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十个固定观察点看山西省

人日增长状巩及其控制

关 国 袜

甲央农村政策研冗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在全国呢介省
、

市
、

自治区抽取 了 2 8 0

个农区村庄作为了解农村社会经济运功情况的固定观察点
。

山西省有 1 0个
,

即应县的小临河

村
、

灵丘县的道八村
、

平定县的立壁村
、

太谷县的武家庄村
、

平顺县的小赛村
、

高平县的谷

l马村
、

临琦县的黄斗景村
、

乡宁县的西魔村
、

柳林县的李家凹村和定襄县的镇安寨村
。

这 10

个村无论从经济水平上还是地理环境上
,

都有较广泛的代表性
。

最近
,

我们就人 口间题
、

生育问题
、

婚姻问题以及其它各有关情况
,

在这 汤个观察点村

中进行了调查
。

调查采取问卷
、

座谈
、

查帐
、

整理各种原始数据 以及向不同戈型衣户征询意

见等多种方式
,

所得材料颇为翔实
。

现据调查结果分述如下
。

经济状况及其人口 影响

10 村共 3 0 9 5户
, 1 10 6 9口人

。
1 9 8 7年人均纯收入 10 村平约为 3 65 元

,

其中最高的是武家庄

村
,

人均 75 7元
,

最低的是李家凹村
,

人均只有 1 45 元
。

按照国家统计局规定的四个收入档次

划分
,

人均 2 00 元以下的贫困户仍占总户数的近 20 %
。

考虑这几年的价格增长因素
,

实 际 的

贫困户要 比这更多些
。

1 9 8 7年
,

10 村粮食总产量 4 02 万公斤
,

人均 36 3公斤
。

减去合同定购粮及种子
、

饲料用粮

后
,

仅得温饱
。

与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相适应
,

10 村集体积累和再生产投资以及村政建设
、

公益事业等方

面的发展能力都极为有限
。

目前集体收入的来源
,

除镇安寨村和立壁村能从村办企业中得到较

大的数目外
,

其它村基本上还是依靠提留和摊派
。

除干部补贴和一些必要的公益支出外
,

便所

剩无几
。

1 0村到现在没有一座养老院
,

对孤寡老人的赡养还仅止于过去意义的
“ 五保

” 。

实际上

五保是达不到的
,

一般的是粮
、

衣
、

柴三保
。

有的村不给衣
、

柴
,

而代之以30 一 40 元现金
。

至关重要的并对以后的经济发展造成直接影响的是教育投资一直徘徊在一个最低的水平

线上
。

10 村共有学校 12 所
,

其中有 3 所设有初中班
,

在校学生 1 1 4 0名
。

这几所学校全年全部

的教育投资只有 8
.

3万元
。

这些投资基本上用于教师工资
。

除此而外
,

仅剩极少部分用于维持

教学和购买简单的办公用品
。

10 村中
,

教学条件最好的是镇安寨村
,

有教职员工 25 名
,

学生 4 79

人
,

但全年办公经费仅有 3 0 0 0多元
,

人均不到 6元
。

初中班必不可少的实验器材既少又简陋
。

教学条件的低下
,

造成了教学质量的低下
,

同时也使适龄儿童的就学机会大 为 减 少
。

19 8了年
,

10 村中小学入初中的比率是 65 %
,

初中入高中的比率是 32 %
。

这就是说
,

适龄儿童

中有 35 %不能接受初中教育
,

有近 70 %不能接受高中教育
。

长此以往
,

一大批新文育
、

新科

盲相继产生
,

这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严重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

