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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 域 晨 曦 》 照 亮 藏 区 的 希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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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新家庭计划——西藏和四省藏区优生优育项目出版物《雪域晨曦》于2012年3月正式
刊印。该书由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项目指导单位云南省健康与发展研究会、各项
目实施机构共同完成出版。得到了国家各部委、社会的广泛关注。该书对项目实施情况、
藏区优生优育现状和思考，未来的发展思路等进行了系统分析和介绍。

 

   以下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李斌主任撰写的序言：

 

希望香格里拉

   远在世界东方崇山峻岭之中永恒和平宁静的藏区，金字塔般的雪峰、湛蓝色的湖泊、
宽阔的草甸，金碧辉煌的寺庙；人与大自然和谐相生，多种宗教并存，多个民族共处，人
们不分种族、男女、宗教，共同在那里生息繁衍、世代更替⋯⋯那不只是一片景观，也是
一种意境——这是詹姆斯�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

 

    大致相同的美丽奇特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民俗文化环境，使西起西藏林芝，东至四川
泸定，北到四川若尔盖，南及云南丽江的广大地域形成“香格里拉文化圈”。泛义上的香
格里拉区域，涵盖云南省丽江市、迪庆藏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市，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和林芝地区
共9个地州市82个县（区市)，方圆61万平方公里，养育着各民族人口约1200万，分别约占全
国国土面积1/15和全国总人口1/100。香格里拉因地处“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壮观而令
无数中外科学家、探险家、旅游者心驰神往，被称之为地球上沉静永恒梦境的最后一块神
秘面纱。

 

    在香格里拉区域，生态屏障的重要地位与生态脆弱性的矛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
的撞击，富饶的自然资源、美丽的风情风貌、丰富的文化底蕴与人的生存发展条件恶劣的
巨大反差交织，形成了其在发展中的很大特殊性。其中，由于经济、社会、文化、历史、
环境等综合原因，香格里拉区域贫困农牧区居住高度分散与服务覆盖率低，群众意识淡薄
与宣传教育薄弱，服务需求巨大与服务能力不足，财政极其脆弱与服务成本畸高，计划生
育和生殖健康基本公共服务问题突出。

 

    面对香格里拉区域生殖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巨大需求的现实，需要政府以满足农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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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基本公共需求为目标，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尽快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共服务体系，
逐步实现生殖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2007年1月，国家人口计生委正式启动和实施“新农村新家庭计划——川滇藏人口健
康促进项目”(以下简称“川滇藏人口健康促进项目”)，意在倡导政府在实现生殖健康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中承担主要责任；通过政府带动全社会开展宣传倡导，建设新型人口文化
，促使农牧民意识到生殖健康对个人幸福和家庭发展的重要性，帮助农牧民改变不良生活
方式和生育方式；同时加强公共服务能力建设，重点经过培训创新服务理念、方式和方法
，提高服务可及性,探索生殖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发展模式和适宜运行机制；探索
统筹解决藏区人口问题新机制，促进藏区实现跨越式发展。

 

    川滇藏人口健康促进项目在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德钦、维西，四川省甘孜州得
荣、乡城、稻城和西藏自治区昌都、左贡、察雅等9个县实施，项目覆盖农牧业人口41.5万
。项目得到当地党政领导、人口和计生、卫生、妇联等部门及乡村干部的积极回应，受到
各族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被称为“惠民之举”。

 

    随后3年，川滇藏人口健康促进项目重点针对健康、亚健康人群，开展经常性的生殖
健康教育、咨询和检诊等人口健康促进活动，使大多数农牧家庭享有基本的生殖保健服务
，提高农牧民的生育质量、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培育“富裕文明、身心健康、优生优育
、权益保障、民主和谐”新家庭，创建“健康、文明、和谐”新社区。

 

   
川滇藏人口健康促进项目取得的明显成效。
一是各项目县通过组织图文及实物宣传品进村入户，乡村基层和农牧社区“一对一”生殖
健康促进行动，“小手拉大手”学校-家庭健康教育，健康教育进寺庙、僧众接受健康服务
，新家庭文化屋知识信息传播等宣传教育活动，向广大农牧民传播健康知识。项目试点的
大部分育龄群众已经知晓常用的避孕保护方法、了解最基本的生殖健康常识、明白住院分
娩的好处等等，农牧民的生殖健康行为方式正在逐步建立。

