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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蔡敏 责编 陈若葵 美编 郭璐骜 责校 王琬 2023年1月30日 星期一 家庭建设 家庭周刊CHINA WOMEN’S NEWS 5
家视视界界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加强家庭领域建设系列专家谈⑥

■ 叶文振

纵观人类走过的生命周期，我们始于父母
组建的原生家庭，终结于离开自建的家庭，其间
不论是先爱后婚还是先婚后爱，对爱情的渴望
和发生，都意味着在情感上所表现出来的对原
生家庭的流出意愿和行动，而成婚则搭建了一
个不可或缺的人生桥梁，直接通往婚姻当事人
要去构建的自己的家庭，去迎接爱情的结晶或
者婚姻的生育成果——自建家庭的新成员。

这种持续很久的爱情、婚姻和生育，特别是
婚育的人生顺序，却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被
打乱和发生变化，分发出越来越多元化的模式：
如跳过婚姻，未婚先孕；意愿或非意愿推迟婚
姻，错过生育的最佳时期；停留在婚姻阶段不生
育；多次又婚又育；不婚不育等等。从这些分化
中，不论是没有婚史的单身人口在扩大、在婚姻
中逗留的时间在缩短、进入婚姻的次数在增加，
还是总和生育率和粗人口生育率在下降，都说
明关注生育，不能不关注婚姻。二者之间存在
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们再也不能把婚姻当成
既定的外生变量了，也正是婚姻的变化使得生
育支持政策缺乏落地的支撑，或者政策的人口

增长效应被削弱。
从这个角度来讲，寄予期待的生育支持

政策体系，不仅要着眼于生育从过去单一的
数量政策扩展到包括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共
同优化，生育观念和积极转变文化观念的综
合政策体系，还要突出促进整个家庭综合发
展，特别是婚姻建设和健康发展的支持。

其实，出于三个思考的逻辑，没有婚姻就可
能没有生育。第一，女性推迟进入婚姻，错过最
有生殖能力的最佳生育年龄，缩短女性的整个育
龄周期，造成对生育数量和质量的双重影响。第
二，低质量婚姻不仅降低婚内生育意愿，而且还
加大离婚直接中断生育的风险，使每一个婚姻的
生育率明显下降，过去一个稳定的婚姻高生育率
需要现在好几次婚姻才能实现。第三，高离婚率
不仅给婚生孩子的养育和教育造成一定的困难，
而且还直接破坏年轻人对婚姻的印象和态度，恐
婚、拒婚、更大时间跨度地推迟结婚、即使结婚也

信心不足，都让单身不婚主义在年轻的代际之间
蔓延，生育也就失去了婚姻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生
理、情感和社会支撑。

所以，在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建立生
育支持政策体系的精神，应该注意三个方面的深
化，一是从生育支持的政策设计前移到对婚姻支
持的社会联动，这需要对整个社会强化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新时代家庭观教育，以形成对婚姻的
正确认识、积极态度和建设高质量幸福婚姻的社
会信心。二是要结合家庭力量，一起稳定中国婚
姻，降低离婚率，尤其要让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进
入家庭生活，强化已婚男性对婚姻家庭生活的性
别责任和投入。三是解决婚姻生育中面临的挑
战，在婚姻和生育之间恢复积极的双向互动，理
想生育能提升夫妻的婚姻幸福感，婚姻质量提升
又能激发夫妻双方生育的热情，其中比较重要的
要把握好几点：

首先，降低婚姻建立和维持的成本，数字化

的婚恋公益支持平台和网络要尽快建构起来，让
年轻人用普惠，而且是零风险的方式在更多选择
中找到自己的意中人，通过廉租住房、适当的结
婚补贴等有效降低价格越来越高、明显过度市场
化的嫁娶成本。

其次，视情况减少“996”的上班时间要求，给
婚姻生活和情感互动提供更多的时间、心情和情
趣，对生育的政策支持也要更多地转化为对婚姻
稳定和质量提升的支持。鼓励生育首先是鼓励
婚姻、爱护婚姻和支持婚姻。

