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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
激励机制需要把握哪些重点

金融监管总局

大 力 发 展 商 业
保险年金

海南

规 范 建 筑 垃 圾 治 理
违规最高可罚款 100万元

余华英拐卖儿童发回重审案

一审宣判 判处余华英死刑

近日，山西省翼城县公安局北关派出所组织民辅警深入辖区翼城中学建筑工地开展流动务工人员信息登记和消
防安全防范检查工作。

法治日报全媒体通讯员 苏宏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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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10 月 25 日 电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指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
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
社会。”这一重大部署是以人口高
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任务
的必然要求，是以应对老龄化、少
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的
实践抓手，目标是提高生育意愿
和生育率，努力保持适度人口规
模，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针 对 人 口
发展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党中
央科学研判，及时调整优化生育
政 策 。 党 的 十 八 届 三 中 全 会 决
定 启 动 实 施 一 方 是 独 生 子 女 的
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党
的 十 八 届 五 中 全 会 决 定 全 面 实
施 一 对 夫 妇 可 以 生 育 两 个 孩 子
的 政 策 ；2021 年 中 共 中 央 、国 务
院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
人 口 长 期 均 衡 发 展 的 决 定》，开
始 实 施 三 孩 生 育 政 策 及 配 套 支
持 措 施 。 这 一 系 列 促 进 人 口 长
期均衡发展的重大决策，在完善

生育政策的同时，促进形成了生
育 支 持 政 策 体 系 和 激 励 机 制 。
进 一 步 完 善 生 育 支 持 政 策 体 系
和 激 励 机 制 ，并 予 更 好 贯 彻 落
实，需要把握以下重点。

第 一 ，在 推 进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面临新的人口环境和条件下，人
口工作应该转向重视采用引导和
激励的办法。在长期处于低生育
水平的情况下，2022 年以来，我国
人口发展已经进入减量阶段，同
时进入以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
过 14% 为 标 志 的 中 度 老 龄 化 社
会。因此，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
人口规模，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
必然要求。从国际经验来看，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生
育率下降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
而从低生育水平回升到更可持续
水平，通常会遇到诸多难点和堵
点。努力消除各种妨碍生育率回
升的障碍，需要家庭的生育意愿
和社会目标逐渐趋于一致，这就
要求工作中更加注重利益引导，
加大激励力度，加大支持政策措
施 的 含 金 量 ，有 效 降 低 生 育 、养

育 、教 育 的 直 接 成 本 和 后 顾 之
忧。同时，这也使促进人口高质
量发展要求与在发展中保障和改
善民生的要求之间，形成目标和
手段都一致的相互促进关系。

第 二 ，以 系 统 观 念 认 识 人 口
本身及其变化规律，健全覆盖全
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
系。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多样且
复杂，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
工作涉及面很广，要求这项工作
的推进具有系统观念，按照全局
性和综合性的要求拓展工作思路
的深度和工作领域的广度。具体
来说，要树立“大人口观”、全人群
和全生命周期观念，推进生育支
持和激励措施与强化就业优先政
策、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施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等
实现有机结合。实施中注重提高
系统性、协同性和实效性，把推动
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作为行动要
求、纳入成效检验。

第三，按照全人群、全生命周
期的覆盖要求及顺序，围绕降低

“三育”成本，认真落实《决定》部

署的一系列举措。一是建立生育
补贴制度，在目前各地普遍做法
的基础上，整合各种补贴形式，逐
步提高补贴水平，并且与生育保
险覆盖范围的扩大协同推进，形
成广泛覆盖的家庭育儿支持基本
制度，提高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公共化水平。二是提高基本生育
和儿童医疗公共服务水平，提升
生 育 全 程 基 本 医 疗 保 健 服 务 能
力，扩大辅助生殖技术服务资源，
完善母婴健康、生殖健康和儿童
健康服务体系。三是完善生育休
假制度，包括制定产假、育儿假、
陪护假、哺乳假法规和管理办法，
创造育儿友好的就业环境。四是
加大个税抵扣力度，具体办法可
以从提高抵扣的照护婴幼儿年龄
和提高抵扣比例两方面着手。五
是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
增加普惠性服务的战略性投入，
加大对家庭婴幼儿照护支持和早
期发展指导，完善家庭育儿支持
服务体系，支持用人单位办托、社
区嵌入式托育、家庭托育点等多
种模式发展。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李延霞 张千千）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23 日对外发布《关于大力发
展商业保险年金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推动商
业保险年金业务发展、加强监管的相关举措。

商业保险年金是对保险公司开发的第三支
柱产品的统称。通知明确了商业保险年金的概
念，即商业保险公司开发的具有养老风险管理、
长期资金稳健积累等功能的产品，包括符合条
件的年金保险、两全保险、商业养老金等。

