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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我国出生人口继续回落，成为

近段时间的热点话题。为何近几年出生人

口持续下降？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

施的落实有哪些进展？如何让积极生育支

持措施落到实处？国家卫生健康委和有关

专家作出回应。

多重因素造成出生人口下降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经初步核算，

2021 年我国出生人口 1062 万人。这一数

字 低 于 2020 年 的 1200 万 人 和 2019 年 的

1465万人。出生人口数为何持续下降？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

金瑞说，出生人口下降是多重因素综合影

响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育龄妇女规模下

降、年轻人婚育观念显著变化、生育养育教

育成本偏高加重生育顾虑等；此外，新冠肺

炎疫情也对部分群众婚育安排产生一定影

响。

未来我国出生人口数量是否会持续

走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

心副主任宋健认为，这需要综合育龄妇女

总数、育龄妇女年龄结构以及生育率等因

素来看。

“育龄妇女数量取决于以往的出生队

列 规 模 。”宋 健 说 ，1962 年 至 1975 年 以 及

1981 年至 1997 年我国出生人口规模均超

过 2000 万人，在死亡水平缓慢变化的条件

下，不同规模出生队列人口进入育龄期将

影响育龄妇女总数。未来一段时期，1981

年至 1997年间高出生队列仍是我国育龄妇

女的主体，但后续进入育龄期的妇女数量

在缩减，由此导致育龄妇女总数持续下降，

内部年龄结构趋于老化，这将给出生人口

带来较大下行压力。

宋健认为，未来能否平缓出生人口下

降趋势，关键在于生育率能否有所提升。

这就需要加快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缓

解群众面临的压力，推动适龄婚育，提振生

育水平。

各地各部门积极推动优化
生育政策落实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就是希望防止出生人口进一步下滑，推动

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

展。”杨金瑞说。

废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等 3

部行政法规；印发《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

（2021-2025年）》；实施妇幼健康保障工程，

2021 年支持 427 家县级妇幼保健院提升服

务能力；推动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2021

年支持建设了 6.1 万个普惠托位；开展计划

生育家庭帮扶工作……国家有关部门积极

行动，多措并举推动优化生育政策落实。

一些地方推出了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

生育支持举措。例如，修改后的《浙江省人口

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

产假的基础上，生育一孩延长产假 60天，生

育二孩、三孩延长产假 90天；江苏省苏州市

对已备案的社会办普惠性托育机构，给予 1

万元/托位的建设资金补助和 300-800 元/

人/月的托位运营补助；四川省攀枝花市在全

国率先推出育儿补贴金政策……

政策何时能够见效？杨金瑞说，人口

再生产周期长、影响因素多，生育决策的因

素很复杂。目前，三孩生育政策实施时间

还不长，配套的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也在陆

续出台中，短期内很难显现出明显效果。

不过，下一步，各地各部门将着眼群众最期

盼的生育、养育、教育等工作推出一系列配

套支持措施，出实招、出硬招，进一步推动

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政策落地需做好衔接，保障
育龄女性权益

宋健介绍，各国生育支持措施大致可

分为三类：时间支持，包括产假、育儿假、陪

产假等假期制度；经济支持，包括给儿童的

津贴、给家庭的津贴和给父母的各种照护

津贴，以及税收减免政策；服务支持，包括

社区托幼、公立托育机构、居家帮助、课后

照顾等。

“推进性别平等的、平衡工作家庭冲突

的以及促进家庭发展的政策，对于生育水

平的提升都有所助益。”宋健认为，我国现

在所采取的发展普惠托育、延长产假、设置

育儿假等措施就属于这样的政策，同时，国

家应继续鼓励从地方入手探索符合各地实

际的经验。

宋健认为，要让生育支持措施落到实

处，增强育龄女性生育意愿，需要做好政策

衔接。例如，要落实生育假期制度，生育成

本应由国家、企业和家庭共同分担，利用政

府补贴、税收减免手段等多种措施，适当分

担用人单位的成本，从而减轻家庭特别是

育龄女性的后顾之忧。

针对女性在职业发展和婚育抉择方面

的困境，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

丹认为，积极生育支持措施既要从家庭内

部鼓励代际支持和男性参与，也要从家庭

外部提供更多社会支持。

“鼓励女性经济参与和社会参与，我们

应该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融合现代文

明理念，倡导适龄婚育、代际和谐、性别平

等、责任共担的新型家庭文化。”贺丹说。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2021年出生人口再回落，我国如何应对？
新华社记者 田晓航 春运路上有你们，很暖心！

春运期间，高铁线检班组增加了巡检频次，每到线路运行的“天

窗期”，经常可见工作人员依靠头灯在夜幕中穿行，及时排查隧道中

可能出现的各种隐患，确保每天行经隧道的 80多趟列车安全运行。

图为 1月 21日凌晨，工作人员利用检查锤探查轨道扣件状态。

新华社记者 曹祎铭 摄

吴堡隧道全长 12.3公里，是太中铁路地质构造极为复杂、维护

难度最大的一座隧道。漆黑的隧道里，交错的暗管间，这些“90

后”桥隧工化身“超级玛丽”，默默守护着春运行车安全。

图为结束作业后，太原南工务段绥德桥隧车间的桥隧工在太

中铁路吴堡隧道前合影（1月 20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摄

1 月 21 日，南京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联合中国铁路上海局集

团有限公司南京客运段组成春运安全出行宣传小分队，在列车车

厢里开展春运安全知识宣传活动，通过安全知识讲解、互动游戏

答疑等形式，增强旅客安全出行、自我防护的意识。

图为南京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的民警在高铁列车车厢内进

行安全知识宣传活动。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1月 21日，我国多地出现降雪天气，铁路工人们“以雪为令”，坚