变化较大的是 10 村的村貌有所改观
,

盖新房的不少
,

质量上也有较大提高
。

跟以前比起



来
,

这是农民富裕起来的一个重要标志
。

但深入探究
,

也并非表示富裕
,

其中包含有较大成

份的超消费倾向
。

调查表明
,

有相当一部分农 民的新房是省吃俭用甚至不惜举债 才 盖 起 来

的
,

用武家庄一位妇女的话来说
,

就是 “
要盖房了

,

哪还敢吃豆腐
” ? 出于攀比

,

出于强占

地基
,

出于风气的影响
,

更重要的是由于这是儿女结婚时一种必要的条件准备
,

所以
,

即使

他们身无分文也要强以为之
。

全面地看问题
,

我国农村的落后状况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

其中主要是历史因素
。

亘

古不断的战争连续破坏
,

人民难以休养生息 ; 统治者的横征暴敛
,

剥夺了农民扩大生产的能

力 ; 传统的关闭自守及自然经济体系禁锢 了农民的思想
,

束缚了农 民的手脚 ; 文化落后
,

教

育落后
,

科技不发达
。

加之解放以后
,

政策方面的多次失误
,

失去了黄金般的建设机遇
。

但是
,

人 口的过速增长
,

给我们的经济建设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

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

原因
。

目前来讲
,

就单个的家庭而言
,

人 口的影响也许不是整齐划一的
。

因为各家的经济实力

和生产行业有差别
,

务农为本的农户收入水准低
,

潜力也不大
,

人 口的多寡对生活水平和经

济支配的影响就大
,

就明显
。

但对一家个体企业主来说
,

他们的收入是暴发性质的
,

因人 口

的增加而增加的消费负担就显得微不足道
。

所 以我们讨论人 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命题
,

不可能也不应该用单个的家庭作解释
,

而应从宏观的角度去考察
。

因为这个问题已有很多文章论述
,

这里只就主要的四点作一些数字补充
。

一是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齐头并进
。

由于发展生产而增加的收入刚及或者还不足以供新

增人 口的消费
,

实际上等于原地踏步
。

1 0村 1 9 8 7年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20
.

3%
,

扣除生产开支

及相关费用后
,

实际纯收入只 比上年增长 1 2
.

7%
。

但是 10 村人 口
, 19 8 7年由上年的 1 0 0 9 2人增

加到 1 1 0 6 9人
,

增长率为 9
.

7%
。

扣除价格增长因素
,

收入增长实际上只是不增长或者负增长
。

二是消费指数增加
,

生产基金减少
。

调查时
,

跟村长们算过这样一笔帐
:

生一个男孩
,

从育婴
、

上学到结婚成家
,

差不多需要 2万元左右的花销
。

分别为
:

每年生活费 2 00 元
,

共

4 0 0 0元 ; 其中有 9 年左右的上学期
,

小学时每年学杂费 60 元
,

初
、

高中每年 20 0元
,

合计 1 5 0 0

元 ; 20 岁左右结婚成家
,

彩礼 2 0 0 0元 左右
,

高档用品包括彩 电
、

手表
、

衣服被褥之 类 4 0 0 0

元左右 ; 婚礼请客 5 00 元左右
,

盖三间房 6 0 0 0元左右
,

总计起来差不多就有 2 万多元
。

这 对

目前的农民来说
,

是一笔相当惊人的数字
。

他们的钱从哪里来 ? 那就是
,

农 民克勤克俭省下

一部分存起来了
,

不足部分就借
,

然后再还
。

1 9 8 6年
,

10 村农 民的生活消费 (单指食品 ) 每

人平均为 157 元
, 1 9 8 7年 16 0元

,

平均每日不到半元
。

从这里可以看出农民是在用怎样的方法

攒钱
。

他们把大量的资金积存起来
,

用于盖房和男婚女嫁
,

规模越来越大
。

它的直接后果是

把本来有限的资金无谓地闲置或浪费
,

对生产急需反而不 当一回大事了
。

无疑地
,

这是一种

对生产的破坏
。

三是可供利用的自然资源人均分配越来越少
。

最明显的是土地的人均 占有越来越少
。

一

方面
,

以不变的土地量供越来越多的人 口耕种
,

人均份领逐年减少
; 另一方面

,

新增人 口逐

年扩充居住面积
,

对本来 已经少的土地形成蚕食
。

1 0村总耕地面积 2 1 4 09 亩
,

近两年盖 房 的

有 2 57 户
,

每户平均以 3 分地计算
,

总计就有竹 1亩
,

占总面积的 3
.

6 %
。

这个现象的危害
,

第一步是造成农村人口 的倒流
,

增加城市负担
;
第二步便是全体国民的口粮不足

。

这无疑是

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

四是增加全社会负担
。

因为人口增加了
,

就需要增加相应的公益事业和管理机构
,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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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
、

教育
、

治安
,

通讯
、

交通
、

商业服务等等
,

这都需要相当大的财政力量
,

需要全社会

的支出
。

当这些支出达不到它应有的份额时
,

整个 国民经济的建设也就失去了平衡
,

经济的

增长也就势必受到影响
。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
,

考察 目前现状
,

我们可以得出这 样 一 个 印

象
:

尽管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得热火朝天
,

各方而的增长指标都在直线上升
,

但我们的生活环

境照样觉得糟糕
,

交通拥挤
、

住房不够
、

物价飞涨
,

连头顶上的蓝天和空气都被噪音和烟尘

所笼罩
,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
:

人满为患 !

