次會議提交《關於加快發展普惠託育服
務，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的提案》。民
進中央副主席王剛表示，伴隨 「三孩」
政策的落地，多部門陸續出台了支持
「三孩」 生育政策發展普惠託育服務的
政策文件，但託育服務供給和需求之間
矛盾仍顯突出。在提案中，民進中央將
重點強調，要加強政策配套，強化規劃
和政策引領，集中衞健、教育、市場、
民政等部門共同參與研究、制定託育服
務發展規劃，納入公共服務體系，在用
地、用人、配套、管理等方面予以政策
支撐。同時，以社區為依託，多元化參
與，大力發展普惠性託育服務。還要引
導鼓勵用人單位參與託育服務體系建
設，緩解生育女性職業發展矛盾。

關於 「雙減（即進一步減輕義務教
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
擔）」 政策，教育部副部長宋德民日前
表示，去年兩會期間，代表委員提出有
關 「減負」 「校外培訓治理」 的建議提
案多達數十件，全國人大將 「推動治理

規範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
列為重點督辦建議。隨後，教育
部將 「雙減」 作為部黨組和教育督導
「雙一號工程」 ，及時處置暑期培

訓、隱形變異培訓、 「暴
雷」 「冒煙」 機構等突
出問題，全面完成
「營轉非」 「備改

審」 和出台政府指
導價工作，大力
推進校內提質
減負。

去年年
底， 「雙減」
已取得大幅壓減
義務教育階段學科
類培訓的階段性成
果。截至2021年底，
學科類培訓線下與線上
機構壓減率分別為91.45%
和87.07%。在2022年工作要點中，
教育部明確將繼續深入推進 「雙
減」 。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
丙奇表示， 「雙減」 能否真正
落到實處，根源還是要啃下
中高考改革這塊 「硬骨
頭」 。不少家長也表示，當
孩子教育不能再以補課形式進
行時，會感到茫然失措，希望推
出更多後續政策，在減負的同時，
要提升校內教育質量。

保障資金 豐富課後服務
據了解，民進中央擬

向全國政協十三屆五次會
議提交黨派提案46件，其
中圍繞 「雙減」 背景
下減輕教師負擔、提
升中小學課後服務質
量等涉及教育領域提
案多達11件。《關於
「雙減」 政策背景下

中小學課後服務提質
增效的提案》提到，
目前在推進中小學課
後服務工作還存在課
後服務內容形式單
一、課後服務經費來
源單一、課後服務監
管體系缺乏系統性等
問題，建議豐富課後
服務內容、強化課後
服務資金保障、健全
科學的評價激勵機
制、推廣典型經驗做
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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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60歲及以
上 人 口 已 達 2.67
億，預計 「十四
五」 時期這一數字
突破3億，將從輕度
老齡化進入中度老
齡化階段。如何應
對老齡化社會？怎

樣為老年人提供更周全、貼心的服務？
多位代表委員將在今年兩會期間，為養
老發聲。他們倡導加強社區居家養老服
務，建立社區適老性評估體系，發展普
惠養老服務，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

民進中央通過調研發現，當前，發
展社區嵌入式養老服務還存在欠缺工作
統籌和指導；普及程度不足，具體模式
有待探索；政策支持尚不明確等問題。

對此，民進中央將提交《關於發展社區
嵌入式養老服務 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
的提案》，建議加強規劃和工作統籌。
同時，要健全社區與機構的協作機制，
明確雙方權責；發揮社區平台作用，整
合養老服務資源。

「養老金融」 指社會成員就各種養
老需求所進行的金融活動。民進中央建
議，打造區域養老服務綜合體，並加強
社區醫療資源和養老資源充分融合，打
造能快速響應老人需求的社區 「養老微
機構」 。同時，健全養老服務評價體
系，試行養老機構信用分級制度，建立
養老服務從業人員職業檔案，加強養老
服務風險底線管控。

全國政協委員彭靜表示，近年來內
地針對老年人居家社區養老出台了大量

頂層設計和公共政策，體現了黨和政府
對老年人的關愛。

但目前政策層面的 「適老化改造」
以物質條件改善為主，側重於居家環
境、小區環境、公共空間環境等 「硬件
層面」 ，對 「社會支持、人文關懷、文
化營造」 等軟環境涉及較少，有待提
高。彭靜建議，盡快研究制定全
國社區適老性評價標準和
評估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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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課堂 保證質量

北京家長楊女士
我平時比較在意對孩子學習能

力、興趣等方面的培養。 「雙減」
雖然可以減輕孩子負擔，但是教育
方面不能落下，希望學校的教育能
進一步提質增效。課後沒有補
習班了，那麼課堂上的質量
要保證，畢竟以後孩子
還要參加高考的。

民眾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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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養老抑或金融養老？

