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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心谱就计生情
武汉国策卫士风采录

武汉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编



得悉武汉市人口计生委拟为基层计划生育工作者立传，我很赞同。

这是一桩十分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旷观史籍，绝无仅有。

古今中外，立传早已形成传统。大凡入传者，不外乎帝王将相、

高官显爵、雅士名流，抑或豪门大贾。而平头百姓入传者，鲜矣。翻

开历代的官修正史，一看便知。至于野史、外传，则少不了“阿猫”、

“阿狗”之类的逸闻趣事，算不得正传。那些自传类的著述更自由了，

想说什么便说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用不着考证。或曰，近代大

文豪鲁迅曾为“阿Q”立过“正传”，“阿Q”不就是平民。我不敢苟同。

那是先生为文学创作，从话本中常用的“闲话休提言归正传”借来的。

如法国卢梭的《忏悔录》、英国狄更斯的《博徒别传》、俄国的《叶

卡捷琳娜传》、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都是传记体的文学

作品，与《阿 Q正传》别无二致。此外，尚有“外传”、“内传”、“大

传”、“小传”、“家传”、“本传”、“自传”等，无须深研细究。

而今，为基层计生专干立的传，虽然哪一类也算不上，但确实别

开生面，独树一帜。传中所记，确有其人，确有其事，时间、地点、结果，

一应俱全，每传加了简短述评，或即景生情的描述，使人物形象更加

丰满，渲染上贴近实际的气氛，增强了可读性，却不妨碍“传”的真

实性与考证性。幸承武汉市人口计生委诸位同仁倾心倾力，心系基层，

彰表贤能，于浩如烟海资料中抽丝剥茧，终促成此书付梓。

然而，为基层计生专干立传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其价值不可估者，

在于存史、资政、论功、教化。

咬定青山不放松
（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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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史。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过快

增长，取得巨大成功，人类发展过程中尚无先例，是一笔极其宝贵的

财富。基层计生专干“传”，真实记述了计划生育实施的具体情况，

有方针、有政策、有做法、有经验、有成效，是一个完整的行动过程。

尽管素材一鳞半爪，但对未来的人口发展及人口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

资料价值。社会学家李景汉在河北省定县，经济学家马寅初在浙江省

嵊县都做过典型调查，写出了人口学论著。英、法等国的专家学者，

靠从教堂收集结婚登记和婴儿洗礼、死亡等零星数据，运用逆回归模

型推算出历史人口变动的情况。他们使用的资料，远不如基层计生专

干“传”中的丰富、翔实，本书的价值更在于它描绘了栩栩如生的基

层计生工作者们。

资政。我国的人口规模，是大好还是小好，是应鼓励增长还是应

严格控制，自古以来便争论不休。诸如，孔子主张“庶民”：“地有

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孟子提出“众民”：“广土众民，君子欲之”；

老子则反对人口多，主张“小国寡民”。到了清代，从康熙四十年（1701

年）至道光二十年（1840 年），人口从一亿增加到四亿多。人口增长

之快使乾隆帝发出感叹：“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1850年，

马克思在评论中国人口问题时写道：“缓慢地但不断增加的过剩人口，

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新中国

成立以来，马克思提出的“人口压迫生产力”的问题更趋严重。为此，

国内控制人口增长的呼声大震。毛泽东同志也曾明确提出“人口非控

制不行”的主张。20 世纪 70 年代初，我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并于

80 年代初将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经过四十年的工作，彻底扭转

了我国人口发展的方向。武汉市同全国一样，实现了稳定的低生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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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再生产进入了与发达国家相同的现代型。

然而，随着我国人口形势的变化，诸如，“人口众多是个大市场，

可以拉动内需”、“计划生育搞得人口老化了，老年人口越来越多了”、

“放开生育政策，计生机构应该进博物馆了”等各种观点应运而生，也

给计生工作提出了新挑战。

必须肯定，基层计划生育工作者经年累月落实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脚踏实地干实事，任务之重、范围之广、难度之大，超乎想象。然而，

他们顶着压力、不计名利、埋头苦干，以所作所为践行群众路线，为各

级党政机关科学治理人口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支撑。是也、非也，历

史自有公论。

论功。所谓论功，并非为基层专干评功或请功，是指功效而言。

四十多年的计划生育工作，着实收到了巨大的功效。全国、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自不待言。就武汉市而言，三千五百多名基层计生专干和

