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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0 日，佛山市南海区 32
岁的村民关德芝拿着一张纸，有点
烦。她刚生了第二个儿子，本来是
件大喜事，计生人员却带来了一张

《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告诉他
们要交超生罚款，一共是 14 万元，
否则孩子就上不了户口。家里经济
条件一般，这相当于全家辛苦四五
年的全部收入。

根据《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
条例》，关德芝违反了“一胎半”政
策，简而言之，只有当她头胎生的是
女孩，才能再生第二胎，否则就算超
生，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

关德芝如果知道山西翼城这个
小县城，恐怕心里会挺不是滋味。

在这个晋南小城，农村人可以
正大光明地生二胎。当地计生政策
规定：在“晚婚晚育加间隔”的前提
下，农村妇女只要不早于24岁生育
第一胎、不早于 28 岁生育第二胎，
便符合计划生育政策。

这一试点从1985年7月开始实
施，已执行了整整28年。翼城也因
此被称为中国首个“人口特区”。

放开“二胎”后，翼城各个时期
的各项人口指标一直优于全国——
1982 年至 2000 年，全国人口增长
25.5%，翼城县仅增长 20.7%；另一
个重要的人口统计指标——出生性
别比，全国为 117.8，翼城为 106．
1。2000 年到 2010 年，山西省人口
增 长 率 为 9.98% ，年 均 增 长 率
0.96%；翼城县人口增长率 2.71%，
年均增长率0.27%。翼城发生了什
么？

山西翼城试点““二胎二胎””政策政策2828年年，，不仅实现不仅实现““少生一代人少生一代人””
而且人口结构而且人口结构、、生育观念也都日趋科学生育观念也都日趋科学

““二胎二胎””试点试点““农村包围城市农村包围城市”？”？

山西翼城计生人员车月莲的记录本
上，1991年西贺水村人口负增长。

“所有人都傻了。我当时反复问了
几次，以为是听错了。”1985年7月，冯才
山在翼城县龙华镇当党委书记兼镇长，
收到“允许二胎”的上级命令时，懵了。

那时正是全国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最
严的“扎口袋”时期。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
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
团员的公开信》下发，“为了争取在本世
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十二亿以
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
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在冯才山所在的中国基层干部眼
里，“提倡”被解读为“只准”。

“中央说了提倡只生一个，可没有说
允许生两个嘛！”冯才山介绍，当时翼城
全县从城市到农村，都要求严格执行“只
生一个好”，为了做表率，县上的许多干
部、党员家庭，都带头做了绝育手术，其
中也包括冯才山的妻子。

即便这样，老百姓也并不乐意。“翼
城是农业县，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家里
孩子少，尤其是男孩少，老了连地都种不
上，虽然有 20 多支手术队天天下乡排
查，给老百姓做上环、结扎、绝育，大家还
是想着法子偷着生，计划生育政策执行
效果并不好。”到1985年，翼城县还基本
上找不到独生子女户。

◆“扎口袋”效果不彰

在计划生育执行最严格的
时候突然“松口子”，让整个翼城
无法想象。事后他们才知道，翼
城成了全国的“人口特区”。而
这个“人口特区”的倡导者，是当
时在山西省委党校工作的梁中
堂教授。

根据“到 2000 年把中国人
口总数控制在 12 亿以内”的目
标，梁中堂提出了自己的人口模
型：“我对实行只准生一个和允
许 70%的妇女生两个，实行晚
婚晚育和延长二胎生育间隔的
办法分别进行了预测和分析。
我认为后者才是可能被农民普
遍接受的好政策。”

所谓“晚婚晚育加间隔”，
是指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

孩子的基础上，农村男女青年
在《婚姻法》法定年龄后 3 年
结婚初育者，可以在妇女 30岁
左右时生第二胎。

1984年春节前后，梁中堂
向有关部门提交的报告。这篇
报告随即被转到计生委，计生
委政策研究处工作的张晓彤和
中国人口情报中心的马瀛通在
此基础上给国务院写了题为
《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
问题》的研究报告。

