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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世

界银行等七家机构联合发起的第四届“全球减贫案

例征集活动”获奖案例在京揭晓，由湖畔魔豆公益基金会发起

的“养育未来———中国农村地区0-3岁婴幼儿照护普惠服务

解决方案”入选，被收录到《全球减贫案例集》一书中。

■ 本报记者 皮磊

记者了解到，作为湖畔魔豆

公益基金会首个公益项目，“养

育未来”主要聚焦我国农村及欠

发达地区 0-3 岁婴幼儿早期发
展问题。项目开展六年多来已在

6省 8县/镇落地，截至目前累计
建设 61 个养育中心及服务点，
开展 34万节亲子课程、2.9万场
集体活动，服务 3万多名 0-3岁
婴幼儿及其照养人。

湖畔魔豆公益基金会理事

长闻佳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0-3 岁是婴幼儿
发展的关键时期，但由于社会

发展不均衡不充分，我国一些

欠发达地区尤其农村地区对这

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并不高，与

城市相比尚存在一定差距。“养

育未来”项目的社会价值在于，

其促进了欠发达地区儿童的均

衡发展，能够有效降低 0-3 岁
婴幼儿发展滞后的风险，且这

一影响是长期的。

闻佳表示，面对国家及公众

关注的重要社会议题，社会组织

首先要清楚自己的定位，积极响

应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需要，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做一些事

情。“我们希望成为议题的倡导

者和影响者以及解决方案的探

索者和行动者。可能做起来非常

困难，但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情，我们也有信心把它做好。”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近年来，随着生命早期发展

问题越来越得到重视，从国家层

面到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相关

政策，一些研究机构及社会组织

也做了很多有益尝试。但由于地

区发展不均衡等因素制约，我国

婴幼儿早期教育还存在一些不

足：认知偏差、行业标准欠缺、专

业人才匮乏……种种因素限制

了 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发展。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

济研究所通过对几千名婴幼儿

的追踪调研，总结出了我国欠发

达地区 0-3 岁婴幼儿发展面临
的挑战：样本地区一半儿童存在

认知发展风险，52％的儿童存在
语言发展风险，且随时间推移风

险不断增大；照养人养育知识严

重缺乏，仅 13％的照养人用故事
书给婴幼儿讲故事，23.5％的照养
人存在抑郁倾向。

如何才能改变这一局面？在

政策尚未全面覆盖的前提下，社

会力量能够做些什么？湖畔魔豆

公益基金会六年多的探索，给出

了答案。

2017年年底，刚刚成立不久
的湖畔魔豆公益基金会联合陕

西师范大学研究团队等机构，成

立养育未来行动研究中心，在持

续开展对婴幼儿及照养人追踪

调查的同时，着力推动“养育未

来”项目县域模式落地。通过政

府主导、社会组织具体运作的方

式，项目率先在陕西省宁陕县进

行试点，后逐渐扩大到陕西清

涧、江西寻乌、贵州紫云苗族布

衣族自治县、广西环江毛南族自

治县、陕西镇巴县等地。

在项目试点县，由县政府成

立领导小组，为项目落地提供政

策保障及协调资源，监督并推

广；主管部门卫健局设置婴幼儿

照护服务管理中心，落实项目运

营管理，确保项目质量；管理中

心下设婴幼儿照护服务养育中

心或服务点，为家庭提供项目服

务。在每一个项目县，项目选择

人口聚集的乡镇建设 3 至 7 个
养育中心，总面积约 800至 1000
平方米；对于居住较分散地域的

家庭，项目还提供家访服务。

据介绍，项目通过养育中心

上课、入户家访、家庭小组三种

服务方式，为 0-3岁婴幼儿及其
家庭提供专业免费的养育指导

服务，以此提高家庭科学养育、

改善养育行为，促进儿童认知、

语言、运动和社会情感四大能力

均衡发展，最大程度降低农村及

欠发达地区 0-3 岁婴幼儿早期
发展滞后的风险。

每天一大早，宁陕县许家城

村的胡德巧老人都会带着两岁

的孙子到村里的养育中心报到。

胡德巧说，孩子的父母在外打

工，自己没有什么文化，对孩子

教育问题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在她看来，养育中心的老师都很

专业，自己从中学到了不少关于

照顾孩子的知识，在教育孩子这

件事上“让自己省心不少”。

看到项目逐渐被更多人认

可和接受，闻佳觉得自己做的事

情非常有意义。“与其他项目不

同，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家庭，希

望影响孩子的父母或者爷爷奶

奶等照养人，让他们理解养育未

来项目的价值进而参与进来，慢

慢地影响和改变孩子。因为我们

觉得，家庭对孩子的爱是其他任

何人任何事物都不能取代的。”

支持项目实现可持续发展

消除欠发达地区婴幼儿养

育鸿沟，需要政府、家庭、社会组

织等多方力量与村镇社区形成

合力，即“家庭照护尽主责、政府

主导起作用、社会力量有所为、

村镇社区可依托”。闻佳介绍，经

过六年多的实践，“养育未来”项

目逐渐探索出一套适合我国农

村实际情况，可持续可复制的 0-
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普惠模式。
“我们希望通过技术能力及优

