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闽卫督函〔2023〕41 号

答复类别：B 类

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第 1081 号建议的答复

林志国代表：

《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新时代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建议》

（第 1081 号)由我单位会同省税务局、人社厅、住建厅、财政厅

办理。现将有关情况汇总答复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建立健全生育政策支持体系。我省出台《关于优化生

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鼓励有条件的地方

对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每月予以一定补助。落实 3 岁以下婴幼

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全省（不含厦门）共 179769

名纳税人申报享受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政策。支持放宽或取消认定普通住房的面积限制，支持刚需和改

善性住房需求，2015 年，省住建厅联合财政厅、金融办制定出台

《关于稳定住房消费支持刚性住房需求的若干意见》，明确“除

购买别墅外，个人购买首套房、首改房（含一手房和二手房），

不论其面积大小，均可享受首套房有关优惠政策。个人购买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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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后，再次购买房屋，除增加住房面积、增加电梯功能、改善地

段等级、购买‘学区房’等情形认定为首改房外，所购房屋属于

旧房换新房、家庭成员上班距离及子女上学距离变近、居住环境

有所改善，均认定为首改房”。

（二）增设“育儿假”。配合修订《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

条例》，推动育儿假从鼓励引导变为刚性约束。为推动《条例》

准确有效实施，省卫健委及时就育儿假作如下解答：“符合《福

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生育子女的夫妻，在其子女满三周岁

之前，夫妻双方每年（从子女出生之日起按照周年计算）各享受

十天育儿假，育儿假不包含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育儿假的

期限不按照子女数量叠加享受。夫妻双方每年享受的育儿假应当

在当年内使用，不能结转到下一年使用，可以一次性使用，也可

以分次使用。育儿假期间，工资、福利待遇不变，不影响晋升”。

同时，将该解答在省卫健委官网等媒体发布，通知各市（县、区）

卫健部门，帮助群众解疑释惑；对部分群众反映育儿假落实问题，

均及时协调地方推动解决。

（三）加快发展普惠托育服务。省委、省政府将 3 岁以下婴

幼儿照护服务纳入 2022 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加大投入力度，安

排 15000 万元，当年建成 237 个托育机构、20561 个普惠性托位，

形成了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较好地满足人

民群众对普惠托育服务的需求。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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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2022 学年全省各地幼儿园共举办托班 483 个、招收婴幼儿

6983 人。2023 年，省委、省政府继续将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

务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投入 10000 万元，拟建设 10000 个托位。

省卫健委积极开展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和全国爱心托

育用人单位创建活动，厦门市被评为第一批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

示范城市。

二、下一步工作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吸纳您的建议，立足本职、积极作为，

努力落实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让人民群众满意。

（一）加快建立完善积极生育政策体系。做好《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宣传贯彻工作，推动三孩生育

政策及其配套措施取得更大成效，促进福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根据我省实际，草拟制定福建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

的若干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市、县（区）结合当地人口形势和财

政承受能力等，对生育二孩和三孩的家庭试行递进式生育津贴、

托育津贴、教育补贴、购房补助等，加快建立完善积极生育政策

体系。深入贯彻实施《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和《福建省

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结合实际完善假期用工成本合理分担机

制，进一步明确督促指导用人单位落实职工生育假、育儿假等相

关待遇和女职工劳动保护有关规定，切实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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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将完善普惠托育作为解决群

众“想生不敢生”的堵点、难点，积极争取各级财政加大普惠托

育投入，进一步激发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发展普惠性托育服

务，在降低机构建设、运营成本上下功夫，推动建设一批方便可

及、价格可接受、质量有保障的托育机构。深化医育结合，依托

妇幼专业机构，组建婴幼儿照护服务保育专家组，探索开展“医

园家”一体化照护模式。大力开展省级示范托育机构创建活动，

2023 年在全省评选一批高品质示范托育机构，示范引领带动提高

我省整体托育服务水平。用好用足国家和省里在“一老一小”方

面的政策红利，在降低托育机构运营成本上下功夫、做文章，指

导帮助机构科学选点、建设、运营等，降低经营风险，鼓励、引

导国有企业参与普惠托位建设，支持鼓励街道、社区将公共用房

用于普惠性托育，协调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切实解决托育所

需用地用房问题。同时，积极争取省里相关部门支持，探索开展

合规普惠制托育机构“入托生均补贴”试点工作，确保普惠托育

可持续性。

（三）持续优化生育友好的就业环境。推动用人单位将帮助

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相关措施纳入集体合同和女职工权益

保护专项集体合同条款。鼓励用人单位结合生产和工作实际，通

过与职工协商，或开展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或女职工权益保

护专项集体合同，确定有利于照顾婴幼儿的灵活休假和弹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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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为有接送子女上下学、照顾生病或居家子女等需求的职工

提供工作便利，帮助职工解决育儿困难。推动企业、生产基地为

因生育中断就业的女性提供灵活就业的岗位，助力女性兼顾家庭

与工作。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开展生育友好工作先进单位表彰

活动，将关爱母婴相关内容纳入文明城市、文明单位测评体系。

（四）加强调查研究。因税权高度集中在中央，地方无权自

行出台税收优惠政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

地方亦无权出台缓缴、减免社会保险费的政策。对以上问题，我

们将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并积极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代表有关

建议，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在税费优惠、减免、社保补贴等方面出

台惠民政策，为三孩政策实施创造更加良好的政策环境。

感谢您对卫生健康事业的关心与支持！

领导署名：杨闽红

联 系 人：姜邦琳

联系电话：0591－87275165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 4 月 13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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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

员会，龙岩市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办公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