「二胎成常態，三孩受熱捧，但
優勢教育資源集中的弊端卻並未解
決。」 面對熱度持續不減的 「三
孩」 和 「雙減」 話題，去年遭受
「重創」 的西安教培機構負責人張
平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由於教
育資源不均衡而引發的家長焦慮和
「雞娃」 現象，不僅曾一度讓教培
機構背離 「學校教育的有益補充
者」 這一宗旨，同時也讓現在的很
多年輕父母焦慮依然。

張平告訴記者，創業初期，他和團隊一
直夢想着做學校教育的最好補充，但 「擇校
熱」 「唯分論」 ，還有無數家長希望短時間提
高孩子成績的迫切心情，讓教培機構無形中朝
着學科教育的路子越跑越猛。 「說到底還是優
勢教育資源過於集中，家長們都不希望讓孩子
輸在起跑線上，千方百計想擠入那僅有的幾所所
謂的 『名校』 。」 張平說，大家都在講教育公
平，但長久以來形成的歷史遺留問題，卻很難做
到絕對的公平。張平表示，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

題，需要很多機構和決策者狠下決心。
全國兩會前夕，多位在陝全國人大代表和住陝全

國政協委員也聚焦教育問題。代表和委員們表示，學校
擔負着教書育人的核心任務，但目前還存在區域差異大，

城鄉差異大，師資、學校設施等不匹配和不均衡等問題。所
以必須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各地都應該積極推進區域內優質學校

和薄弱學校之間的合作和交流制度，整合教師培訓資源，進行均衡
配置，並採取 「引進來」 「走出去」 雙管齊下方式，讓各個學校和學生

都公平享受優質資源和教育。 大公報記者 李陽波

確保教育公平有多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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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 32.0%7.
鄉村振興 29.1%8.
健康中國 27.3%9.
全過程人民民主 25.8%10.

依法治國 64.8%1.
2022年全國兩會調查10大熱詞

從嚴治黨 63.4%2.
社會保障 52.1%3.

社會治理 45.5%4.
國家安全 37.5%5.
科技創新 33.8%6.

資料來源：人民網

三孩何時見成效？
2021年，國家調整政策，開放 「三

孩」 。然而，雖有輿論提倡、政策鼓勵，
但年輕人生育意願依然不強烈。如何落實
好國家生育政策，改變一些育齡夫婦不想
生、不敢生的現象？對此，全國人大代表

及政協委員紛紛建言獻策，希望能通過將3歲以下
嬰幼兒照護費納入個稅專項附加扣除、延長生育
假期及陪產假期、加快發展普惠託育服務等措

施，讓 「三孩」 政策真正 「見效」 。
為降低生育養育負擔，保障 「三孩」 政策落

地，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婦聯將提交《關於完
善個人所得稅制度減輕家庭養育負擔 促進新的生育
政策落地的建議》，建議將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費用
納入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進一步優化完善子女

教育專項附加扣除制度，充分發揮稅收
對於促進新生育政策落地

的積極作用。
據內地媒體報

道，全國人大代
表張兆安在

調研中發現，影響 「三孩」 政策落地的因素有很多，
比如婚育生育養育觀念的改變、養育子女的成本逐年
抬升、父母難以平衡家庭與工作的關係，等等。據
此，今年全國兩會，他將提交關於完善配套體系、促
進 「三孩」 政策落地的建議，如推出生育獎勵，加大
減稅力度，給予各類補貼，實施優待政策等。

全國人大代表盧馨建議，適當提高個人所得稅專
項附加扣除額，適當延長男性育兒假並建立靈活的休
假制度，有條件的單位針對本單位女職工0-3歲的幼
兒建立託育場所。她認為，適當延長男性陪產育兒假
並實施靈活休假，是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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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5 月 25
日，河北省邢台市
南和區三思鎮
衞生院醫養中
心醫務人員為
老人測量
血壓。
新華社

上海家長樊先生
雖然我很喜歡孩子，但

暫時不打算生二孩。要說原因首
先是經濟壓力。老人年紀大了，不

能再幫忙帶孩子。若生二孩就只能請
保姆帶，算了一下每個月要支付五
六千元的薪水。希望相關部門能
開放更多公立託管班，讓不
足3歲的孩子有地方全天
託管，解除上班族的
後顧之憂。

公立託管 安心上班

江蘇家長劉女士
我有兩個女兒，一個初

三一個即將上小學。 「雙
減」 減輕了家長們的經濟負
擔，作為一名初三學生家
長，我讓大女兒保持着高
強度的學習應對即將到
來的中考。希望學
校作相應改進，
組織課後培訓
班，助孩子全
面發展。

江蘇二孩媽媽龔女士
全家都非常喜歡小朋友，

所以決定生二孩。兩個兒子都在上
小學，各項費用和精神陪伴都是雙

倍。我們倆口子都要工作，產假又短，沒
時間帶孩子，只好讓老人幫忙接送照
看孩子，節省保姆費。至於三孩，
除非產假延長至兩年，提高生
育補貼，我才會考慮是否
要再生。

三
孩雙
減

▲小朋友用廢棄瓶子製作彩繪花瓶。
新華社

大公報記者
江鑫嫻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