两万余名中心户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耕耘在江城的热土上。实行

计划生育使全市少生了 125 万多人，符合政策生育率保持在 94% 以上；

幸福家庭行动计划惠及 300 万个家庭；慰问计划生育家庭 52281 户；为

33016 对夫妇作了孕前优生健康免费检查；查处“两非”案千数件、刑

拘 15 人，出生人口性别比趋向正常值域；投入 8 亿元落实独生子女家

庭、计生困难家庭等各项奖励扶助政策；每年为十万多个计生家庭购买

意外伤害保险；为使流入人口同户籍人口一样共享“暖在江城”，组建

了 4244 个计生协会，提供多种优质服务。此外，武汉市还被确定为全国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综合改革示范市、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第四阶

段示范市、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试点市、全国创

建幸福家庭活动试点市四个大项目的国家级示范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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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大量的任务和丰硕成果，无不凝聚着基层计生专干和计生户长们

的心血与汗水。而这仅仅是中观层面的扼要概括，若要细述他们的日常事

务与经历，何啻于《一千零一夜》！

教化。我细细翻阅置于案头的一份份入传稿件，聆听着一个个鲜活形

象的述说，不觉潸然，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们敬业的专致、无私的品德、

真诚的仁爱，乃至大无畏的顽强精神，虽不及灭火英雄那么壮烈、抗洪救

灾英雄那么英勇，却无不令人肃然起敬。他们中，有的在岗位上固守三十

多年；有的自掏腰包编织“毛毛鞋”给产妇送去关爱，以致一些国际友人

远涉重洋慕名来求；有的慷慨解囊为他人排忧解难；有的身罹绝症仍工作

不辍……机构改制后街乡专干既无编制又无工资，那些中心户长每月不过

30 元补贴！而他们依旧痴心不改、任劳任怨，用自己的言行描绘着新时期

的生育文化，圆那个美妙的“生育文明梦”。他们的事迹告诉了我们什么，

向他们学点什么，不是很值得深思吗？

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荆楚文化闪烁的光彩，也感受到了新时代的脉动，

称他们是新时期最可爱的人，实乃当之无愧！说到这里，我想起郑板桥的《石

竹》，诗曰：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

东西南北风。用此诗来赞颂他们，我甚觉贴切。当与不当，悉听读者尊便了。

是为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研究员  杨子慧

                               2013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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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01
创新大社区计生工作模式的先行者

——记江岸区百步亭社区计生办主任   张青兰

江岸，中外驰名。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二七大罢工”就发生在

这里，它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坚定彻底的革命精神和高度的组织性、纪

律性。良好的革命传统和优秀敬业精神，成为江岸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催人奋进、建功立业。这在张青兰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张青兰，现任江岸区百步亭社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社区计生

办主任、妇联常务副主席、文联秘书长。在她的努力下，百步亭社区

创新大社区计生工作模式的先行者

电话接待妇女维权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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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以上的家庭被评为“武汉市文明家庭”，95%的门栋被评为“五好

门栋”。社区先后被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计划生育协会联合授予“人

口和计划生育基层群众自治示范村居”、“全国计划生育协会先进单

位”荣誉称号；被湖北省人口计生委、省计划生育协会联合授予“人口

和计划生育基层群众自治示范社区”；武汉市人口计生委、武汉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授予百步亭社区“武汉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十

佳先进集体”、“武汉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先进集体”等称号；社区

妇联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全国妇联系统先进集体”。百步

亭社区获“全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划为“全国文明单位示范点”。

自2007年从事人口计生工作，张青兰便将满腔热情和全部精力投

入到工作中，把个人前途和命运与社区建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用自己

的青春、热情、智慧和汗水浇灌着和谐社区的建设，一门心思为社区居

民服务，温暖着12万居民的心。

爱岗敬业，须端正态度

“爱岗敬业是一种必需的工作态度。”这是张青兰为自己定的座

右铭。2007年，百步亭社区居住人口已逾10万人，相当于一个小城镇，

流动人口数量多，计生工作压力大。面对困难，张青兰没有半点犹豫，

毅然领命，走马上任，肩负起计划生育这副重担。

张青兰的骨子里天生就有一股女强人气，干起事来肯吃苦，爱拼

命，有魄力。“没有哪一个人是坐在办公室里干计生的。”她的一句

话，就把社区十几名计生工作人员“赶”出办公室，让他们走进千家

万户，听取居民的意见，了解居民的需求，千方百计满足群众的服务

需求。

为了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计生工作管理机制，张青兰明确提出

了社区计生工作的“四个标准”：社区建设以居民当家做主为标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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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管理以服务居民需求为标准，计生服务以居民满意为标准，计生干部