势，降低项目运作成本，同时为

公益行业提供一些参考。”

闻佳所说的项目模式，可以

理解为“4个 1”：一套经过评估、
公开出版的儿童早期发展课程

教材；一套完整的项目落地执行

指导手册；一套（本地）养育师和

管理团队培养赋能体系及执业

标准体系；一套基于数字化技

术、开放的项目运营经验体系和

管理系统（平台）。

为此，项目团队充分借鉴了

企业管理模式，协助县域搭建了

一个三级组织架构，即县政府主

导（领导小组）———县卫健部门

（管理中心）———项目干事及养

育师团队。在此基础上，基金会

还为每个项目县设置了运营指

标，并将这些指标拆分到日常工

作中。

根据项目设计，管理中心一

般配备一名主任和三名管理干

事，县域内养育中心或服务点配

备 25至 30名养育师，管理干事
和养育师均在当地进行招募和

培养。记者了解到，对于项目干

事和养育师的招聘，基金会方面

也有一套完善的流程：只有经过

笔试、面试及相关考核筛选后，

才能全职投入到工作中。入职之

后，项目团队还会对其开展为期

一年至三年不等的系统性培训。

完善的项目架构及管理模式不

仅保证了项目质量，也在很大程

度上提升了养育师的能力价值

和荣誉感。

张华华是清涧县“养育未

来”项目的一名养育师，作为两

个孩子的妈妈，她性格比较外

向，也喜欢和孩子们相处。在工

作过程中，她发现一些家长并没

有意识到孩子早期教育的重要

性，与孩子缺乏充分的互动。“但

实际上，0-3岁是孩子能力发展
的黄金时期。在养育中心，我们

可以根据现有教材，教会家长如

何陪孩子看绘本、做游戏，促进

孩子和家长之间的互动。”

张华华介绍说，报名参与养

育中心的家庭中，约有 20户住
的比较偏远，养育师会在周六固

定时间挨家挨户上门家访。“有

些住的远的家庭，下了车还要步

行一段时间，有时候上完课天就

黑了。但是家长们非常开心，也

非常欢迎我们，觉得我们为孩子

们健康成长提供了宝贵的学习

机会。”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针对

一些交通不便或居住更远的孩

子及家庭，项目组开发了一套线

上服务课程，将课程内容搭载在

智能设备上，通过“线上课程+线
下定期走访”的方式，希望降低

入户家访的成本，同

时提高项目覆盖率。

目前，这一模式正在

测试中。

“这也体现了养

育未来项目的另一大

社会价值：一方面，项

目解决了部分农村女

性就业问题，提升了

她们的个人能力，如

与人沟通的能力、教

育孩子的能力等，为

她们今后的发展创造

了更多可能；另一方

面，在和孩子们相处

的过程中，这些农村

女性也被反哺，她们

的内心和情绪也得到

了治愈。”闻佳谈道。

集中力量
推动多方协同“全省模式”

“经过六年多的摸索，项目

逐渐有了一点儿成效，但后续发

展也遇到一些瓶颈。”闻佳坦言，

0-3岁婴幼儿早期发展和家庭养
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社会议题，

仅靠一家机构无法解决，也做不

好。“此前我们计划在全国范围

内落地项目，但发现这样做非常

牵扯精力，项目影响力没有得到

充分体现，也无法引起当地更多

关注，供应链也无法高效满足项

目需求。因此，我们希望集中力

量，发动整个行业整个生态系

统，让更多有着相同目标的企业

和社会力量加入进来，那么项目

影响和效果肯定会不一样。”

在此背景下，湖畔魔豆公益基

金会开始思考调整项目战略，从

“整县模式”转向聚焦“全省模式”。

今年 6月，湖畔魔豆公益基
金会联合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汉中市

卫生健康委员会、镇巴县人民政

府，签约启动镇巴县“家长学校，

养育未来”公益项目，标志着“养

育未来”项目开始在陕西省探索

多方协同的“全省模式”。

“基于此前在陕西省的项目

经验，我们希望先在陕西省做出

一点成绩，打造一个样板，进而

影响大家对这件事的认知，联动

起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推广。此

前我们的想法可能偏理想化，我

们意识到制约县域发展的因素

是不同的，但也希望在不同的地

区进行尝试，实际上这种推广方

式是非常困难的，让我们多走了

很多弯路。”

闻佳说，在这个议题上基金

会一直抱着开放的心态，也在持

续探索更好的项目模式。“从最

开始的‘无知者无畏’，到追求项

目可持续可复制，我们希望做议

题的倡导者和影响者，同时也希

望成为解决方案的探索者和行

动者。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我们对自己充满信心。”

湖畔魔豆公益基金会理事长闻佳：

聚焦农村地区 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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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佳在第四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颁奖典礼现场分享项目经验

养育师张华华（右一）给孩子们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