如果我们想轻装上阵
,

彻底地改变伐们的落后面貌
,

赶上世界先进行列
,

那么
,

我们就

必须控制人 口
,

控制生育 !

二
、

生育现状及控制效果

但是
,

我们的人 口政策还没有得到相应的贯彻
,

人 口数量正在以一个可怕的速度在秘密

地增长
。

除了自身生育能力的限制外
,

严格的一胎化在农村几乎不可能实现
,

至少在 目前来说没

有实现
,

绝大部分是两胎 ; 如果两胎还生不出男孩
,

便会有三胎四胎
。

1 9 8 6年
, 1 0村当年生

育指标是 10 4人
,

实际出生 23 2人
,

超生 1 28 人
。

其中二胎 10 1人
,

三胎 2 5人
,

四胎 2人
。

超 生

一倍以上
。

1 9 8 7年
,

生育指标是 1 20 人
,

实际出生 24 8人
,

超生 12 8人
,

超生仍在一倍以 上
。

而且
, 1 9 8 7年比 1 9 8 6年出现一个更为严重的情况

,

那就是
,

三胎及三胎以上的生育者急剧增

加
,

三胎者比上年增加 9 人
,

四胎者增加 2 人
,

新增五胎以上的 2 人
。

超生超育的最主要原

因是农民对严格的一胎化政策难于接受
。

特别是
,

当这唯一的一胎是女孩时
,

他们无论如何

不会就此罢休
。

原则上讲
,

农民对计划生育的政策是理解的
,

也是拥护的
。

但是
,

传统的传宗接代思想

的根子在他们的头脑里扎得又是那样深
,

于是
,

当这种抉择真的落在某个人面前时
,

他们的

自私心理就暴露无疑
: “ 反正我不能绝后 ! ” ,

他们说
。

于是
,

他们抱着非有一个男孩不可

的目的
,

一胎又一胎地生下去
,

一定等生得一个男孩
,

这才肯罢休
。

也有先有一个孩的
,

他

们觉得一个实在是孤单
,

而且很多人认为
,

现在交罚款可以生
,

这是个机会
,

以后怕交款也

不会让生
,

所以
,

就乘机多生
。

派生而来的是溺婴
、

流产
、

抱养和贩卖婴儿
。

由于目前农村生男生女还不可能达到人为

的选择
,

而当事人的选择又是随意性的
,

所以
,

总有一些小生命不合意愿
,

但政策又不允许

他们有过多的超越
,

于是便出现了溺婴
、

抱养
,

甚至给人贩子造成可乘之机
,

使 其 转 手 倒

卖
,

大发横财
。

10 村 1 9 8 6年到 1 9 8 7年两年间
,

共溺婴 7 起 (全是女婴 )
。

事实上绝大部分的

溺婴都是在暗地里进行
。

所 以
,

提供线索的农民认为
,

实际溺婴数 目要比已知数 目更多些
。

抱养和贩卖婴儿难以严格划分
,

而且
,

这些全是在更为秘密的情况下作成
,

所 以
,

没有整体

的准确数字
。

据镇安寨一村调查
, 19 8 7年

,

被外地人抱走小孩 5 个
,

收价 2 0 0。元左右
。

镇安

寨流产妇女每年在 75 人左右
,

约占全村育龄妇女的 14 %
。

如果单纯地为了控制人 口
,

如果把

溺婴和流产作为一种历史遗留的恶习而不去考虑它们的法律危害和生理危害的话
,

那么
,

抱

养和贩卖
,

除了后者还有更为严重的法律危害外
,

二者的后果是造成了变相的多生多育
。

此外
,

一些在外地经营而把户 口和土地不当回事的农户
,

由于村政权对他们失去控制
,

囚之
,

生育也扰难于约束
。

10 村有这样的户 13 家
,

其中 7 家有超生现象
。

年内无户 口人数 8 9

人
,

其中属计划外生育者 5 1人
。



政策执行有疏漏
,

松松紧紧
。

还有的走后门
,

通过不正 当手段超生
。

武家庄村共有70 户

人家
,

其中 3 5岁以下育龄妇女 1 8人
,

目前有 5 人上环后私 自摘除生育
,

有 9 人领过独生子女

证
,

但全没有领保健费
,

其中已有 7 人再次生育
,

剩 2人仍在观望
,

这 2 人是因为丈夫都有

正式工作
,

怕被单位开除
。

农民说
: “ 要生快点

,

现在 2 0 0 0元能生
,

以后 4 0 0 0元也生不出来

了 ” 。

还有的说
: “

其实也是整治老实人
,

老实的作手术白作了
,

不老实的生下也 白生
,

地

基照样批
,

地也照样种 ! ”