 

    二是各项目县把服务机构能力建设作为项目的支持性活动，乡城县新建计划生育服
务站，香格里拉、德钦、稻城等县的计划生育服务站和所有试点乡镇服务机构得到改扩建
，人员受到强化培训。9个项目县共增加技术服务人员574人，人均服务覆盖面积缩减了6.6
平方公里。其中，得荣、乡城、稻城县在乡镇卫生院设置81个生殖保健岗位并配置79名兼职
生殖保健人员，察雅县在161个村委会建起138个村卫生室，稻城县新建79个村卫生室并配置
村计划生育服务员，一定程度缓解了服务网络乡村断层问题，提高了生殖健康基本公共服
务服务的可及性。

 

    三是各项目县把提升的能力转化为服务的改善，推进生殖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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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孕查环人次及生殖健康普查人数普遍大幅增加，其中，维西、察雅、左贡县查孕查环
人次成倍成数倍地增加，香格里拉、德钦、维西、稻城、察雅、左贡县生殖健康普查人数
成倍成数倍地增加。9个县平均综合避孕率稳定在80%以上。住院分娩率、新法接生率、产
前检查率明显提高，其中，维西县孕产妇死亡率由2006年的347.71/10万降至2009年的50.99/10
万。人口计生部门在群众中的声望，因服务而得到普遍提高。

四是项目的实施，引起了各级政府对人口健康与人口发展问题的进一步重视。西藏自治区
政府出台《农牧区医疗管理暂行办法》，建立农牧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迪庆州政府每年
安排100万元实施“农民健康工程”，增设农家卫生室和农家卫生员，将服务点间距缩短在5
公里以内。德钦县政府整合村级“两员”（计划生育宣传员和农家卫生员），提高了村级
生殖健康服务的技术含量。得荣县政府将川滇藏人口健康促进项目纳入新农村建设整体规
划，在试点村着力建设民主法制示范村。

 

   
川滇藏人口健康促进项目
由于具有较强的藏区现实需求的针对性
,促进了藏族农牧社区新型人口文化的传播
，提高了藏区生殖健康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已发展成为一个植根藏区的特殊的民生建设项目。

 

    同时，川滇藏人口健康促进项目还探索和总结出了自己的特色经验。主要的，一是创新政府主导、部门配合、资源整合、
社区参与的项目管理机制和外部专家与当地专家结合的项目督导机制；二是以人口健康促进为切入点，引入生殖健康公共服务均
等化，创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视点；三是分析域情，实事求是，创新“降低门槛，循序渐进，稳步推进，讲求实效，重在变化
”的项目策略；四是立足现实，谋求发展，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
/生殖健康服务的不同模式；五是立足社区，讲求实效，创新“一对一”人口健康促进社区行动；六是尊重当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
宗教信仰，创新具有民族文化敏感性的新型人口文化。

 

川滇藏人口健康促进项目选择在西部边远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实施，提高藏区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体现了党和
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和关爱，体现了国家在发展战略中加强藏区民生建设，对维护藏区和谐稳定与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积
极的政治意义。项目政府主导、多部门参与，大力开发相关公共政策，群众意识、观念、行为发生较为明显变化，计划生育和生
殖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得到明显加强和改善，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欢迎，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项目以生殖健康促进为切入点，
将社区生殖健康促进与社区综合发展结合，纳入当地新农村建设整体规划，探索藏区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途
径，创新藏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和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适应了人口计生部门参与新农村建设、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具有较
好的示范意义。

 

   
现在，项目试点规模由
11个乡镇21个村委会拓展到50个乡镇383个村委会；西藏自治区政府自筹420万元分别在2008年和2009年将项目拓展到7个地市14个县
；云南省财政拨出专款300万元用于项目在迪庆州整体推进。这集中反映了各级政府对川滇藏人口健康促进项目意义的深刻理解和
对项目发展的热切期盼。

 

   
国家人口计生委顺应时势，于
2010年7月着手和研究“西藏和四省藏区优生优育项目”。西藏和四省藏区优生优育项目是川滇藏人口健康促进项目在新形势下的
深入发展。其目标指向是，继续推进生殖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农牧民家庭优生优育，推进西藏及四省藏区跨越式发展
，推进广大农牧民群众的福祉。

我们有理由相信，香格里拉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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