1985年春节，梁中堂再次
上书，希望在个别县试点他的
方案。国家计生委将报告批转
到了山西省。

1985 年 7 月，经山西省
委、省政府同意，最终确定在

翼城开展试点。
这个选择是有原因的：翼

城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它是
全国计生工作先进县，干部工
作得力；当时全县人口 26 万，
恰好是山西总人口的1%，按照
梁中堂的测算，2000年总人口
可以控制在 300331人，恰好接
近中央下达给山西省人口目标
3000万的1%，具有标本意义。

25年后的 2010年，全国第
六次人口普查“大考”，翼城交
出了满意的答卷：2000年，全
国人口达到 12.7 亿人，超标
7000万人，误差6%；而翼城全
县人口为 303258 人，误差仅
1%。

◆ 试点25年精确达标

1990 年至 2002 年，冯才山
担任翼城县计生委主任，是翼城
模式的践行者，也见证了翼城人
口政策试点的成功。

在王庄乡北丁村，告老还乡
的冯才山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他和老伴住在一个普通的四合
院里，种白菜、刀豆、茄子，和邻
居们一样，自给自足。和老乡们
唯一不同的，是他客厅里满满两
书架的人口论著、翼城年鉴。

冯才山介绍，1985年施行的
“二胎”政策，要求女方达到 23
周岁晚婚年龄、生头胎时达到24
岁晚育年龄，间隔 6年、达到 30
周岁就有权生育二胎。2009年，
翼城的 30岁年限提前到 28岁；
目前基本放开了生育间隔年限。

车月莲是南梁镇西贺水村
的老计生信息员，今年 67 岁。
从 1970年开始负责该村计生和

村医工作至今，全村 1962人，一
小半是由她接生的。

对于西贺水村执行“二胎”
政策前后的变化，车月莲如数家
珍：“1980年是执行‘一胎’最严
格的时候，但全村也只有 17 对
夫妻只生了一胎，违反计划生育
的罚了十多家，有些因为实在没
钱、罚不到。而实行‘二胎’政策
后，全村即使偶尔有被罚的，也
是因为提前生育；至于生三孩的
家庭，28年来一家都没有。目前
全村共有 464户人家，其中二胎
户有 300 多户（含双女孩户 48
户）。”“政策更加人性化，得到群
众的拥护，干部的工作也好做
了。妇女的头胎生育年龄从 18
岁推迟到 23岁，延迟 5年，达到
了‘百年少生一代人’的实际目
标。”

在一本陈旧的笔记上，车月

莲记录了从1986年到1998年间
的全村生育情况。记者一页页
翻看，发现人口自然增长率从
9％。一路降到最低的 3.5％。。
1991 年、1992 年甚至出现人口
负增长。另一本后续记录里，则
有本世纪以来的人口出生死亡
数据，全村人口继续保持着稳定
的发展水平。

而在城区执行“一胎”、农村
执行“一胎半”政策的广东佛山
南海区，2012年的户籍人口自然
增长率是4.94％。。

作为一个“老计生”，冯才山
甚至预测：“时至今日，翼城‘两
晚一间隔’也不需要了，只要严
格禁生第三胎，就不会出问题。”

但冯才山没有想到的是，
“三不”原则一执行就是 28 年。
“成效这么好的政策，为什么至
今仍在试点？”

◆“人口特区”至今“试点”

冯才山如此总结翼城“二
胎”28年的变化：“‘两晚加间隔’
的二胎政策，让翼城农民从‘要
我计划生育’转变为‘我要计划
生育’。以前提倡生一胎的时
候，基本找不到愿意只生一胎的
家庭，现在主动选择一胎的家庭
却来越多；计划生育刚推行的时
候，三孩屡禁不止，现在则是凤
毛麟角。当初的设想现在已变
成了现实——‘晚生晚育’、‘少
生优育’、‘生男生女都一样’。”