早婚早育是人口政策中又一个潜在的危害
。

目前我国婚姻法规定男 22 岁
、

女 20 岁即可结

婚
。

结婚后就要生育
。

即使不考虑他们的超生
,

单是他们过早地换代
,

从长远来看
,

所增人

口也是一个相 当大的数 目
。

而实际上
,

目前农村有近 10 %的人的结婚年龄要比法定的婚龄更

早
。

未婚同居和走后门结婚的亦不在少数
。

据小临河村调查
, 1 9 8 4至 1 9 8 6年 3 年间

,

共有 12

对青年结婚
,

其中男方有 5人不够婚龄
,

最小的 2 0岁 ; 女方有 8 人不够婚龄
,

最小的只有 16

岁
。

镇安寨村 1 9 8 5至 1 9 8 7年两年间有 50 人结婚
,

其中有 6 对实属同居
。

晚婚晚育的没有
。

根据上述情况
,

我们可 以认为
,

目前农村的生育现状是颇为混乱的
。

我们不能低估这些

年的成绩
,

如果没有我们党和各级政府的重视
,

我们的人 口生产的数额无疑将会更大
。

但计

生现实离预想的 目标甚远
,

而且伴有很多副作用
,

这无论如何不可掉以轻心
。

人 口增长过快及其伴随而来的种种混乱
,

其症结主要不在超生超育
,

而在于人 口基数过

大
。

即使按照严格的一胎化加以控制
,

其速度也是十分惊人的
。

这是过去 30 多年来
,

我们在

人 口问题上所犯的错误
。

但目前来讲
,

我们要纠正这种过错
,

只能靠更紧地控制出生率
,

而

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

没有更为严厉的手段是绝对不可能的
。

但是我们缺少的恰恰是这种手段
。

目前我们对超生户的惩治
,

唯一的办法是罚款
,

但事

实证明这是十分乏力的
。

其一
,

罚款数目不大
,

对超生户难 以形成大的触动
。

10 村平均计算
,

生二胎罚 款 5 00 ~

60 0元
,

生三胎罚款 10 0 0元左右
。

这些罚款对于那些想要儿子的户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

对 于

那些率先富起来的农户来说就更是微不足道
。

即使是贫困户
,

因为交不出罚款也不能把他们

怎么样
,

他们想生照样要生
。

用他们的话来说
,

就是
“
愿怎的就怎的

” ,

反而无牵无挂
。

10

村 1 9 8 7年应收罚款 7
.

1万元
,

实收 3
.

3万元
,

不到半数
。

收不回也没有其它办法
。

其二
,

罚款作为一种限制生育的手段 已经变成终极目的
,

毫无其他实际意义
。

并且 已对

超生超育形成了事实上的鼓励
。

因为只课 以罚款
,

因为罚款之外没有任何辅助措施
,

因为目

前各级政府衡量下属各单位计生工作的完成情况仅以交清罚款与否为标准
,

所以
,

农民以为

交款就可 以多生
。

这样一来
,

计生工作的全部意义便全被罚款所代替
、

所掩盖起来了
。

其三
,

因为罚款变成 目的
,

政府和人民之间形成一种单一的债务关系
。

工作人员的全部

任务就只是收回罚款
。

为了达到这种 目的
,

出现了各种粗暴和不尽情理的作法
,

如搬家俱
、

牵牲畜
、

收回土地
、

封锁家门
,

不一而足
,

使得党群关系严重恶化
。

人口基数大
,

生育惯性大
,

农 民对计划生育的意义还缺乏顾全大局的考虑
,

而 目前政府

尚无得力的手段
,

控制效果与控制 目标差距甚大 (这个差距有待拉平 )
,

这就是 目前农村人

口状况摆在我们面前的全部问题
。

三
、

人 口控制手段的反省和更新

为了真正达到控制目标
,

谋求一种切实可行而又极少副作用的计生手段
,

我们就必须对



目前的计生工作作一个全盘的回顾
、

筛选
、

补充
,

乃至形戍
一

套既使双方都容易接受
,

又使

计生工作人员有章可循的规范化措施
。

所以应从如下三
_

户盯着手
:

