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多地联合“围剿”外来入
侵物种“加拿大一枝黄花”引发社会
广泛关注。

针对外来入侵物种问题，农
业农村部等 5 部委于今年初印发

《进一步加强外来物种入侵防控
工作方案》，这一方案明确要求：

到 2025 年，外来入侵物种状况基
本摸清，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基
本健全，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工
作格局基本形成，重大危害入侵
物种扩散趋势和入侵风险得到有
效遏制。

新华社发徐骏作

2021年11月30日 星期二

新闻热线：3838110

A10
编辑/吴寿南 校对/吴薇
电话：0553-3827246

国内

20多个省份密集推出激励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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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生娃还需从哪些方面发力？

基本医保关系如何转移接续？
相关办法来了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为
进一步加强基本医保关系转移接续
管理，促进参保人员基本医保待遇
连续享受。国家医保局办公室与财
政部办公厅日前联合印发《基本医
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明
确了转移接续的适用人员范围、线
上和线下申请方式、办理流程、有关
待遇衔接等。

办法保障了跨统筹地区流动人
员医保权益，明确职工医保和居民
医保参保人员因跨统筹地区就业、
户籍或常住地变动，不得重复参保
和重复享受待遇，并按照办法中的
有关规定办理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
移接续。

办法还对转移接续的待遇衔接
作出明确规定，一是职工医保参保
人在转移接续前中断缴费3个月
（含）以内的，可按转入地规定补缴
职工医保费，缴费当月即可在转入
地按规定享受待遇，中断期间的待
遇可追溯享受；二是已连续 2 年
（含）以上参保的，因就业等个人状
态变化在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间切
换参保关系，中断缴费3个月（含）
以内的，可按转入地规定补缴基本
医保费，缴费当月即可在转入地按

规定享受待遇，中断期间的待遇可
追溯享受；三是各统筹地区可根据
自身情况，对中断缴费3个月以上
的，设置不超过6个月的待遇享受
等待期。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办法强调
了职工医保缴费年限累计计算，具
体缴费年限按照各地规定执行，要
求各地不得将办理职工医保退休人
员待遇与在当地按月领取基本养老
金绑定。

此外，办法还明确要加强基本
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管理，在转
入地完成接续前，转出地应保存参
保人员信息、暂停基本医保关系，并
为其依规参保缴费和享受待遇提供
便利。转移接续完成后，转出地参
保关系自动终止。

为给参保人提供高效便捷的医
保服务，办法规定参保人可以通过线
上或线下方式申请办理基本医保关
系转移接续。转出地和转入地经办
机构均已上线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
平台，且开通转移接续业务线上办理
渠道的，申请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
平台首页下方的地方网厅入口提交
申请，也可在转入地或转出地经办机
构窗口申请。 记者彭韵佳

多地延长产假60天，有的
地方生二孩三孩买房有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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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还对产假期限分类作出规
定，明确女方生育一孩延长产假60
天，生育二孩、三孩延长产假90天。
值得注意的是，陕西省计生条例修订
草案提出，女职工生育三孩的再给予
半年奖励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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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规定，市级和县级人民政
府对依法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子女的家
庭应当建立育儿补贴制度，并适当向
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具体办法由
市级和县级人民政府制定，省级财政
可以给予适当补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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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地方对生育

家庭补贴范围较广。甘肃临泽县今年
9月出台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
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共提出发放生
育津贴、育儿补贴、保教补贴、购房补
贴等11条具体扶持措施。如对生育
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规定
在该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
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
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政府补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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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
整认为，激发生养意愿是一个需要全

社会理解并参与的系统工程，要啃下
教育、住房、医疗等“硬骨头”，切实减
轻生育多孩家庭负担。

兰州理工大学教授王里克认为，
加大托育服务供给是现阶段最为紧迫
的着力点之一，应大力鼓励和支持用
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兴办婴幼儿托育服
务机构，形成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
和临时托等多种形式的服务网络。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
超等专家建议，应推进教育公平与优
质教育资源供给，大力执行学位随机
分配原则，推动各片区间教育资源更
均匀分布；还可探索实行差异化的个
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建立从怀孕
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岁或学历教
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

专家同时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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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周闻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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