“现在人们的观念大不一样
了！”生了两个女孩的西贺水村
村长张长江已经 50 开外，他对
自己的两个闺女视如珍宝。

翼城人生活环境和价值观、
生育观的改变，让“二胎”政策水
到渠成。在与村民、市民的探讨
中，记者总结出大家主动选择

“二胎”乃至“一胎”的原因——
首先是对“男丁”的追求不

再执著。依靠徒手劳动的年代
已经一去不返，地处平原的翼城

乡村，耕作基本实现半机械化，
“女人一样可以种田。”过去担
水、挑柴等粗重家务，也被自来
水、车辆运输取代。

其次，是养儿育女的经济压
力“倒逼”想多生的家庭越来越
少。绝大多数家庭都觉得，养育
两个孩子已经是家庭经济能力
的上限，但在翼城，很有钱的生
意人也不愿意养 3 个孩子。“因
为太费心。”翼城计生委的一位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 人口观念的巨大转变

在翼城调查期间，记者发现
一个有趣的现象——相比执行

“二胎”政策的农村，城市的
“一胎”政策贯彻却并不那么成
功。知情人透露，翼城城乡生二
胎比例其实差别不大，城里人不
准生二胎，就“找办法生”。

在翼城市政府对面，是翼城
市区最大的小学——北关小学，
下午，学生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放
学。家长们等着孩子解散回家。
闲聊中，家长韩苏娟告诉记者，
翼城家庭很多实际上都生了两
胎，“这些走出来的娃娃，大多
数都是有兄弟姐妹的！”

“没‘关系’的交超生罚
款，有‘关系’的就花钱搞二胎
指标，大概 2 万元就能搞到一
个，就算纳入‘计划内生育’。”
一位知道内情的人士透露。

市民老张便是这样一位搞到
指标的父亲。大儿子已经高二，
小儿子在小学五年级。“当时想
着生一个闺女，没想到老二还是
儿子，家庭压力一下子大了不
少。但还是两个孩子好，失独家
庭太可怕了，两个孩子毕竟‘双
保险’。此外，两个孩子照顾两
个老人，将来也能分担压力。”

◆ 翼城也有
“一胎”政策

相比外地，翼城的“双女孩”
率、单女孩率比例也很高。“女儿
也是传户人”的概念已深入人
心。对女儿的喜爱，甚至超过诸
多经济发达城市。

据悉，早在2006年，翼城县6
万多户家庭中，就有 15%是双女
孩户，其中4000多户招了上门女
婿。有趣的是，翼城现任主管计
划生育的副县长，就是“上门女
婿”，“孩子跟妈妈姓妈妈姓，，或者两个孩或者两个孩
子一个跟爹姓子一个跟爹姓、、一个跟妈姓一个跟妈姓，，这在这在
翼城来说太普遍了翼城来说太普遍了。”。”计生委一位计生委一位
工作人员介绍工作人员介绍。。

翼城县计生局翼城县计生局 20122012 年统计年统计
数据显示数据显示，，翼城农村家庭的一胎翼城农村家庭的一胎
率高达率高达 4242%%，，其中有不少是女其中有不少是女
孩孩。。截至截至 20132013年年 1010月月，，翼城翼城（（包包
括城市和农村括城市和农村））有独生子女家庭有独生子女家庭
90219021户户，，独女家庭独女家庭49804980户户。。

西贺水村隔壁中卫乡的人望
村，已经成为鼎鼎有名的“驸马
村”。据介绍，全村200多户家庭
中，双女孩户超过四成，独女孩户
也有几十户，招上门女婿已蔚然
成风。“很多本地男娃也愿意当

‘倒插门’，可以省大笔结婚费用，
至于孩子跟谁姓，大家都不怎么
在乎！”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