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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8月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

过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的决定以来，各地相继启动地方

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改工作，

密集出台鼓励生育措施。据不

完全统计，截至11月28日，已

有20多个省份完成修法或启动

修法，其中延长产假、增设育儿

假、发补贴成为高频词。

多地延长产假60天

根据国务院制定的《女职工劳

动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产假为98

天。“新华视点”记者梳理发现，相较

于“全面二孩”时期，此轮多地修改

的条例绝大部分都进一步延长了产

假，多为增加60天。
育儿假也是一个新亮点。新版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国家支持
有条件的地方设立父母育儿假。多
个省份据此新设育儿假，假期天数

集中在每年5至15天。
上 海 、浙 江 、黑 龙 江 等 地 规

定，子女 3 周岁前夫妻双方每年均
可休育儿假，安徽放宽到 6 周岁
前。重庆还设置了两种育儿假模
式，夫妻双方可根据自身情况灵
活选择。

除完善休假制度外，一些省份
还在修法中规定设置育儿补贴。

北京规定，建立与子女数量相
关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未成年子女
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的，可以纳入优先分配范围，并在户
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

在省级层面修改计生条例的同
时，目前已有一些市县推出“自选动
作”，政策涵盖完善生育服务、减轻
家庭负担等多个渠道。

比如，四川攀枝花对按政策生
育二、三孩的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
放500元育儿补贴金;新疆石河子对
符合规定生育二、三孩的户籍家庭，
每月每孩各发放500元、1000元育儿
补贴;山东烟台规定，三孩孕产妇可
报销产检费1000元。

休假、补贴怎样真正落地?

记者在多地采访的家庭普遍对
生育配套措施表示欢迎，认为有助
于减轻育儿负担。与此同时，很多
人对政策能否真正落地表示关切。

不少地方出台的措施中都对延
长产假、育儿假期作出规定，有的还
明确休假期间工资、奖金、福利与在
岗职工同等待遇。

“现在婚假、产假、护理假都在

延长，加上新增的育儿假，一个育龄

员工如果多次生育，其休假时间将

持续数十个月。”四川一家小型民营

企业的负责人说，这对企业是一个

考验。

针对个别地区已出台给二孩、

三孩家庭逐月发放育儿补贴金的政

策，专家认为，相关措施应量力而

行、因地制宜。

“要看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不同、社会福利配套不同，也会导

致生育意愿不均衡。”黑龙江省政协

委员赵坤宇说，各地在出台政策时
应从地区实际出发，避免盲目跟风

或“一刀切”。

期待教育、医疗、住房等配套
政策持续发力

除了对假期、补贴等政府硬核
政策的期待，多位受访家长还表示，
期待破解“敢生不敢养”的难题——
目前出台的政策更多集中在生育领
域，在养育方面尚较为笼统。

记者在多地调研发现，新生代
父母对婴幼儿托育的需求不断增

长，但托育机构数量偏少、价格较

高，普惠型托育机构匮乏，不少家庭

陷入“想送托但送不起、不敢送”的

困境。

专家表示，加大医疗投入，保持
房价长期稳定，是降低抚养直接成
本的关键举措，应通过持续推进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切实降低医疗费
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构建房地
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完善住
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让全
体人民住有所居。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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