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江苏正加快建立

主体多元、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体系。截至 2023年底，全省共有

托育机构 5400 家，可提供托位 32.4 万个，千人口托位达 3.8 个。

南京、无锡、苏州 3市入选首批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

走进南京市建邺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托育园，可以看到保

育师正带着孩子们玩游戏、看绘本，园内环境温馨整洁，设施一

应俱全。市民张女士将她两岁多的女儿送来上托班，她说：“托

育园的环境、收费、师幼配比、活动设置、场地设施等让我们比较

满意，所以也放心把孩子送过来。”

建邺区是南京人口结构最年轻的城区，有不少年轻父母面

临“带娃难”这一痛点问题。据服务中心副主任蒋雪霞介绍，中

心利用辖区内医疗机构优质资源，建立三级医育结合服务体系，

提升婴幼儿科学养育照护水平，可提供托位 80 个。自去年 9 月

开园以来，服务中心托育园一直处于满员状态。

为更好满足家庭育幼“刚需”，南京出台了普惠托育机构评

估标准和相关奖励办法，鼓励发展公办、公建民营、民办普惠托

育机构。目前，南京已建成省市级普惠托育机构 91 家，市区级

托育综合服务中心 6家。

托得起，还要托得好。针对“放心托育，方便可及”的群众诉

求，江苏多地积极探索多元化托育服务发展模式，采取公建民

营、民办公助等方式，支持社区、企事业单位、产业园区等各类主

体举办托育机构，加快构建普惠安全的托育服务体系。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苏州正积极推进“15 分钟托育服务

圈”建设，计划到今年底，新增爱心托育用人单位 20 个，为职工

提供上下班同步的福利性托育服务，同时计划新增 100 个社区

普惠托育点，提供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计时托等服务；无

锡、泰州等地在企业、园区内举办托育机构，为职工免费或优

惠价格提供托育服务，实现员工带孩子“一起上班”；南通探索

打造“1+N”托育模式，以 1 个示范托育机构带动 N 个社区嵌入

式托育点共同发展。

“小托育”蕴含“大民生”，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有助于缓解双

职工家庭育儿压力，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国家卫生健康

委数据显示，我国现有约 3000 万名 3 岁以下婴幼儿，超过三成的

婴幼儿家庭有入托需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家庭小型化

趋势愈加明显，代际之间照料能力减弱，越来越需要现代化、社

会化的托育服务。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江

苏将科学规划托育资源布局，完善落实普惠托育支持政策，加强

托育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引导托育机构加强专业化、标准化、规

范化建设，推动普惠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电

江苏32.4万个托位
助力“幼有所育”

新华社记者 朱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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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手伸出来，我们一起捏面团！”走进重庆市万州区鸡公岭

玉龙幼儿园，一群 2 岁左右的小朋友们围坐桌前，在保育员的带

领下体验捏面团。

“别小看捏面团这个游戏，它能有效锻炼幼儿的精细动作。”

鸡公岭玉龙幼儿园保教主任牟芸影说。

鸡公岭玉龙幼儿园所在的万州区江南新区属于新城区，过

去较长一段时间内，附近 3岁以下婴幼儿一直“无地可托”。

2022 年，鸡公岭玉龙幼儿园开始“托幼一体化”办园，一举

解决周边 3岁以下婴幼儿“入园难”问题。

“从家过来只需 10 分钟车程，非常方便。”家住万州区钟鼓

楼街道的万妈妈说，“这里有良好的办园环境、专业的活动设置、

耐心的保育员，我们在女儿 2岁时就把她送到了托班。”

鸡公岭玉龙幼儿园并非个例，目前万州区已有 132 家幼儿

园实现“托幼一体化”办园，通过利用现有场地，积极改造、扩建

设施，延伸托育服务。

万州区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万州区着力打造

“15 分钟托育圈”，探索“托幼一体化”“机关办”“企事业办”“社

会办”“社区办”“家庭托育点”6 种托育模式，推动托育机构服务

普惠化、优质化。去年，万州区入选第一批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

示范城市。

数据显示，万州区当前运营托位共 6081 个，每千人口拥有 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 3.9 个，计划到 2025 年每千人口拥有 3 岁

