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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A

是否公开：是

丘 北 县 民 政 局
丘民政函〔2020〕4 号

关于对政协丘北县九届四次会议
第 87号提案的答复

李瑞玲、马文华等 12 名委员：

您们提出的《关于加大早婚早育早孕问题整治力度的建议》

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为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性知识和青春期健康宣传教育，帮助广

大青年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婚姻家庭观，有效遏制早婚早育和非

婚生育的发展态势，我县自 2019 年 12 月正式启动早婚早育和非

婚生育专项治理工作。

一、工作措施及成效

（一）强化组织领导，齐抓共管。为使我县早婚早育综合治

理工作取得实效，早婚早育和非婚生育综合治理办公室下发了

《关于开展早婚早育和非婚生育综合治理督查工作的通知》《丘

北县开展早婚早育和非婚生育综合治理举报奖励办法（试行）》

等文件，县委、县政府下发了《丘北县开展加强婚姻管理引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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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新风三年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2020—2022 年）的通知》，

成立了以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相关单位负责人

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民政局，由县

民政局主要负责人任办公室主任，抽调人员具体负责工作领导小

组日常工作。

（二）引导群众破旧立新，零彩礼推动移风易俗。由于我县

贫困农村婚嫁彩礼居高不下，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等传统陋习滋长

蔓延，县委县政府下发了《丘北县治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指

导意见的通知》，要求各级各部门和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文件精神，

统一思想，带头践行各项纪律规定，引导家庭成员、直系亲属自

觉抵制高价彩礼、反对陈规陋习，并大力倡导在丘北辖区内办理

婚事嫁娶的居民，推行嫁娶“零彩礼”。各村（社区）自行商定适

合本辖区的婚嫁彩礼“限高”金额，并将其纳入“村规民约”内容。

（三）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优化婚姻登记服务质量。一是加

强婚姻登记队伍学法用法能力，文明用语，热情服务，设立婚姻

咨询热线电话 0876-3017031并向社会公开。二是开通“一部手机

办事通”APP，在线预约办理婚姻登记。今年来，网上预约办理

婚姻登记 360对。三是要求前来办理结婚登记的人员填写《丘北

县治理高价彩礼情况统计表》并存入档案中。

（四）严格执行“四步法”，织牢“控辍保学”网。一是县

教体局利用春节外出务工人员返乡的时节，组织教师 48名和 244

名少数民族大学生志愿者，在 334个少数民族村寨开展因早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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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和非婚生育综合治理志愿服务活动。同时，配合乡镇排查全县

早婚早孕早育失辍学生，针对早婚学生，执行“四步法”，劝返安

排随班就读。针对早孕学生，及时与其监护人进行沟通终止妊娠。

按学生意愿，回原班就读或单独编班。针对早育学生，开展补偿

教育和育儿、护理等技能培训。截止 7 月 30 日，全县已婚已孕

已育学生 85 人（其中已婚 23 人、已孕 6 人、已育 56 人）已全

部妥善安置，其中已毕业 26 人、开展补偿教育 41 人、普职融合

班就读 4 人、回原学校随班就读 14 人。二是县民宗局指导各民

族学会深入村寨开展移风易俗、抵制早婚陋习宣传教育。三是司

法部门 23 名“法制副校长”到 160 多所中小学校开展“法律进校

园”活动，上法治课 120 余场次，受教育师生达 2.5 万余人次，

发放宣传材料 8.6 万份。同时，组织学生到青少年违法犯罪警示

教育基地接受警示教育，通过用典型案例以案释法，大力宣传《婚

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全年共排查解决未成年矛盾纠纷 3 起，

调解成功 3 起，校园侵权纠纷 1 起。各司法所参与劝返学生 242

人次。四是县公安局对 14 岁以下涉及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

立案调查，目前已立案 2 人，1 人受案，9 人正核查是否符合立

案标准。

（五）依法严厉打击，敲响警示钟声。一是做好非法婚姻的

查处工作。2020 年，法院受理强奸幼女案 3件 3人，其中 2名

被告人已被判处实体刑。另一件案件正在审理中。受理 2起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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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局申请强制执行的非诉执行申请。二是统筹各类媒体，开展宣

传报道。在电视台、微信公众号、云上普者黑 APP、重要时段、

重要栏目，大力宣传早婚早育和非婚生育的危害性、将《婚姻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纳入宣传范围，各村利用村级小喇叭对早婚早育

危害进行播报。截至目前，“丘北宣传”、“瞭望丘北”微信公众号，

云上普者黑 APP 和腾讯新闻上发布有关早婚早育危害、早婚早

育实际案例等 7 条稿件。通过对丘北县真实案例的报道，引起网

友的热烈讨论，在全县范围内起到了很好的警示教育作用。

（六）人人竞相参与，形成积极影响。一是下发《丘北县治

理早婚早育和非婚生育承诺书》到各乡镇，由村干部和驻村队员

挨家挨户与群众签订，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外出务工的采

取电话告知、委托他人签订等方式进行，形成积极影响，营造社

会各界参与此项工作的浓厚氛围。二是结合脱贫攻坚，各级各部

门以开展“五共五教”、进村入户宣传和关爱帮扶行动为契机，积

极向家长及青少年宣传《婚姻法》等法律法规，让群众知晓法律

法规，树立了法律意识，提升监护人对早婚早育违法的认识，维

护了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一）边远贫困地区群众文化素质不高，法制观念淡薄，对

早婚早育和非婚生育的认识不高，存在早婚早育和非婚生育的情

况发生。

（二）监管存在漏洞，由于家长常年外出务工，部分未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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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将异性朋友带回家长期居住。

三、下步工作打算

（一）强化责任落实。各级各部门把早婚早育和非婚生育综

合治理工作作为重要抓手，层层压实责任，构建齐抓共管、协同

联动的工作机制，推动早婚早育专项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二）强化宣传力度。一是各级各部门继续宣传《婚姻法》

等法律法规，引导群众树立科学正确的婚育观念，摒弃早婚早育

陈规陋习，加强乡风文明建设。二是教体局督促各学校把《义务

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宣讲纳入学校班级德

育课程，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遵循，开展德育核心素养教育。

采取以案释法等形式，常态化对学生开展政策宣讲，从源头上制

止未成年人早婚陋习。

（三）健全档案资料。一是继续加强部门联动，严格执行控

辍保学“四步法”，做好学生返校安置工作。二是继续加强早婚早

育常态化排查，各村委会安排专人负责“一人一档”档案建立及

管理，确保全县信息材料规范统一。三是继续完善《丘北县治理

早婚早育和非婚生育承诺书》签订工作，确保签订率达到 100%。

四是完善“青春期女童保护计划”工作机制，帮助女学生增强法

律意识。

（四）建立健全早婚早育和非婚生育综合治理整治的长效机

制和奖励举报机制。一是各乡（镇）各部门适时召开联席会议，

分析研判因婚辍学情况。明确专人负责，按要求收集材料汇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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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二是拓宽线索举报途径，将《关于印发丘北县开展早婚早育

和非婚生育综合治理举报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在各乡（镇）

各村委会显要地点张贴，鼓励学校、村组、干部群众积极举报，

举报奖励实行一例一奖的原则以现金形式兑现。

感谢你对我县民政工作的关心与支持，欢迎提出更多宝贵意

见。以上答复如不满意，请与县民政局联系，电话：4128464。

丘北县民政局

2020 年 9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