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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省政协专门委员会第 2023Z1 号提案建议的答复 

吉卫复议字〔2023〕53号 

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贵委在省政协专门委员会提案中提出的《关于我省少子老龄化问题的建

议》收悉，感谢贵委对我省人口相关问题的关心和关注。经认真研究办理，现

针对加快完善积极生育政策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建议答复如下： 
一、提案建议工作推进情况 

（一）在生育政策实施方面。我省采取优化流程、简化程序、细化任务等

方式，及时修改了《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在全国第一个完成了地方

性法规修改工作，比国家要求提前一个月完成任务。一是实施宽松生育政策。

放宽再婚夫妻生育政策（再婚夫妻再婚前生育的子女不合并计算），就是再婚

夫妻无论再婚前生育几个子女，再婚后均可生育三个子女；放宽边境县生育政

策，就是一方户籍在边境县并在边境县居住的夫妻可以生育四个子女。二是明

确相关制度措施。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育儿补贴制度，落实婚假、产

假、护理假、育儿假，完善促进生育的配套支持措施写入《条例》，保证各地

出台配套措施有法可依。三是清理废止处罚规定。全省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累计清理废止涉及计划生育内容法规、规范性文件共 85 件，其中省本级清理废

止规范性文件 26 件，市（县、区）59 件。将入户、入学、入职等与个人生育
情况全面脱钩。 

（二）在配套支持措施方面。一是修订完善产假制度。将按政策生育的女

职工产假在国家 98 天产假基础上增至 180 天，男方护理假在 15 天基础上增至

25 天。二是制定生育支持举措。省委、省政府印发《吉林省优化生育政策促进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明确 7个方面 36 条生育相关支持措施。指导各

地制定出台贯彻落实工作方案及《“一老一小”整体解决方案》，确保优化生

育政策落地。三是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印发《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在

实施中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开展优化生育政策宣传工作实施方案》等文

件，规范政策执行标准，部署政策宣传工作。2022 年、2023 年利用 7·11 世界

人口日在长春市、吉林市开展优化生育政策宣传活动，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

境。 

（三）在妇幼健康服务方面。一是落实母婴安全制度。印发《吉林省母婴

安全行动提升计划(2021-2025 年)实施方案》，巩固落实母婴安全五项制度，

对高危孕产妇专人专案、全程管理、集中救治，建立助产机构、急救中心和血

站联动机制，并通过医联体对口支援等方式提升农村危重孕产妇、新生儿救治



能力。二是提升母婴救治能力。实现市、县两级均设置 1 所政府主办的标准化

妇幼保健机构，不断强化危重孕产妇救治与新生儿救治能力，适应群众不断提

升的生育服务需求。三是推进母婴设施建设。将推进公共场所和用人单位母婴

室建设纳入 2021 年全省民生实事，目前我省公共场所和用人单位母婴室投入使

用 496 所，实现国家现行标准下母婴室建设全覆盖。 

（四）在托育服务发展方面。一是逐步完善政策规范。制定印发《吉林省

托育机构登记和备案实施细则》《吉林省托育机构管理办法》《吉林省托育机

构设置标准》《吉林省托育机构等级评定工作实施方案》等基础性文件，规范

全省托育服务政策体系。二是申报中央预算内投资。会同发改委积极向国家申

报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2020 年以来我省 14 家托育机构获得中央专项资金 324

3 万元。三是争取多渠道资本投入。各地政府积极投入并引进社会资本支持托
育服务机构建设，其中，大安市投入 1400 余万元依托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

心建成集“医、育、教”一体的公立综合性托育服务机构。梅河口市引进社会

资本 2000 万元，打造民营大型托育服务综合体，满足群众托育服务需求。截至

2023 年 6 月末，全省共有可提供托育服务的机构 1988 家，可为 3 岁以下婴幼
儿提供托位 8.98 万个，托位使用率 28.95%，千人口托位数达到 3.67 个，位居

全国前列。 

（五）在人口高质量发展方面。一是建立优化生育政策工作厅际联席会议

制度。贯彻落实国家和我省关于优化生育政策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统筹协调

优化生育政策工作，指导、督促、检查有关政策措施的落实。二是坚持人口与

健康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机制。继续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调整完善考核

指标，突出优化生育政策、人口高质量发展、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提升群

众生育意愿等内容指标，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三是建立人口政策评估机

制。根据我省实际情况，定期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政策落实效果开展评估，及时

发现、整改存在的问题，推动各地落实好人口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四是坚持

人口工作情况报告制度。坚持每年年初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上一年度人口工

作情况报告，实事求是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我省人口发展趋势和各项政策落
实情况以及好的经验做法，为党中央、国务院人口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二、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的几点打算 

（一）积极向国家卫生健康委提出顶层设计建议。针对目前生育政策及配

套支持措施实施效果，向国家卫生健康委提出全国“一盘棋”的配套支持措
施，如生育、照护、哺乳育儿等假期，明确假期企业的用工成本分担机制，减

轻企业发展压力；建立统一的生育补贴、托育补贴、住房补贴等经济补贴机

制，减轻家庭养育压力，切实提升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实施效果。 

（二）协调相关部门共同推动政策措施落地实施。加强与发改、人社、住

建、医保、妇联、工会等部门协调配合，开展相关工作调研，制定印发《吉林

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实施意见》，不断完善相关配套支持

措施，加强日常督导检查，确保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依法实施。 

（三）加强基层工作人员服务能力和相关政策培训。采取多种方式加强政

策宣传和政策解读，开展基层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培训，准确把握三孩生育政策

及配套支持措施，不断提升基层工作人员服务能力，推动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

措施精准实施。 

（四）积极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充分利用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和

“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平台，在“5·15 国际家庭日”“5.20 母乳喂养日”“7.



11 世界人口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广泛宣传调整完善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

长期均衡发展的各项重大举措，大力宣传正确婚恋、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性

别平等、关爱女性、生殖健康等知识，使宣传工作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

进医院、进社区，营造支持生育良好的社会氛围。 

特此致函。 

  

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 11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