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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s i o n
调 查

抓行风建设
树计生形象

近年来，沁阳市人口计生委强化政风行风建设,
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基层，全面服务群众，不断提
高育龄群众的满意度,树立了人口计生的良好形象。

把政风行风建设工作列为全年工作的重中之
重，明确责任，狠抓落实。该委成立了以人口计生
委主任为组长、班子成员为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
为成员的机关政风行风建设领导小组，围绕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广泛开展“开门评
计生”征求群众意见活动,先后组织了农民兄弟姐妹
评计生、流动人口评计生、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评计
生、计生服务对象和评议代表评计生等评议活动50
多次；市乡两级分别聘请近40名市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等为人口计生系统政风行风评议监督员,组织政
风行风监督员深入全市各村街，采取入户请群众评
议、召开群众代表召开座谈会等形式，面对面征求
群众意见和建议，并及时给予反馈。

在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建设工作中，该委以开展
群众满意的重点科室创建活动为重点，确定了有关
科室为重点评议科室，并严格按照评议方案的要
求，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

把创建满意站所作为政风行风建设的重要工作
去做，精心打造群众满意窗口。该委进一步完善了
计划生育便民大厅和乡所设施、功能,将公开承诺书
悬挂在明显位置，接受群众的监督；乡、村两级建
立健全计划生育政务公开栏,使服务项目、计生政策
一目了然。

开展了创建全市“优秀领导班子”活动。该委
以优秀的领导班子带动优秀机关、优秀干部队伍创
建，坚持每两周深入基层召开一次“破题”座谈
会，组织一次观摩评比活动，举办一场点评会，深
入开展行风作风“互查、互比、互学、互看”活
动。

积极开展计生服务，提高群众的满意度。该委
组织沁阳市计生服务站技术人员下乡免费为育龄妇
女进行妇科病普查普治，目前已为1200余名育龄妇
女进行免费体检；组织人员到企业宣传计生知识和
法律法规，为 800 多名企业女职工开展了妇女病普
查普治活动，免费发放避孕药具 1000 多盒；在乡、
村两级建立26支计划生育便民服务队，为空巢老人
家庭、留守儿童家庭、奖励扶助家庭、特别扶助家
庭、手术并发症对象五类家庭提供菜单式服务，分
类实施代理、康检、帮扶、关爱、亲情、咨询、投
诉受理、首问、法律、更年期保健十项服务。活动
开展以来，该委共发放便民服务卡10万余份，实施
各项服务7000余次，服务群众8万余人次。

王中贺
本期内容将于3月6日19时在焦作广播电视台

生活频道《人口 社会 家庭》栏目中播出

人口 社会 家庭本报讯 春节期间，孟州市化工镇
中化村的方天天遇到了两件高兴事。一
是，在广东打工的爸爸和妈妈回家陪他
过年了；二是，她从镇计生办领到了
480元的助学金。

近年来，孟州市把关爱计生家庭留
守儿童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措施，积极与
各职能部门协调，通过关爱行动，为留
守儿童生活、学习、成长营造一个良好
的社会环境。

出台爱心助学政策。该市出台了
《孟州市计划生育家庭留守儿童助学金管
理办法》，对符合条件的农村家庭留守儿
童，男孩每人每年 480 元，女孩每人每
年给予600 元的助学补贴。2014 年，全
市共为留守儿童发放助学补贴 1076 人
次，金额达19.2万元。

实施结对帮扶行动。为解决留守儿

童在生活、学习和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该市在全市计生干部中开展了“代
理爸爸、妈妈”活动。计生干部与留守
儿童结成了帮扶对子，定期与留守女童
家庭、学校进行联系，帮助其解决生
活、学习上的困难，给予其亲情般的关
爱。目前，全市有 200 余名计生干部成
为留守女童的“亲情家长”。

开展志愿服务行动。该市组织科
技、文化、卫生、青少年教育等方面有
一技之长，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社会人
士组成了志愿者服务队，帮计生家庭助
留守儿童及其家庭解决在生产、生活中
的困难。该市为留守儿童建立了健康档
案，对其进行免费健康检查。目前，该
市已为 159 名计生家庭留守儿童建立了
健康档案，累计服务60余次，服务人数
2000余人次。 （李丽）