以群众认同为标准。社区党组织对计生干部特别提出“三个必到、五个

必访”的要求，即居民有突发性事件、有不满情绪、有大的家庭纠纷必

到；对困难家庭、住院病人、下岗失业人员、孤寡老人、刑释解教人员

必访。

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和支持下，张青兰同计生干部一道，走访了

社区所有的家庭，解决了许多矛盾和问题。在她的带领下，社区计生

干部全部与困难家庭结成了帮扶对子，帮助困难家庭解决生活困难。

她的努力换来了良好的计生工作局面：全社区无早生，无超生，无居

民上访。

为有效推动计划生育，她十分重视优生优育工作。有一次，张青

兰遇到一对小夫妻，闲谈中得悉那位妻子怀孕了，双方父母都在外地，

没有人对他们进行孕期指导，他们对孕期保健知识知之甚少。张青兰走

访中了解到，像这对小夫妻一样，需要婚育指导的有很多。于是，张青

兰努力拓展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和各居委会“会员之家”的活动内容，除

了原有的学习、培训、娱乐活动以外，在计生知识图文宣传形式的基础

上，增加了对社区内准妈妈、准爸爸和看护人进行免费孕育知识全程系

统培训和咨询等内容，使“会员之家”真正成为宣传先进婚育观念，促

进优恋、优婚、优孕、优生、优育、优教的阵地，推动社区计生工作和

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由于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体力透支，休息不足，张青兰在

短短半年时间内体重减轻了12斤。领导和同志们对她的付出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都劝她悠着点干，注意休息。她却回答说：“计生工作无

小事，在任何情况下都马虎不得。”“爱岗敬业是一种必需的工作态

度。”张青兰的言行带动和影响了更多的同志，增强了百步亭社区人口

计生工作人员的奉献精神。

创新大社区计生工作模式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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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群众，须转变观念

“社区靠群众，群众靠发动，发动靠活动。”这是张青兰从多年

的实践中总结出的工作经验。她通过组织开展各种类型的活动，把生育

文明新风传送到了社区的每个角落，对群众生育观念转变起到了重要的

催化作用。

张青兰坚持经常性的学习教育制度。利用党员之家、人口学校与

生育文化室，组织社区育龄群众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

法》、《湖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利用社区文化长

廊，精心制作了以婚育新风、生育文明、科普知识为核心内容的宣传

栏。在她的组织下，社区还开展了一系列以优恋、优婚、优孕、优生、

优育、优教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活动，聘请专家、教授开展以互动教学为

特点的知识讲座。

在她的努力下，2007年5月百步亭社区建成了全省首座生育文化

园。该园占地1万平方米，由“明天更美好”、“托起新的生命”、

“关爱”、“深情”等7座雕塑和不同性别符号制成的宣传牌组成，生

动地再现了人类在繁衍生息过程中走向文明与和谐的意境，突出了人与

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生育文化园建在社区中心区域，将计生

知识巧妙地融入居民娱乐和日常生活中，使社区居民受到潜移默化的教

育，生育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每逢节假日、纪念日，社区都要开展各项活动。例如，“三八”

妇女节，在社区组织孕妇时装表演赛，准妈妈们在舞台上秀出她们的自

信风采，“最上镜妈妈”、“最智慧妈妈”赢得了台下近百名观众的

热烈掌声。每年7月11日的“世界人口日”，以“走向生育文明，共创

幸福家园”为主题，与区人口计生委联合组织精彩的文艺节目。在每年

10月28日的“男性生殖健康日”，开展男性健康知识宣传。以“关爱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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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为主题，组织“从这里看到世界，从这里走向未来”大型晚会。