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 4.5个。

不仅要“有地可托”，还得让家长们方便托、放心托。“考虑到

我们职工早上 7 点半要到岗，天使之星托育中心每天 7 点 20 分

就开门。”对于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神经内科护士李赛男来

说，医院建成的天使之星托育中心实在是帮了大忙。

记者看到，天使之星托育中心开设在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

院科技大楼旁一座独立的楼院内。“我们设置 8 个托育班，共 140

个托位，可满足医院职工的托育需求。”天使之星托育中心园长

罗世华说。

“医院职工子女每月托育费用 1000 元，包含‘两餐两点’，很

划算。”李赛男说，随着孩子逐渐长大，玩耍需求也越来越强，家

长感到力不从心，而天使之星托育中心丰富的活动能满足孩子

的需求。

天 使 之 星 托 育 中 心 还 依 托 医 院 资 源 ，积 极 发 展“ 医 育 结

合”。“除定期为婴幼儿开展免费体检、医护人员入园开展晨检工

作外，我们还开设家长课堂，邀请医院儿科专家开展健康宣教和

科学育儿等讲座。”罗世华说。

“不仅要‘幼有所育’，更应‘幼有善育’。”莘莘爱宝托育中心

负责人周晓说。她从事托育、早教行业 10 余年，是万州区婴幼

儿照护服务专家库成员。

“托育工作对儿童早期发展尤其重要。”周晓说，“在工作实

践中，我们发现发育迟缓等儿童早期成长问题越来越多，托育园

所通过专业保育及能力培养，可使婴幼儿的身心得到更全面发

展，也可有效避免和干预儿童早期成长问题。”

周晓介绍，莘莘爱宝托育中心在了解、尊重、关爱儿童的育

儿理念上，开展专业、系统的托育服务，关注婴幼儿发展需求，促

进婴幼儿主动探索能力和认知水平提升。

打开班级微信群，孩子们在园的活动安排、食谱、玩耍视频

等每日发送。“家长看到孩子们快乐、健康地成长，才能真正体会

到托育服务的重要性，从而放下心来。”周晓说。 新华社电

“幼有善育”关乎万家幸福，更是

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国

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斌表示，国家

卫生健康委将从政策层面改善优生优

育全程服务，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

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家庭小

型化趋势愈加明显，代际之间照料能

力减弱，越来越多家庭需要高质量的

托育服务。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

示，我国现有约 3000 万名 3 岁以下婴

幼儿，超过三成的婴幼儿家庭有入托

需求。

实施重大专项支持一批托育综合

服务中心、公办托育机构和普惠托位

建设；将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费

用纳入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并提高扣除

标准；实施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服

务发展示范项目……近年来，国家有

关部门出台系列政策，努力加大托育

服务供给，减轻家庭育儿负担。

同 时 ，各 地 结 合 实 际 积 极 探 索 ，

初步形成社区办托、单位办托、幼儿

园 办 托 、家 庭 托 育 点 等 多 元 供 给 模

式。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政府投入专

项资金建设社区托育服务点，独立实

体、社区嵌入、委托管理等五类托育

模式并行发展，全市每千人口托位数

已达 4.6个。

如今，“送托难”问题得到一定缓

解。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年 2 月发布的

数据显示，全国提供托育服务的机构

已近 10万个，托位约 480万个。

托得起，还要托得好。

针对“放心托育，方便可及”的群

众诉求，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

门积极支持社区和用人单位建设托育

服务设施，通过公建民营等方式，为群

众提供“身边的托育”。

上海在街镇开设社区“宝宝屋”，

提供临时托、计时托等托育服务；山东

济南创立托育城市品牌“泉心托”，探

索“小区内、家门口”可见可及的家庭

托育模式……多地在社区托育、家庭

托育点上下功夫，推动形成 5 分钟、10

分钟托育服务圈。

城市家庭规模缩小，双职工家庭

育儿压力大；全托费用偏高，临时性托

育需求日益增加……面对育儿痛点，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依托基层社区的

“向日葵亲子小屋”服务阵地，充分发

挥亲子服务辅导员力量，普及家庭互

助照护模式。

其中，广东探索出“共享家长 邻

里互助”的临时托模式，受到年轻父母

欢迎。针对临时托需求大但供给不足

的实际，当地计生协通过线上平台让

富有余力、感情相熟的家长接单互助，

并提供积分兑换鼓励；通过手机 App

实时监控托管情况，送托家长也感到

安心。

中国计生协将依托全国近 4000 个

“向日葵亲子小屋”，推广“共享家长

邻里互助”临时托服务模式，还将部署

新建 80 个“向日葵亲子小屋”、13 个优

生优育指导中心、20 个家庭健康服务

中心，进一步引领带动各地建设亲子

活动服务阵地，普及科学育儿理念，提

高家庭科学育儿能力。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

发展司副司长杨金瑞表示，下一步，国

家卫生健康委将继续大力发展普惠托

育服务，增加托位供给，提高服务质

量，完善托育人才培养体系，促进托育

服务健康发展。 新华社电

重庆万州着力打造
“15 分钟托育圈”

新华社记者 李晓婷

建设托育“强心脏”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李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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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年 前 ，家 人 发 现 2 岁 的 骏 骏 发 育 有