孟州：真情关爱留守儿童

本报讯 连日来，武陟县以建设人
口均衡发展社会为切入点，积极开展了
以服务为主题的系列宣传活动，传播了
婚育新风，营造了良好的宣传氛围。

该县借助群众赶庙会等时机，将新
《条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
等人口计生法律法规宣传有机融入到文
艺汇演、才艺展示、游行踩街等宣传活
动中。各乡镇也结合实际，多形式、多
渠道向群众宣传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内
容。龙源街道聘请20名群众代表做宣传
员，利用集市将印制的《河南省人口和计
划生育条例宣传读本》发放到群众手中。
谢旗营镇则结合节前慰问把新《条例》编
成问卷入户发放，动员群众参与。

该县利用双节期间育龄群众在家欢
度新春的有利时机，组织医务技术人员
和村计生管理员深入到户，对持证育龄
群众开展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宣

传。通过发放宣传页、面对面讲解等方
式，提高了群众对健康检查项目的了解
程度，充分调动了待孕夫妻参加检查的
积极性。截至目前，共有 506 对待孕夫
妻参加了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该县组织计生干部深入乡村社区，
将春联、年画、年历等宣传品送入返乡
流动人口、新婚夫妇、孕产妇、困难群
众等家中，并为困难计生家庭送去过年
生活物资。

该县人口计生委与县农业局等部门
结合，在全县开展麦田管理“把脉开
方”服务活动，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按
照现场会诊、开出药方、发放明白纸等
程序，指导计生家庭和特殊家庭做好病
虫害防治及抗旱、防冻、保墒等麦田管
理。

（王飞飞）

武陟：计生宣传形式多样

本报讯 连日来，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计生委抓住春节、
元宵节前后流动人口集中返乡
的有利时机，为他们提供真情
服务，让他们感受到家乡计生
优质服务带来的温暖。

多形式宣传。该区各乡镇
（街道） 采取出动宣传车、入
户宣传、发放宣传品、咨询服
务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引
导返乡流动人口树立科学、文
明、进步的婚育观念，并将生
殖健康、优生优育、避孕节育
等知识宣传册送到育龄群众手
中。

多角度服务。举办各类人
口计生知识培训班6次，公布
各级维权电话7次，面对面为
228 名流出返乡人口提供政策
宣传，提高流出群众对人口计
生法规政策的知晓率；对返乡
流动人口进行6次免费的就业
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一技
之长；免费为68名返乡育龄妇
女开展生殖健康普查；成立 6
支帮扶小组，开展对口帮扶困
难计生家庭、流动人口家庭等
系列帮扶慰问活动。主动开展
预约服务，工作人员上门为其
查验办理、换发《流动人口婚

育证明》，查验和换发共计200
份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多方位清查。认真开展流
动人口清理清查登记工作，各
社区牵头组织，采取分片包干
的办法，逐村、逐街、逐户进
行上门普查和信息采集，确保

“村不漏街，街不漏户，户不
漏人，人不漏项”，准确及时
掌握流动人口的婚育情况及再
流动信息，力求做到摸清底
数、了解实情、掌握流向。并
将清理清查的流动人口信息及
时录入信息管理系统，实行网
上管理。 （黄小浩）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情暖返乡流动人口

本报讯 春节期间，博爱县磨头镇
利用流动人口返乡的有利时机，积极开
展“三送服务月”活动，营造欢乐祥和
的节日气氛，提升流动人口计生均等化
服务水平。

送政策。在流动人口集中的汽车
站、乡村集市、购物超市、街道等公共
场所，采取悬挂横幅、书写墙体标语、
送春联、发慰问信和宣传品等形式，加
大流动人口计生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
宣传力度。组织计生专干深入返乡流动
人口家中，与他们面对面谈心，了解其
在外生产、工作、生活情况，宣传办理

生育证、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的程序、免
费服务内容、单独二孩政策等。

送服务。针对返乡流动人口，组织
计生技术服务人员集中开展生殖健康服
务和免费计生技术服务，为准备怀孕的
夫妇提供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
举办孕前优生培训班，提高育龄群众
的知晓率和参与率。

送药具。积极组织开展避孕药具
“零距离”发放服务，将药具及时发放到
群众手中。同时，开展“面对面”讲解
计生药具知识，让育龄群众知晓避孕节
育知识。 （尚永和 刘春霞）