守一线，采取多项措施，保障铁路线运行无阻，确保春运安全畅通。

图为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动车段职工使用专用

除雪铲为动车组列车除雪打冰。 新华社 赵庆 摄

1 月 18 日，正式从合肥南站客运值班站长岗位上退休。闲不

住的她脱下“蓝制服”直接换上“红马甲”，加入合肥南站的志愿者

队伍，在合肥南站红枫志愿服务台继续自己的第 32个春运。

图为合肥南站客运值班站长鲁云（左一）和安检员交流（1月

18日摄）。 新华社记者 周牧 摄

近日，我国多地出现降雪天气。

这是 1月 22日拍摄的雪后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 周万平 摄
我国多地迎来降雪

北 京 冬 奥 组 委 官 网 近 日

发布消息称，鉴于疫情防控形

势依旧严峻复杂，决定将原计

划面向境内符合疫情防控相

关要求的观众售票的方式调

整 为 定 向 组 织 观 众 现 场 观

赛。冬奥会临近，来自世界各

地的运动员及涉奥人员即将

抵京。面对奥密克戎变异株

的挑战，冬奥闭环管理运转情

况如何？冬奥疫情防控闭环

内外有哪些注意事项？

北 京 冬 奥 组 委 新 闻 发 言

人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时表示，1 月 4 日启动的北京冬

奥会赛时闭环管理试运行截

至目前运转良好，包括北京在

内的周边城市民众生活也没

有受到影响。

同时，冬奥赛时闭环管理

和冬奥村试运行将于 1月 23日

正式开启，冬奥村 1 月 27 日正

式开村。从 23 日起，来自各国

（地 区）的 运 动 员 将 陆 续 入

村。在闭环管理试运行期间，

预计将有近 3000 人来华开展

工作。

“ 有 法 国 花 样 滑 冰 选 手 ，

为了避免疫情风险，专心备战

北京冬奥会，而放弃了近期的

其他赛事。”发言人说，这也反

映出广大运动员对北京冬奥

会防疫措施的信心。

从目前赛时闭环管理试运行情况

来看，闭环防疫体系运转良好，经受住

了几个入境高峰的考验。入境通关顺

畅高效，住宿、餐饮和交通保障有力，闭

环内工作安全有序。

闭环内疫情防控，要争取

最大限度阻止疫情传入。国

际奥委会奥运会部运行主任

皮埃尔·杜克雷近日在线上发

布会上说，北京冬奥会第二版

《防疫手册》在闭环管理试运

行下已得到严格执行。

他强调，在涉奥人员启程

飞赴北京之前，需要进行核酸

检测，而在抵京后也会第一时

间进行核酸检测，由此可以最

大限度阻止疫情传入冬奥闭

环。而在闭环之内，人们都接

种了疫苗，每天接受核酸检测

并佩戴 N95口罩。

闭环外疫情防控，要确保

闭环闭得全、内外无接触。北

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秘书

长韩子荣在此前举行的国新

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闭环内

来华涉奥人员和国内直接服

务外方的工作人员需要每日

进行健康监测和核酸检测，在

闭环内酒店或冬奥村集中住

宿，只允许乘坐冬奥专用车辆

往返指定闭环场所，不得与闭

环外人员以及社会面接触。

闭 环 外 如 果 路 遇 冬 奥 专

用 车 辆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怎 么

办？北京市交管局 9 日提示市

民群众在出行过程中，一旦与

冬奥专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

注意保持安全距离，做好安全防护，不

与车辆和车内人员接触，等候专业人员

到场处置。据介绍，冬奥专用车辆将贴

有专门闭环管理标识，避免与闭环外人

员接触。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新华社太原 1月 21日电（记者 孙亮全

马晓媛）山西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 1月 20日对外发布新的疫情防控

措施，要求各地严格执行全省统一的管控政

策，将返乡人员全部纳入社区管理。

通知表示，要层层压实责任，切实打通

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落实个人主动报

告责任，建立社区（村）返乡人员登记制度，

将返乡人员全部纳入社区管理。要坚持问

题和结果导向，认真排查整改工作中的漏洞

和弱项，严防疫情输入。要加强对隔离人员

的关心关爱，提供高品质的生活服务和高质

量的心理疏导，确保隔离人员过一个安全健

康祥和的春节。

新公布的疫情防控措施具体如下：

一、14天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入晋

返晋人员一律实施“14+5”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分别于第1、4、7、10、14天开展1次核酸检测。

二、14 天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直

辖市的街道、乡镇）旅居史的入晋返晋人员

一律实施“14+5”居家隔离医学观察，分别于

第 1、4、7、10、14天开展 1次核酸检测。

三、其他省外低风险地区人员入晋返晋

时须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第一时

间向属地社区（村）和单位报告，做好自我健

康监测，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不适症状，

及时就医。

四、省内人员加强个人防护，自由有序

流动，无需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五、第一入境点隔离期满后的入晋返晋

人员，严格落实“点对点”闭环管理，实施“7+

7+5”管控措施，即 7 天集中隔离加 7 天居家

隔离医学观察，分别于第 1、4、7、10、14 天开

展 1次核酸检测。

冬
奥
会
临
近
，疫
情
防
控
有
哪
些
注
意
事
项
？

新
华
社
记
者

顾
天
成

林
德
韧

1 月 22 日，2022 年春运迎来

开 启 后 第 一 个 周 末 。 铁 路 、电

力、民航等部门强化疫情防控和

安全管理，优化出行服务，保障

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新华社 商海春 作

山西公布新疫情防控措施：

将返乡人员全部纳入社区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