最后，让先进的医学防护、对症选医、医疗技
术和医保方案在更多科研资源投入下，提高综合
水平和保障力度，有效预防和降低出生残缺率、
提高生殖力和怀孕率、降低相对高龄的生育风险
率。在不破坏出生人口性别平衡的前提下，能否
帮助一些家庭和生育主体进行孕前的人为性别
选择，如已经生了一个女孩，让他们能够生一个
男孩，尤其是已经生了两个男孩，让他们如愿再

生一个女孩，既让更多的家庭实现儿女双全的幸
福生育追求，又减少因为性别的顾虑而放弃生育
更多孩子。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布的《2022 年世界人
口展望》显示，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 1.1，在
198个受调查的国家中倒数第一。而且，韩国的
生育率已经连续三年位列全球倒数第一。按照
目前的出生率，大约再过700年，韩国就会在这
个世界上“消失”。我国现在的总和生育率是
1.3，上海平均每位适龄女性只生0.7个，这种超
低的生育率水平，一方面推高老年人口的抚养
系数，另一方面加快人口负增长拐点的到来。
中国目前已经出现人口负增长，还有学者预测，
到2050年我国人口将减少到12.64亿，2100年将
继续降至 6.85 亿。与此同时，还可能有越来越
多的家庭在成年孩子不结婚不生育的躺平中走
向不可持续。

面对这样的人口和家庭情势，在婚姻和生育
问题上也需要倡导一种家国情怀，在尊重个人选
择的前提下，强化年轻人积极的婚姻和生育态度
与行动。

（作者系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女子
学院特聘教授）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兔年新春，街头巷尾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气
氛，远在他乡的游子回到亲人身边。团圆，是春节永恒的主题。在经历了三年的疫情防控之后，今年春节，亲人们团聚，围
坐在一起吃上一顿和和美美的年夜饭，尽享天伦之乐，无疑又有了一番特别的意义！

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亿万家庭迎来了党的二十大。党的二十大为新时代家庭建设指明了方向，激励着我们身边千
千万万个家庭把家庭梦融入到中国梦、民族梦之中，自觉践行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家庭观，让
建设好家庭、涵养好家教、弘扬好家风作为共同的价值追求，成为引领子孙后代崇德向善不可或缺且至关重要的精神力量。

值此新春佳节之际，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回访了2022年度《家庭》周刊推出的五户当代家庭典范，在这个欢乐祥和
的节日里，倾听他们的新年愿望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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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庭 档 案：
李东海家庭被推选为全国最美家庭。李东海在部队服役15年，

转业后回到家乡。2009年，他拿出全部积蓄创办家庭式红色博物馆
——河南省西平县复兴博物馆，无偿对社会开放，宣传爱党爱国主旋
律，讲述红色革命故事。

■ 讲述人：李东海

■ 执笔：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
2022年，对我们全家来说是难忘的一年，催人奋进的一年。这一

年，我们全家不仅收到了全国最美家庭证书和奖杯，我个人也被评为全
国“平安之星”；河南省驻马店红色文化艺术交流研究会西平分会授牌
仪式在复兴博物馆举行，复兴博物馆成为西平县廉政教育基地……在
各级党委、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帮助指导下，复兴博物馆前行的道路越来
越宽广，已成为豫南地区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网红”打卡地。

回首复兴博物馆的创办经历，收藏品从一件到六万余件，展厅从
500多平方米到1500多平方米，汇聚了我50多年来收藏的红色文
物资料，无偿对社会开放，宣传爱党爱国主旋律，讲述红色革命故事，
为赓续红色血脉、培育青少年核心价值观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
社会上引起了良好的反响。

结束了三年的疫情防控，在这个新春佳节，我们重新迎来了万家
团圆的时刻，心情无比喜悦。新的一年，我们全家有新的期待，在组
织的关怀和社会的支持下，我们会竭尽全力克服复兴博物馆发展中
的一些困难，立足馆藏革命文物和红色藏品，继续讲好红色故事，弘
扬红色文化，守护好这片红色宝藏，传承红色思想，为祖国建设发展
贡献一份微薄之力，这就是我们全家人最大的新年愿望。