磨头镇：开展计生“三送服务月”活动

⬆春节期间，山阳区人口计生委、计生协开展困难
计生家庭春节慰问活动，为辖区困难群众送上新春的祝
福，以及大米、食用油、春联等慰问品，并为困难家庭
送去慰问金1000元，为失独家庭送去慰问金1万元。此
次活动，该区共慰问困难计生家庭120户，发放慰问金
16万元。 樊家富 摄

⬅春节期间，温县人
口计生委开展了春节送温
暖慰问活动，组织工作人
员深入到全县各乡镇计生
困难家庭、贫困母亲和失
独家庭，为他们送上了节
日生活必需品及慰问金。
此次慰问活动累计慰问计
生家庭258户、送去慰问
品及慰问金共计人民币
12万余元。

王彩丽 朱宝军 摄

⬆在三八妇女节即将到来之
际，解放区民生街道计生办和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结合，为辖区育
龄妇女提供量血压、B 超检查、
乳腺检查等服务，受到育龄妇女
欢迎。图为医务人员为育龄妇女
量血压。 王中贺 摄

民俗专家：

元宵节曾是
中国“情人节”“求子节”

据新华社电 元宵佳节将至，不少城市的大街小巷挂满了
各色花灯，农村各种社火、秧歌表演热火朝天。

民俗专家表示，在我国历史上，元宵节是未婚男女一年中
为数不多的见面时间，因此有很多“情人节”的特征。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民俗学家萧放表示，在我国众多传统
节日中，元宵节稍显另类，主要娱乐项目都在夜间举行。这与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习俗恰恰相反，平时“大门不
出、二门不迈”的未婚女性有机会走出家门，也多了与情人邂
逅的机会。

新加坡国立大学文理学院中国籍学者贺晏然告诉记者，中
国古代留下了大量描写青年男女在元宵之夜相恋、相思的诗
词，如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文豪欧阳修曾留下“月
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名句。豪放派词人辛弃疾写到元宵
夜时，笔触也变得纤细柔和：“凤箫声动，玉壶光转”的喧闹
过后，“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据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陈连山研究，在古代，元宵节也
有“求子”即祈求生育的习俗，原因之一是花灯的“灯”谐音

“丁”，即子嗣。而在有些地区，作为食物的元宵也被赋予了
“求子”的象征意义，妇女甚至通过观察煮元宵时的火候来占
卜生育。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社会生活方式变迁，元宵节原有
的“情人节”“求子节”等特征逐渐淡去，但人们对婚姻幸
福、家庭美满的期待却没有改变。

“其实在现代社会，我们比以往更需要、更渴望家庭的温
情，元宵节满足了千千万万家庭追求团圆、追求美满的心理诉
求，这大概正是元宵节长盛不衰、历久弥新的原因吧。”贺晏
然说。

春节期间，《一位博士生的返
乡笔记》 在社交媒体爆红，博士
发出“知识在乡村显得无力”的
嗟叹，也引起了社会上的大讨
论。

从“读书无用论”到“知识无
力感”，折射了当下年轻人特别是
农村学子的种种困惑和迷茫，而为
何越来越多跳出“农门”的学子，
怀着“乡愁”，却又对回到家乡

“望而却步”？两会期间，在代表委
员中也引起了关于“知识无力感”
的讨论。

从“读书无用论”到
“知识无力感”，为什么？

在“知识无力感”之前，早有
“读书无用论”之说，且在农村的
呼声更为强烈。

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贵州省
贵阳市乌当区新堡乡王岗村党支部
书记花全告诉记者，王岗村是一个
布依族村寨，近年来，只有2名大
学生返回农村工作。而现在，仅剩
一人还在坚持。

“这名大学生是从幼师毕业后
回来的，现在村里负责社会保障工
作。工资太低，专业不对口，我很
担心哪一天她也会辞职。”花全一
脸无奈。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
丙奇认为，“知识无力感”更准确
地反映当前大多数农村年轻人对知
识的态度。在大众教育的今天，中
国 18~22 岁的同龄学生中，已有
34.5%的可以上大学，但不少农村
大学生读完大学后，在城市里并没
有获得体面工作、回乡也没有衣锦
还乡感，甚至不如他们那些没考上
大学的同龄人混得好，这就导致从
表面上看读书、知识似乎无用和无
力。

