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供给、优服务
将托育纳入城市发展规划 ，

创新婴幼儿照护服务方式

墙上的钟指向 8点 20分，家
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禾山街

道禾山社区的谢明生准时牵着

小孙女谢昀彤下楼，向社区行政

中心大楼走去。从家里走到社区

行政中心大楼不到 10分钟，8点
半，谢明生准时将小昀彤送进这

间位于社区行政中心大楼内的

托育中心。

禾山社区下辖 11个城市小
区，常住人口约 2.4万，其中 0—3
岁婴幼儿近千名。托育难、育幼

难、托育贵是社区内不少家庭共

同面对的难题。2020年 8月，厦
门在全省率先出台《厦门市促进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
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打造普惠

托育服务体系，要求到 2025年，
全市各镇街（3岁以下人口规模
达到 1000人以上）辖区内至少
建成一所具有示范效应的婴幼

儿照护服务机构。此外，厦门印

发一系列配套文件，鼓励社会各

界通过多种形式办托，满足群众

就近送托需求，提高婴幼儿照护

服务设施覆盖率。

小昀彤所在的小苗禾托育

中心正是在这一方案指导下应

运而生的。走进这家托育中心，

328平方米的面积被改造为 3个
教室，共容纳 50个托位，可满足
不同年龄婴幼儿的托育需求。

120平方米的户外露台上，有滑
梯、跑道等娱乐设施。看图识色、

粘贴画、丢手绢……每天，老师

带领孩子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

动。“上托班后，孩子观察力、动

手力和专注度都有明显提高。”

小昀彤的变化，谢明生看在眼

里，乐在心里。谢明生说：“之前

对要不要进托育园，家人一直有

顾虑。这家托育园就办在社区楼

里，我们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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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决定》）提

出，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

和撬动作用，推动建设一批方便

可及、价格可接受、质量有保障

的托育服务机构。近年来，各地

坚持普惠优先，将托育纳入城市

发展规划，同时创新婴幼儿照护

服务方式，一些地方涌现出医育

结合、智慧托育等新业态。

在浙江省杭州市，医育结合

成为当地托育工作的新趋势，街

道连同辖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点资源，每月定期邀请专家下

沉托育中心和婴幼儿驿站进行

指导，开展以营养、卫生与健康、

回应性照护、安全与保护等方面

的养育宣教，提供新生儿视访、

预防接种、健康体检、发育筛查

等全面服务，并针对家长反映的

育儿过程中遇到的痛点、难点等

问题，及时提供针对性指导。目

前已累计开展医育结合活动 50
余场，服务 1500余人次；0—3岁
婴幼儿发育监测筛查率达 86%
以上。

“除了托育中心的孩子可以

享受到专业的医疗服务外，辖区

内的其他婴幼儿家庭也可通过

参加街道组织的托育公益活动，

享受促进婴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方面的育儿指导和医疗服务。”

杭州市和睦街道社会事务岗负

责人杜青介绍。

降成本、添保障
推出普惠托育补助、育儿补

贴制度等措施，减轻育儿家庭经
济负担

切实解决群众后顾之忧，要

坚持普惠优先，让更多有需要的

婴幼儿家庭托得上、托得起。小

苗禾托育中心内的一张收费表

显示，1—2 周岁幼儿半年价为
每人每月 2580 元，2—3 周岁幼
儿半年价为每人每月 2020 元，
均低于厦门市指导普惠托育的

限价。

“免租金为托育中心省去了

经营成本，节约的成本最终成为

每一户托育家庭的减负账本。”

