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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是国之大者，生育事关千
家万户。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加
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
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 10月
28 日对外发布，从 4 个方面提出 13
条具体举措，降低生育、养育、教
育成本，营造全社会尊重生育、支
持生育的良好氛围。

实现适度生育水平，是当前世
界不少国家和地区面临的挑战。为
应对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一
些国家出台生育支持政策，制定人
口发展路线图，推动人口长期均衡
发展。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
庭发展司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
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年龄
结构变化，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

量发展进入减量发展阶段，人口发
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
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新的人口环境
和条件。

生育支持是一项系统工程。
从单独两孩，到全面两孩，再

到 三 孩 生 育 政 策 及 配 套 支 持 措
施，我国始终坚持人口与发展综合
决策，根据人口发展变化形势，作
出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
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决策。

多方面发力，方能有效降低相
关 成 本 ， 减 轻 群 众 对 生 育 、 养
育、教育的顾虑。

着眼“生得好”——
指导有条件的地方将参加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
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生育保

险；保障法律法规规定的产假、生
育奖励假、陪产假、育儿假等生育
假期落实到位；建立生育补贴制
度，指导地方做好政策衔接，指导
各地将适宜的分娩镇痛以及辅助生
殖 技 术 项 目 纳 入 医 保 报 销 范
围……围绕民生实际需求，政策才
会更有实效。

着眼“养得好”——
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儿童用药按

程序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增加普惠
托育服务供给，大力发展托幼一体
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
对普惠托育机构给予适当运营补
助……缓解养育困难，要提高相关
服务的便捷性、可及性。

各方共同参与——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加强

住房支持政策；鼓励用人单位结合

实际采取弹性上下班、居家办公等
方 式 ， 营 造 家 庭 友 好 型 工 作 环
境……政府和社会协同治理，方能
让各项生育支持政策的“红利”落
到实处。

营造社会氛围——
大力倡导积极的婚恋观、生育

观、家庭观；实施人口高质量发展
宣传教育专项行动；加强人口国情
国策教育……共同营造生育友好的
社会环境，是支持生育的重要方面。

人口是国家和社会经济持续发
展的基石。建立并完善生育支持政
策 体 系 ， 是 提 升 家 庭 的 生 育 意
愿、释放生育潜能、实现适度生育
水平的重要举措。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需要
家庭、社会、市场、政府一同努
力。”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说。

山东全方位贯彻“四水四定”原则，让每一方黄河水都用在“刀刃”上

管住黄河“水袋子”拧紧取水“水龙头”

金秋时节，鲁西平原上的位山
灌区，一渠渠黄河水浇灌出丰产良
田。在这里，灌区水渠变“云”渠，调
水、配水、输水精准高效。

在位山灌区智慧调度中心，一
块超大电子屏幕墙引人注目，灌
区地形地貌、渠系、闸站等分布
一目了然，各类引水、供水、泥
沙 等 数 据 图 表 、 线 条 动 态 呈
现，科技感十足。“以往用水由各
县 （市、区） 上报计划，依据经验
配水，容易造成配水不及时、调
水 不 科 学 ， 难 免 出 现 水 资 源 浪
费。”聊城市水利局局长王会忠介
绍 ， 如 今 通 过 数 字 孪 生 灌 区 建
设，利用需水预测模型、配水调
度模型、水动力仿真模型等，精
准 分 析 旱 情 及 农 作 物 需 水 情
况，对供水过程模拟预演，帮助
生成最优配水方案，推动用水管
理从粗放低效向节约集约转变。

着力建设数字孪生灌区，近年
来位山灌区敷设光缆 247 公里，建
成高清视频监控 1077 处、全自动
测 流 设 施 35 处 、 水 情 监 测 站 点

1182 处，灌溉试验站增设土壤墒
情等监测设备 148 套，实现灌区骨
干渠道供水用水监测全覆盖。“依
托监测设备回传的实时数据，灌区
实现了不同土壤墒情、不同农作物
结构等条件下最优灌水量预测，为
供水计划制定、引水指标申请提供
科学依据。”位山灌区管理服务中
心主任江崇海说，在今年抗旱保夏
播 期 间 ， 灌 区 借 助 数 字 孪 生 平
台，科学调配水资源，引蓄黄河水
2.1 亿立方米，让每一方黄河水都
用在“刀刃”上，有效保障了夏播
作物的用水需求。

作为经济大省、农业大省、人
口大省，山东水资源总量仅占全
国的 1%，引黄供水量占山东总供
水量的 30%以上。位山灌区作为
黄河第二大灌区，也是山东最大
灌区，承担着聊城 65%耕地的农
业 灌 溉 用 水 ， 兼 顾 生 活 、 生
产、生态用水，同时承担为雄安
新 区 等 地 跨 流 域 调 水 任 务 。 通
过“智慧”配水、工程改造与科
学管理，灌区每年可为聊城市节
水 6000 万立方米，扩大灌溉面积
6666 公顷。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水资源是最大的刚性约

束。在山东，沿黄各地坚持以水定
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
产，坚决遏制不合理用水需求，优
化水资源配置体系，提高水资源利
用效率，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向节
约集约转变。

位于济南西部的再生水洗车基
地是今年新建的全省首个再生水洗
车示范基地。在这里，一辆辆“灰
头土脸”的汽车，经过 8 分钟的全
自动深度清洗，就能焕然一新。

“基地使用的洗车水全都是经
过污水处理厂处理过的城市再生
水，17 项指标均优于城市杂用水标
准，再经过深化处理已接近四类水
标准，用水安全有保障，完全可用
于车辆冲洗。”基地负责人张磊给
记者算了笔节水账：清洗一辆车平
均耗水 0.38 立方米，按每天清洗
200 余辆车计算，年可节约自来水
近3万立方米。

加强再生水利用是增加水资源
供给、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的重要
举措。作为沿黄城市，济南不断深
挖水资源利用潜力，通过转变用水
方式提升用水效率。“根据年初印
发的再生水利用工作的意见，到
2025 年全市再生水利用率要达到
50%以上。同时，制定出台再生水

利用价格及奖补政策，明确不同用
途再生水利用价格构成，并通过实
施费用减免、财政补贴政策，提高
再生水供需积极性。”济南市水务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 有 多 少 汤 泡 多 少 馍 ”。 今
年，黄河流域实行水量统一调度已
有 25 个 年 头 ， 实 行 “ 分 水 到
市 ”“ 分 水 到 县 ”， 严 格 指 标 管
控、过程管控；开展深化农业水价
改革、试点数字孪生灌区；省级现
行有效用水定额涵盖 78 个行业大
类、293 个行业中类、683 个行业
小类、498 种产品，基本实现高耗
水行业全覆盖……山东全方位贯
彻 “ 四 水 四 定 ” 原 则 ， 管 住 黄
河 “ 水 袋 子 ”， 拧 紧 取 水 “ 水 龙
头 ”， 让 有 限 的 黄 河 水 发 挥 最 大
效益。

目前，山东沿黄 9 市农田灌溉
水有效利用系数已达 0.6473，在农
业用水量总体稳定情况下，连续多
年实现增产增效。全省建成国家节
水型城市 25 个，总数稳居全国首
位；26 个县级市实现省级节水型城
市全覆盖；累计命名山东省节水型
企 业 （单 位）、 居 民 小 区 （社
区） 2959家，节水工作取得显著成
效。 据《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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