一是宣传
。

在我国这样的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上
,

把人 口生产一下子拉回到一胎化的轨道之中
,

宣传是必不可少的
。

我们的宣传工作也是声势浩大
、

煞费苦心的
。

但是
,

我们似乎并未对宣

传方法
、
口径

、

效果等等作过多少反省
:

它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 ?

无论是标语 口号还是专栏板报
,

或者讲话写文章
,

总而言之
,

我们的宣传要 点 只 有 一

个
,

那鱿 是 “ 只生一胎好
” 。

围绕这个要点
,

我们苦心孤诣地加以论证
,

说一胎化少牵累
,

不会受穷
,

说一胎化精力集中
,

易于母 子健康
,

甚至说一胎化会使夫妇双方保持年轻健美
,

总而言之
,

其乐无穷
。

到基层肴着
,

那些作计划生育的老婆婆在鼓励 毕轻夫妇们作绝育手术

时
,

也总是现身说法
,

说他们生孩子多了
,

抚养掇弄
,

吃不完的苦
,

受不完
t

均穷
,

累死累活

操不完的心… … ,

l奎那些鱼型叠鲤工必创均同i鑫奎蛋王也叁必觉 {i叠出工星勤亘
`

到底是不是生一胎就好 ? 由于我们的经济不发达
,

社会给人民尤其是洽农民提供的福利

保障有限
,

人们生男育女的最大目的是希望老有所依
。

如果全部生一胎
,

待为他们
一

长大后
,

双方父母四人加自己一个孩
,

共五 口人需要赡养
,

这无论如何是不会照顾周全的
。

还有
,

一

胎化难保不出意外
,

一胎化子女的性别构成
、

性格培养以及将来的社会分工等等都将产生许多

问题
,

这些都是十分明了的
。

我们无法解释这些问题
,

却只讲一面之词
,

当然不会为人所接受
。

目前农民对计生工作缺少正确的认识
,

以至不予配合
,

与这种宣传上的不得力不无关系
。

生一胎有缺点
,

多生更不好
,

计生工作存在国家前途与民众意愿的矛盾
,

存在整体利益与

个体利益的矛盾
,

我们应该推心置腹
、

开诚布公地把宏观上的
、

长远的利害关系向人民讲清楚
。

我们党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

在这一点上
,

我们也应该这样
。

我们为什么不实事求是地

把宣传重点放到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上
,

而一定要让他们相信这对他们 自己也有好处呢 ?

二是手段
。

上面说过
,

目前计生工作缺少得力的措施和手段
。

唯一的罚款已经作为一种最后 目的不

仅对遏止生育起不到作用
,

反而损害了这项工作的严肃性
,

并对党群关系造成不利的影响
。

那么
,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 从 1 0个固定观察点的情况来看
,

目前还没有发现一套完好

的经验
。

但是通过与农民座谈对话和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

我们还是不难找出一些比现行

政策更好的方法来
。

(一 ) 要寻求一种既能在实际上控制人 口又易于民众接受的指标方案
。

众所周知
,

目前农村名义上实行的是一胎化
,

但实际超生已近倍数
。

10 村 超 生 是 1
.