通知明确，大力发展各类养老年金保险，保
险公司要发挥补充养老保障作用，持续提升客
户全生命周期养老风险评估、养老金规划和管
理等服务水平，丰富年金领取方式和期限，加强
与基本养老保险的衔接。同时支持保险公司探
索开发保障功能较强、经营成本可控、收益水平
与客户风险偏好相匹配的其他年金保险和两全
保险产品。

通 知 称 ，进 一 步 扩 大 商 业 养 老 金 业 务 试
点。按照“成熟一家，开展一家”的原则，支持更
多符合条件的养老保险公司参与商业养老金业
务，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延长试点期限，扩
大试点区域。

通知称，稳步推进商业保险年金业务守正
创新。择优确定资本实力较强、合规审慎经营
的保险公司，按照简明易懂、投保便捷、期限适
当、安全稳健的原则，创设兼具养老风险保障和
财富管理功能、适合广泛人群购买的商业保险
年金新型产品。

通知要求建立健全监管制度体系，研究制
定符合商业保险年金新型产品业务特点和风险
管理要求的监管规则，推动业务平稳健康发展。

新华社北京电 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 22 日
宣布，因青岛西海岸和天津津门虎俱乐部“影响
了正常的竞赛运行秩序”，对其加以处罚。

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在公告中表示，青岛
西海岸俱乐部队在 10 月 19 日客场与长春亚泰
队的中超比赛开始之前，“未按规定时间离开球
队休息室进入比赛场地，导致比赛开球时间延
误，影响了正常的竞赛运行秩序”。该俱乐部因
此被罚款人民币 4 万元。

另一则公告中写道，天津津门虎队在 18 日
客场与山东泰山队的比赛前，“未按规定时间抵
达比赛体育场，影响了正常的竞赛运行秩序”。
该俱乐部因此被予以通报批评。

新华社海口电（记者 陈凯姿）记者从 24 日
举行的海南省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海南省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将于 11 月 1 日起
正式施行，对违规行为最高可处 100 万元罚款。

为提升建筑垃圾治理水平，海南于今年出
台了建筑垃圾有关管理规定。该规定明确，对
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提出源头减量和综
合利用具体要求；对建筑垃圾的运输和处置提
出强制性要求，同时针对性提出居民装饰装修
房屋、村（居）民自建房屋排放建筑垃圾要求，并
规定了处理方式。此外，规定还要求建立建筑
垃圾管理服务信息平台，对建筑垃圾产生、运输
和利用处置实施电子“三联单”全过程信息化闭
环管理。

记者了解到，该规定还更加具体地明确了
施工、运输、消纳设施和场所运营单位等主体的
责任与义务，对单位“非指定场地倾倒、抛撒或
者堆放建筑垃圾的”，最高可处 100 万元罚款。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王鹏表示，
该规定的实施将有力推动海南建筑垃圾规范化
治理，为提升建筑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水平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中国足协

处罚青岛西海岸和
天津津门虎俱乐部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 汪军）10
月 25 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
重审的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
罪一案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余华
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
财产。

在 一 审 庭 审 中 ，贵 阳 市 人 民

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余华英为谋
取 非 法 利 益 ，自 1993 年 至 2003
年期间伙同龚某某（已故）、王某
某（另案处理），在贵州、云南、重
庆等地流窜，物色合适的儿童进
行 拐 卖 ，余 华 英 共 拐 卖 17 名 儿
童。公诉机关提请以拐卖儿童罪
追 究 余 华 英 的 刑 事 责 任 。 庭 审
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

告人余华英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
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
分发表了意见，余华英进行了最
后陈述。

2023 年 7 月 ，贵 阳 中 院 开 庭
审理被告人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同
年 9 月，贵阳中院公开宣判，对被
告人余华英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法院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余华英于 1993 年至 1996
年期间伙同龚某某（已故）为牟取
非法利益，在贵州省、重庆市等地
流窜，物色合适的孩童进行拐卖，
得手后二人将被拐儿童带至河北
省 邯 郸 市 ，通 过 王 某 某（另 案 处
理）、杨某某（另案处理）介绍，寻找
收买人进行买卖，以此获利，其间
共拐卖儿童 11 名。被告人余华英
当庭表示上诉。

2023 年 11 月，贵州省高院依
法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余华英拐
卖儿童案。2024 年 1 月，贵州省
高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作出二
审裁定，发回重审，法院认为，原判
遗漏原审被告人余华英其他拐卖
儿童的犯罪事实，部分事实不清
楚，为查清上诉人余华英全部犯罪
事实，应予重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