不少代表委员指出，无论是
“读书无用论”还是“知识无力
感”都是一种在致富饥渴面前
的 短 视 ， 虽 经 不 起 历 史 的 推
敲，但在一些历史时期有其生长
的土壤。

“知识无法做到马上换取等量
的财富，但知识会在人生在长跑
中成为走向成功最重的砝码。”全
国人大代表、天津农学院院长邢
克智认为，感到“知识无力”，只
是博士回到家乡，与同龄人对比
后的一种暂时的失落。然而，能
改变命运、让知识“给力”的，
起止一份“文凭”这么简单？大
学教育所赋予的能力和素质的培
养，加上实践与个人的努力，长
远来看，获得知识的人才是最“有
力”的。

是知识“无力”，还是农
村“无力”引来有知识的人？

一直以来，受传统城乡二元结
构的影响，大量的农村青年考上大
学后，却不甘于回到乡村工作，跳
出“农门”成了大多数农村学子的
人生追求。

河北大学青年发展研究中心
2010 年曾开展一项关于“农村籍
大学生就业意向”的调查，成功访
问了北京、江苏、河南、河北等地
15 所高校约 500 名农村籍大学生。
结果显示，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
籍大学毕业生中，93.8%的人把城
市作为首选工作地点，不足 7%的
人首选愿意回到县城、城镇或农村
工作，而明确表示愿意在农村就业

的不足2.6%。
农村条件艰苦、待遇低，加之

高校扩招以来，就业压力加剧，农
村人才匮乏的局面愈演愈烈。

对此，有学者提出，“知识无
力感”的困惑在于学无所用，只有
打破当下以升学为主的教育模式，
才能真正让知识“给力”起来。

农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知识来
建设和服务农村？长期在农村有调
研经验的邢克智代表认为，方方面
面知识都需要，特别是与农村经济
紧密相关的种养殖业、食品加工
业，以及社会管理方面。“有专业
又懂农村，才是农村最亟须的人
才。”邢克智说。

“从王岗村的实际来看，现在
特别需要懂农村经济和社会管理的
大学生，但多年来一直引不进

来。”花全代表向记者介绍，“在贵
阳当个保安都一个月 2000 多元，
谁又肯来偏远乡镇挣 1000 多元
呢？要提高农村对人才的吸引力，
关键还得提高人才待遇。”

专业对口的“知识”回
乡创业，成功便是“分分钟”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广西主委
钱学明认为，不能狭义地说，农村
出来的大学生就一定要回到家乡，
但具有与农村发展相关知识背景的
大学生，特别是有科研能力的硕士、
博士生，如果肯于回乡创业，将知识
用在家乡土地的建设上，极而言之，

“成功将是‘分分钟’的事”！
“农村出身的大学生大多数都

有报效家乡的意愿，但又不甘心一
辈子再回农村生活。如果国家给予
合适的鼓励政策和出路，他们是乐
于回到农村创业的。”邢克智早在
十年前的两会上就曾提出，国家可
通过政策保障，鼓励大学生毕业后
到农村任职，工资待遇可参照或略
高于公务员的标准执行，由国家财
政支出等相关建议。

采访中，多位代表委员还提
出，除了体制改革和政策扶植外，
观念的引导也尤为重要。

“知识是不会‘无力’的，关键看
个人的后期努力。高校要加强引导
大学生摒弃升官发财的世俗成功
观，大学生自己也要脚踏实地做好
职业规划，心无旁骛地把注意力聚
焦到个人奋斗上。”钱学明委员说。

“从农学院毕业、带领农民种
植蓝莓获得成功的大学生村官杨代
显，就是大学生到农村创业的优秀
代表。把知识与实践相结合，不懈
奋斗，农村学子仍可以走出一片属
于自己的天空。”邢克智说。

（新华社3月4日电）

乡愁里，为何他们感觉知识“无力”？
——代表委员热议农村学子的“知识无力感”

新华社记者 姜 潇 胡 星 彭 卓

元宵节临近，山东省枣庄市一民间艺人利用废旧易拉罐，手
工制作低碳环保的“易拉花灯”，别具一格。 (据新华社)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