禾山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贾丽说。

近年来，厦门积极拓展公共

资源开设托育服务，全市已有公

共资源社区型托育服务点 17个。
通过工会补助、免费供地、低价出

租、合作共建等模式为用人单位

提供托育服务，已建成 26个福利
性托育服务点；对国企开办托育

服务给予绩效奖励，已有 8家市
属或区属国企开设 30多家托育
机构；试行社区小微型托育点，结

合老旧小区改造等建设“15分钟
托育服务圈”，满足群众就近送托

需求；鼓励社会资本办托和连锁

运营，创立托育品牌 10个。
“场所产权单位给免了租

金，厦门市政府还有普惠托育补

助政策，给予每个托位 1万元的
建设补贴，每个孩子每月 300—
600元的运营补贴，降低了我们
的运营成本，也方便了产权单位

员工孩子入托。”厦门博雅启萌

托育中心姚明织带分园园长卢

雯智介绍，产权单位员工子女每

月托育费只要 860元，不到市场
价的 1/3。

除了对托育机构进行补贴，

降低机构运营成本，多地还从建

立育儿补贴制度、提高优生优育

水平、完善生育休假和待遇保障

机制等方面，推动出台更多惠及

育儿家庭的具体支持举措。

去年 9月，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市民张成博把准备好的育儿

补贴申请材料交至阿城区金都

街道办事处，两个月后，他申请

的二胎补贴就发放至账户了，每

月补贴 500元。
2023年 4月，哈尔滨市政府

发布的《哈尔滨市育儿补贴发放

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提

出，符合条件的二孩家庭每月发

放 500元育儿补贴，三孩及以上
家庭每月发放 1000 元育儿补
贴，发放至该子女满 3周岁止。
总计发放不超过 36个月。

不仅如此，哈尔滨市还制

定了支持生育的住房保障政

策。张成博告诉记者，2022 年他
们的第二个孩子诞生了，温馨

的三口之家变成了四口，开心

的同 时 也带 来 了 甜蜜 的 烦

恼———原本 80 平方米的房子
变得拥挤了不少。小两口一合

计，就把购买改善性住房计划提

上日程。“根据相关政策，我们家

可以申请到一次性 1.5 万元的
住房补贴。”张成博说。

进社区、入家庭
提高家庭科学育儿能力 ，积

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儿童友
好型城市

“下周有婴幼儿科学膳食讲

座，我们邀请了儿保科医生，感

兴趣的家长可以在群里报名。”

发完这条信息没多久，张家利的

微信消息通知便响个不停，家长

们报名很踊跃。这个名为“南门

儿保家庭养育健康指导”的群组

很热闹。“平时大家遇到任何育

儿问题，都会在群里探讨交流。”

张家利说，有时还没等她回复，

就有热心家长分享了自己作为

“过来人”的养娃经验。

张家利是浙江省宁波市海

曙区南门街道的一名家庭养育

指导员，2020 年，她参加了全区
第一批家庭养育指导员的培训

并考取合格证书。“刚开始做这

个工作时，因为居民知晓率不

高，我们组织的活动几乎没有

人报名。”她说，2021 年，海曙区

卫生健康局联合街道在柳锦社

区专门设立了婴幼儿照护服务

驿站，随后陆续为辖区内 11 个
社区配备了家庭养育指导员，

“先把交流群建起来，逐渐吸引

居民，后续的活动开展也慢慢

顺利了。”

如今，驿站每月都会开展一

次家庭养育指导小组活动，内容

涵盖 0—3 岁婴幼儿早期学习、
营养健康、安全照护、亲子交流

等知识和经验，还会结合儿童

节、中秋节等节日额外策划主题

活动。“自从参加小组活动，养娃

就有了科学指导。”社区居民梅

景秀说。

据了解，截至目前，宁波已

培育 3500 余名家庭养育指导
员，实现镇（乡）街道全覆盖，并

建起 454 个婴幼儿照护服务驿
站，仅去年就新增 229个驿站。

各地认真贯彻《决定》，多措

并举，推动婴幼儿照护服务进家

庭、进社区，提高家庭科学育儿

能力，并积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

会、儿童友好型城市。在哈尔滨

市，计生协优生优育指导中心与

哈尔滨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

务中心共同举办的亲子课堂，吸

引了近百名家长前来聆听。哈尔

滨地铁在 1号线医大一院站、医
大二院站还设立了两处母婴爱

心屋，不仅配备了婴儿护理台、

哺乳座椅、置物架等基础设施，

还设有独立的哺乳区域，为新妈

妈们提供了一个温馨、舒适、私

密的哺乳和护理环境。

“母婴爱心屋的设立，旨在

解决新妈妈们在外出时遇到的

哺乳和护理难题，无论是更换尿

布、整理衣物，还是哺乳和喂食，

新妈妈们都可以在母婴爱心屋

内轻松完成，享受到贴心的服

务。”哈尔滨地铁 1号线客服管
理工程师冯丹说。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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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个城市（区）成为第一批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

多渠道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事关千家万户。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多渠道增加托育服务供给，减轻家庭生

育、养育、教育负担”。去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发

布关于命名第一批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的通知，决定

命名河北省石家庄市等33个城市（区）为第一批全国婴幼儿照

护服务示范城市。

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建设有哪些亮点？如何切实解决

群众后顾之忧，更好地释放生育潜能？记者走进这些示范城市，

进行了调研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