26

倍
,

平均两胎还多
。

由于要照顾少数民族和确有困难的夫妇
,

政策实际上也 己经放宽到每对

夫妇生 1
。

7个
。

再看农民意愿
。

根据 10 村抽样调查
,

1 45 个男性中青年中
,

愿意生一胎的有 4 人
,

愿 意

生 3 胎的有 21 人
,

有 1 20 人愿意只生 2 胎 ; 在 13 2个女性中青年中
,

愿生一胎的 9 人
,

愿生 3

胎的红人
。

有 12 0人愿意生 2 胎
,

这就是说
,

绝大多数的中青年人已经不愿多生
,

愿 以 2 胎

即止
。

考虑目前计生工作实际上的效果
,

也考虑农民的生育愿望
,

生育指标适度放开也许更

有实效
。

调查中
,

农民提出一种办法值得研究
,

假如第一胎是女性
,

允许生 2胎
, 2 胎不管

汇男是女
,

一律打住
,

在生 2胎时
,

中间须有间隔
。

这样作的好处是
,

第一
,

与民众愿生男

孩的意愿颇为接近
,

易于采用法律手段加以施行 ; 第二
,

与目前比起来
,

控制效果更好
。

因

6

5 4
。



为按照自然平衡原则
,

至少有一半生男孩的实行一胎化 , 第三
,

可以减少溺婴 以及减少对未

来人 口性别失调的忧虑
。

(二 ) 提倡晚婚
,

实行晚育
。

无论从人的生理或心理方面考虑
,

晚婚并没有多少优越性
,

它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推迟生

育
,

进而推迟人的更新换代
。

如果是为了这个 目的
,

我们在提倡晚婚的同时
,

最好是在晚育

上有个明确的规定
,

并加以严格执行
。

如果我们能够把结婚年龄控制在严格的法律范围内
,

又能得到一种促使他们晚几年生育的手段
,

这对减缓人 口增长是大为有益的
。

因为反正不准

多生
,

所以
,

实行晚育对于当事人来说
,

似乎不难接受
。

提倡不等于实行
。

如果有的人不愿

晚婚
,

但他们能够保证晚育
,

则可以任其自由
。

至于到底应在多大年龄上才允许生育
,

则需

要进行专门的研究
,

这里不予讨论
。

(三 ) 建设老有所养
、

病有所靠的公共福利事业
。

在农村
,

多子多福多生育的核心就是为了在生病或衰老时有人照顾
。

如果我们能够也象

城市那样
,

建立起一套完备的养老条例和设施
,

解决了农 民的后顾之忧
,

计生工 作 实 行 起

来
,

其阻力当然就会小些
。

当然
,

这需要丰厚的物质基础
,

但是
,

如果人 口得不到控制
,

我

们的经济将一直落后
,

轨利孰弊不是十分清楚的吗 ?

(四 ) 在上述各项钊 度完备之后
,

必须实行更为严厉的惩治措施
。

比较一下农村和城市的计生实绩
,

我们可以发现城市的效果比农村好得多
,

也有秩序得

多
。

为什么呢 ? 就是因为城市的惩治措施更严厉
。

城市职工超生一胎要开除出党
,

要降级
,

要在住房
、

晋级提职
、

子女入托
、

入学
、

就医等各个方面加以限制
,

有的甚至开除公职
。

这

样一来
,

多生一胎比起这些失去的东西就觉得太不合算
,

于是
,

严格的一胎化也就成了 自觉

的行动
。

城市没有农村那样的声势
,

也不象农村那样进行强制性手术
,

但成绩是实打实的
。

(五 ) 呆傻等遗传病
、

近亲结婚等应严格禁止
。

计划生育的实质有两个
,

一是控制人 口数量
,

二是提高人 口质量
。

国外在这方面早有法

律规定
,

而我国却一直漠然置之
。

根据 1 0村调查
,

近几年新生儿中呆傻儿就有 11 个
,

这是一

个较高的比例
。

(六 ) 一律以法律形式固定之
。

考察目前计生工作混乱的主要原因是政策条文不明
,

工作人员缺少依据
。

为 了 收 到 罚

款
,

工作人员软磨硬缠
,

连哄带骗
,

然而收效甚微
,

叫苦不迭
。

计划生育成为基层干部一件

最感头疼的事
。

如果我们拟就一份切实可行的措施手段
,

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

那么
,

我们的计生工作就有了一定的程序
,

有了惩治的依据
,

那就不至于象现在这样茫无头绪
。

三是保障
。

不仅要有切实可行的措施手段
,

更重要的是要有能使这些措施加以实施的保障
。

谈到保

障
,

我们就会想到法律
,

以为有了法律就万事俱备
,

可 以高枕无忧
。

其实不然
。

现在有好多

涉及法律的人和事仍不免拖延甚至听任逍遥
,

说明至少在目前
,

法律的执行者还不能作到明

镜高悬
,

惩治一切违法的行为
。

法律也需要监督
。

当计生工作纳入法律轨道之后
,

紧接着
,

我们就应该设置一套相互制约的监督程序
,

把一切逍遥于法律之外的人和事加以惩治
,

以杜

绝再生
,

真正 作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1 9 8 8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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