明天的中国，力量源于团结。我们相信，在这美好的新时代，复
兴博物馆的明天会越来越好，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祝福祖
国，祝福未来！

家 庭 档 案：
山西省高平市寺庄镇伯方村普通农村妇女毕腊英继承父亲遗志，30

多年靠喂猪设立了教育基金、奖励基金、助学基金，累计捐资50余万元，
奖励、资助学生千余名。毕腊英也因其助学善举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获
得全国文明家庭等荣誉。勤俭持家，吃亏是福，感恩社会，多做善事。毕
腊英用行动将家训刻在生命里，也让它在一代一代传承中发扬光大。

讲述人：毕腊英
执笔：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姜军旗

去年十月从北京参加党的二十大归来，我就忙于在高平、晋城等地宣
讲党二十大精神。不久前，在寺庄镇釜山村的现代农业智慧大棚里，我通
过拉家常的方式，向村民讲解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等内容，对于报告中涉及的有
关农村农业的好政策，村民们十分拥护，我也特别开心。

2017年猪场关闭后，我和老伴仍然靠种地、打工，坚持资助贫困学
生。经历了三年疫情，防控政策有了调整，“回家”成了很多人最大的心
愿。兔年春节，在县城上班的女儿女婿也回来了，家人一起洒扫庭除、置
办年货、下厨烹调、有说有笑，一家人聚在一起吃团圆饭，真是幸福感满
满。其实，一家老小都不在乎吃什么，现在生活富裕了，平时比以前过年
吃得都好，在饮食上天天都算是过年了，阖家团圆，享受的是家和万事兴
带给我们的天伦之乐，是浓浓的亲情和爱意，相信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高平市委组织部最近派人和我商量，希望把猪场、磨坊改造成“党性
教育基地”，我觉得这个设想非常好。我和老伴准备春节之后就付诸行
动，只留下吃饭、睡觉的地方，其余的都腾出来，无偿提供给市里用作教育
基地，希望通过自己的助学经历，让更多的人关注农村孩子的教育问题。

新的一年，我还要继续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并贯彻落实。作为高平
市妇联兼职副主席，我会一直坚持参加巾帼志愿服务活动，照顾孤寡老
人，在学校当义务辅导员，为村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家 庭 档 案：
冬奥冠军范可新幼年家境贫寒，但父母勤劳、坚韧、务实、乐观，家庭

和睦温馨，正是这种家风造就了范可新面对任何困难时，不服输、懂感恩、
有担当的品格。而亲人们“全家会陪你一直走下去”的信念，支撑她克服
困难，鼓励她以对事业的热爱和对祖国的感恩之情创造辉煌。

讲述人：范可新
执笔：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贾莹莹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一句很火的话：“故乡只有冬，再无春夏秋。”这
是每一位在外的游子对故乡表达的浓浓的思念之情。

但对我们冬季运动员来说，过年正是我们紧张备战的时候，几乎都在
国外比赛，除夕、大年初几这些概念对我们来说只是普通的训练日和比赛
日。只有在四月队里放假时，才能踏上回乡的路。父母会在4月包饺子、
放鞭炮，补足迟到的“过年仪式感”。对他们来说，只有我回家的时候，才
是真正意义上的“年”。能陪伴家人的时光也显得格外的珍贵。

2022年是颇有收获的一年，我终于圆了期盼已久的奥运金牌梦。所
以，兔年新春，终于可以“正正经经”地回家过年了，这是一个久违的团圆
年，对我和家人都显得格外的珍贵。我心里既有些小小的紧张，但更充满
了兴奋、喜悦、满足和幸福。如果说我当下所在的城市是热血奋斗的主
场，那么家就是永远的心灵港湾。这个春节，我们全家人都尽情享受着这
难得的团圆时光！

家是每个人心中最温暖的地方，祝愿每个家庭都团圆美满！

家 庭 档 案：
“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植是我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他近70年