百步亭社区连续举办了13年的社区“万家宴”，成为居民盛大的

文化节目。2008年的“百步亭万家宴”，一家一道菜，一万多道菜肴摆

满了4个会场，四万多居民欢聚一堂，参观品尝。用菱角、鲤鱼、芹菜

做成的“邻里情”，以百合、螃蟹做成的“和谐社区”，每一道菜都反

映着特定的文化。居民们还将计划生育融入菜肴之中，如两只鸽子一个

鸡蛋，鸡蛋上画着个大胖小子，菜名标为“鸳鸯悄悄议国策”，副标题

为“妈妈只生我一个”；一窝可爱的老鼠，菜名却是“鼠年不忘计划生

育”。

每当社区有青年结婚，张青兰就会组织社区腰鼓队，把婚育新风

的锣鼓敲到家门口，渲染气氛，以示祝贺。她还经常举办“宝宝形象大

赛”、“亲子训练营”、“宝宝秀”、“宝宝运动会”、孕妇“奥孕

会”等活动，联络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培育他们的社区情结，促进他

们建设社区的积极性。

利用计生协会，在每一楼栋门口开通“楼栋绿色通道”，设置计

生便民服务箱，方便群众随时领取避孕药具和宣传材料。一支由中心户

长、门栋长、党小组长组成的流动宣传服务队，坚持“五送到家”：

送计生服务指南和联系电话到家，送计生政策到家，送宣传资料到家，

送长效避孕措施到家，送生殖健康保健到家。由于社区注重倡导生育

文明，全社区育龄群众生育政策知晓率达到90%以上，晚婚晚育率达到

95%以上，一孩家庭积存率达到92%以上，家庭幸福指数不断提高。

计生工作，须完善机制

“十几个人能否做好十万人的计生工作？”这是张青兰上任后每

天都在苦思冥想的问题。群众是和谐社区建设的主力军，居民是人口与

计划生育工作的主体，居民自治则是做好社区计生工作最有效的方法。

创新大社区计生工作模式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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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充分发动社区群众广泛参与计划生育，激发广大育龄群众自觉实行

计划生育的积极性，张青兰创新了三项工作机制。

第一个机制：张青兰在社区党委的支持下，整合百步亭社区力

量，将居民群干、计生专干、政府公务员、企业员工都作为“社区计生

工作者”，纳入社区党组织统一管理，接受双重领导。这样一来，社区

计生工作就不再是计生专干十几个人的事情了，而是在不增加编制的情

况下增加了干事的人。党委与社区各类组织就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层层

签订责任书，实行一票否决，“社区计生工作者”站到了第一线，增强

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有生力量。

第二个机制：万丈高楼平地起，但再高也离不了“根”。社区计

生工作的“根”必须“扎”入楼栋、“扎”进家庭。张青兰在百步亭率

全国之先创设了楼栋长制度，即以楼栋为单位，每个楼栋设一位楼栋

长，相当于农村的计生工作中心户长，几个楼栋又按照片区设主管楼栋

长，形成了计划生育居民自治的底层工作机制。

第三个机制：为了培养青少年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参与热

情，使他们从小热衷于公益事业。张青兰在每个楼栋设立了以中小学生

为主体的小小楼栋长。这些小小楼栋长也成为计生工作的编外宣传员。

在张青兰的努力下，百步亭社区形成了“社区计划生育协会”、

“居委会协会分会”、“片长”、“中心户长”、“信息员”五位一体

的服务管理体系，促进了社区计划生育日常管理工作的全面落实。由于

服务管理有了“根”，百步亭社区做到了业主在入住的同时就建立起完

整的家庭档案，详细记录着家庭成员的计划生育信息，从而为服务管理

奠定了基础。在她的主持下，社区计生办每月组织一次例会，重点是对

中心户长进行业务知识培训，明确中心户长工作责任及工作内容，核对

计划生育信息，从而保证了社区孕情跟踪管理与服务，以及新婚、产妇

联系户随访工作的落实。

在张青兰组织和带动下，16名计生专干和协管员、1098名中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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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24000多名社区志愿者都成了社区计生工作者。他们走千家门、知

千家事、解千家难、暖千家心，把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做到家，落实到

人，得到广大育龄群众越来越多的认同。

完美计生，须胸怀爱心

张青兰大力倡导“爱心工程”，积极落实计划生育奖励、扶持、

救助等制度，构筑了社区援助与居民互助两道保障体系。百步亭集团捐

款300万元作为基金，在社区内成立了“武汉安居教育援助会”、“武

汉安居慈善援助会”和“百步亭社区慈善会”，为家庭困难的孩子上

学提供帮助，救助社区弱势群体，奖励“三好学生”和考取大学的孩

子，做到了“不让一个家庭吃不上饭，不让一个孩子读不起书”。几

年来，共资助和奖励了1000多名学生和教师，对8000多个家庭进行了

帮助和慰问。

百步亭集团公益性投资6000多万元，为社区配套建设了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建立起家庭健康档案，实行“家庭医生联系卡”制度，等于

使育龄妇女人人都拥有了家庭保健医生，实现了产后、术后及时随访；

免费提供查孕、查环及生殖系统疾病检查服务，保障群众的生殖健康；

开展避孕节育知识宣传、举办讲座，为“知情选择”打下良好基础。将

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融入社区居民家庭，最大限度地方便了群众，满足了

群众对健康的需求，提高了服务质量，赢得了群众好评。

社区计生志愿者“走千家门，解万户难，暖众人心”，从治安巡

逻、调解婆媳矛盾，到捡烟头纸屑、维护社区环境卫生，处处都活跃着

她们的身影。有的老人出门不便，志愿者李小海主动从超市购买各类

生活必需品送到家里。如今的“李小海志愿服务队”，已发展到二百

多人。

为了方便与居民联系，志愿者阎维娜用挂历纸制成名片，写上住

创新大社区计生工作模式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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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电话，与居民交流、为民服务。以阎维娜为代表的“关爱小组”，如

今已发展到了三百余人。

八年来，凡是有老人过生日，余洪芝的“亲情小组”都会送去长

寿面；夏汉琴带着四百多人的“温馨姐妹”，结对帮助空巢老人；以黄

锦云为代表的二百多人的“阳光姐妹”，用笑声和邻里情化解空巢老人

的孤独与寂寞。他们是关爱空巢老人的贴心人、助人为乐的带头人，也

是社区计生的信息员、和谐文化的宣传员。

张青兰率领的生育关怀服务队，作为武汉市的首创，团结了一大

批有能力、有爱心、肯服务的党小组长、中心户长、楼栋长、积极分

子，为计划生育家庭和社区群众提供宣传、政策、生活、就业、亲情、

敬老、健康等多种形式、个性化、面对面的服务，进一步提高了广大群

众的计划生育参与率、受益率和满意度，推动了社区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的深入开展。

对于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张青兰总是给予高度关注。2012年

7月，入住百步亭景兰苑的老毕夫妇，是独生子女户。他们的独子在部

队不幸牺牲后，张青兰就和景兰苑党支部书记刘颖一道进行家访。家访

中了解到，老毕无工作、无社保、无医保，家庭生活较为困难。为了使

这对夫妇尽快走出阴影，张兰青动员老毕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并且帮

助她在居委会谋得了一个社区工作者的岗位。在这件事情中，老毕感受

到了家人般的关爱，就像干枯的禾苗得到了春雨的滋润，焕发了勃勃生

机。老毕深有感慨地说：“感谢张主任！我在居委会上班一年了，我和

老公都有了很大变化，心理和身体都好了很多。我从一名家庭主妇成长

为一名社区工作人员，得到了领导的认可、居民的信任，我感觉自己又

有了力量、有了梦想！”老毕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2001年，百步亭社区独生子女户玉凤年仅16岁的孩子因车祸身

亡。2008年，玉凤又患上了扁桃体鳞癌。五年来，玉凤每个月都要花费

500元的医药费。除了特扶资金之外，每月1400元的退休金就是她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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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来源。独生子女夭折和自己身患重病，双重打击使她失去了生活

的勇气和信心，陷入绝望的困境之中。2012年6月，为求生路玉凤曾进

京上访。张青兰得知玉凤的情况后，非常重视，她和支部书记李素珍上

门看望玉凤，与她亲切交谈。一席长谈后，玉凤就像遇到亲人一样，她

的心结慢慢打开了。此后，张青兰和支部的同志们一起关爱玉凤；计

生中心户长吴慧琼、乐月明也经常上门与她谈心，邀请她参加社区活

动。每逢过节，张青兰担心玉凤触景生情，心中总是牵挂着她。2012年

大年三十晚上，正是万家团聚欢度除夕之时，张青兰和李素珍给玉凤

拜早年，送去新年祝福及500元慰问金。一声声问候，一次次关心，终

于融化了玉凤心中的坚冰；一句句开导，一声声祝福，驱赶了玉凤心

中的悲伤，温暖了她的心。玉凤的妈妈感激地说：“我女儿选择居住

在百步亭，真是选择对了，那么多人惦记着我们，非常感谢你们的关

心⋯⋯”2013年6月，有人再次约玉凤进京上访，玉凤说：“百步亭的

人对我太好了，我哪也不想去⋯⋯”

在张青兰和广大社区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下，百步亭社区做到了

“事有人管、难有人帮、苦有人问”，大家互敬互爱，互帮互助，共育

邻里亲情，改变了小区居民之间往日“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

通过规范服务程序，增强服务功能，提升服务水平，让居民充分

体验到人情关爱、人性关爱、人文关爱，从而使广大居民真正理解并支

持社区的计划生育工作。目前，社区的已婚育龄妇女有效避孕节育率、

“三查”到位率、随访服务率、妇科病及时发现率、人口计生科学常识

普及率和群众满意度均达到90%以上。

有一首歌这样唱道：“如果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

的人间。”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百步亭社区后认为，歌词中倾诉的美好

愿望，在百步亭社区实现了。这是对百步亭社区的高度评价和称赞。中

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建设部、文化部四部委联合发文，推广百步亭

社区的经验。120多万人次来到百步亭社区参观学习，百步亭成为全国

创新大社区计生工作模式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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