如一日，以共产党人的信念书写了一名中国刑警的传奇，被誉为中国的
“福尔摩斯”。他注重言传身教，把三个儿子培养成了人民警察。始于初
心，成于坚守，崔道植把对党忠诚植入家庭家教家风之中。

讲述人：崔道植
执笔：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贾莹莹

今年春节，是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之后的第一个春节。八方游子踏
上归途，共赴团圆，更加多了一份安心、踏实与轻松。

全家人齐聚一堂，互诉衷肠，展望未来，洋溢在幸福氛围之中，内心无
比喜悦与激动。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离不开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公
安民警、党员干部等群体披星戴月般的无私奉献，也离不开万千家庭的相
互配合与共同努力，我们心怀感恩，珍惜亲人，认真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
精神，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将生活、工作与党和国家的事业紧密联系
起来，厚植家国情怀、重言传、重身教，做到爱岗敬业、乐善好施，努力以实
际行动为国家谋贡献，为社会献力量，为子女做表率。

值此兔年新春之际，我们全家衷心祝党和国家繁荣昌盛，社会物阜民
丰，家庭团结温馨，愿每一位家庭成员心连心、手牵手，怀着对未来的美好
向往，见证祖国更美好的明天。

家 庭 档 案：
92岁的杨菊蓉被人们称为“毛线奶奶”，她从2016年起至今已为

困境儿童织了400多件衣物。有着65年党龄的她也因此荣登呼和浩
特市文明办评选的“青城好人榜”。在老人的感召下，呼和浩特市小
丽志愿者爱心公益服务团也组建了爱心编织团队，把“毛线奶奶”这
份爱传递下去。

■ 讲述人：杨菊蓉

■ 执笔：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永钦
过了这个春节，我93岁了！好多认识我的人都说我90多岁了，

耳不聋、眼不花、走路腿脚好，每天还能织毛衣，夸我身体好。其实，
我这么大年纪身体能硬硬朗朗的，多亏了有一个孝顺儿子多年来一
直悉心照料。儿子已经退休了，现在每天主要的事情就是照顾我，衣
食住行都安排得妥妥帖帖的，我无忧无虑，心情自然好。为了方便我
出去遛弯、呼吸新鲜空气、接地气，夏天儿子就特意在呼和浩特市郊
外的榆林镇租一处院子，天天陪我到处走走看看；天气一冷，我们母
子俩就搬回市里的楼房住，年年如此。我经常和人说，儿子孝顺是我
最大的福气！

现在，织毛衣、帽子、手套依然是我最大的乐趣，攒多了，志愿者
就来拿走送给那些有需要的孩子们。看到孩子们穿戴上我织的衣
物，身上暖和、笑得开心，我打心底里高兴，感觉自己对社会还有用，
很有成就感，也就更有动力把这件事情一直做下去。

这个春节，孩子们虽然没有回来过年，但一家人互相都非常惦
念，年三十，家人通过视频给了我这个“老寿星”满满的祝福，互相问
候、闲话家常，祈盼人人身体健康、心情愉悦，和和美美、其乐融融，团
团圆圆的快乐氛围穿过屏幕环绕着我们。我觉得，一家人的心只要
在一起，无论身处何地，亲情都在，团圆，其实是心的感觉！

新的一年，我要只争朝夕，继续为孩子们多织些衣服、围巾、帽
子。祝愿孩子们能快乐长大，祝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美满！

河南省驻马店市李东海家庭：

继续讲好红色故事
守护好这片红色宝藏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杨菊蓉家庭：

“新的一年，要只争朝夕”

山西省高平市毕腊英家庭：

支持“党性教育基地”建设
希望更多人关注教育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崔道植家庭：

厚植家国情怀 祖国明天更美好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范可新家庭：

久违的团圆年对我和家人格外珍贵

阖家同欢庆 团圆共此时

▲李东海一家在复兴博物馆前合影

▲杨菊蓉和儿子

▲退休后崔道植将实验器材搬到家

▲范可新和家人在一起

▲毕腊英全家福

本报新春回访，倾听这些家庭的美好憧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