点“慢”。

与同龄孩子相比，骏骏“坐不住，理解能

力也有点差”。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家人把骏

骏送到了开在家门口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

托育综合服务中心。

这是一家公建公营的托育综合服务机

构，由济宁市任城区妇幼保健院于 2022 年 8

月创立。师资队伍里除了保育员，还有从妇

幼保健院儿科、中医科、儿童康复科等各业务

部门选拔的医务人员。

中心对骏骏进行了“一对一”行为分析和

语言评估，确定他属于身体全面发育迟缓。

入托后，骏骏除了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吃

饭、活动、做游戏，还接受系统的干预训练，社

交和沟通能力明显提高。

2021 年，国家相关部门提出支持公办托

育服务机构建设，支持地市级及以上政府建

设承担指导功能的示范性、综合性托育服务

中心项目。明确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的建设，

应发挥示范引领、带动辐射作用，为托育服务

机构高质量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及样板标杆。

设置一定规模的托位，提供托育从业人

员培训、托育机构管理咨询、托育产品研发和

创新设计、家庭养育指导及婴幼儿早期发展

等服务……国家对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的功能

设计界定明确，业内人士将其形象比喻为区

域内托育服务的“心脏”。

2021～2024 年 ，中 央 预 算 内 投 资 下 达

49.1 亿元，用于开展托育服务公办能力提升

项目和普惠托育专项行动，其中包括支持 130

个县级以上托育综合服务中心。

近年来，山东省济宁市建设市区（县）两级

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托育服务机构规范专业

建设运营树立标杆，并以此为基础拓展早期发

展、儿童保健、从业培训、综合管理等功能，全

方位、全链条、高质量串联起托育服务链，辐射

带动区域内托育服务质量实现整体提升。

高位推进促落地

近年来，我国积极增加托育服务有效供

给 ，推 动 0～3 岁 婴 幼 儿 照 护 服 务 的 发 展 意

见、机构建设标准、机构管理规范、政府补贴

措施、价格形成机制等政策文件密集落地。

在 实 践 中 ，托 育 服 务 的 供 需 之 间 仍 存 在 数

量、结构与质量不匹配等问题。增供给、调

结构、保质量……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呼唤系

统“打法”。

“2021 年起，济宁市委、市政府站在服务

国家人口政策、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年轻人就

业创业的高度，把托育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民生工程来谋划。”济宁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朱贵友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2022 年 2 月，为全市普惠托育服务“树标

杆”的任务，交到济宁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宁国投”）手中。济宁国

投注资 5000 万元（现增资至 7000 万元），山东

首家国有独资托育集团——济宁市普惠托育

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宁市托育集

团”）应需而生。

建 设 市 级 托 育 综 合 服 务 中 心 ，是 集 团

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得益于当地在建设普

惠 育 幼 服 务 体 系 过 程 中 明 确 的 政 府 主 导 、

国 企 领 办“ 方 法 论 ”，该 中 心 的 建 设 只 用 了

45 天。

济宁率先成立市托育工作指挥部，由市

委书记、市长任总指挥，建立起以集中办公

的指挥部为核心，以市卫生健康委、市发展

改革委为主体，市财政局、市教育局、市托育

集团等多部门单位参与的“1+2+N”工作推

进体系。

2022 年 6 月，济宁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

投入使用，成为山东首家地市级托育综合服

务中心。中心建筑面积 3600 平方米，绿化面

积约 1200 平方米，规划托位 150 个。这里设

有 乳 儿 班 、托 小 班 、托 大 班 、混 龄 班 四 种 班

型。刚开园，托位使用率就已过半。

“陪着蜗牛去散步”

走进济宁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可以发

现园区在细节打造上十分用心。

这里的走廊和教室通铺软木地板。“除了

环保、隔音、恒温，这种材质的地板更有适合 3

岁以下婴幼儿足弓发育。如果宝宝不慎摔

倒，痛感也会相对较轻。”济宁市托育综合服

务中心业务园长马明如介绍，室内整体装饰

以原木色为主，对 3 岁以下婴幼儿的视觉刺激

更小。

济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口家庭科科长

李艳说，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根据当地实际需

要设置相应的托位，以此为载体打造公办托

育标杆，为托育机构的规范运营、专业育幼作

出示范。

记者在济宁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室内

区 域 看 到 ，这 里 规 划 有 班 级 活 动 单 元 和 综

合活动室等婴幼儿活动用房，晨检室、保健

观 察 室 、隔 离 室 、母 婴 室 等 服 务 管 理 用 房 ，

此 外 还 设 计 有 水 育 室 、中 医 推 拿 室 等 特 色

区域。

目前，济宁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在园婴

幼儿数量为 118 名，最小的刚满百日。“托育园

开设小月龄托婴业务，需要更强的专业性，考

验托育机构和从业人员的服务能力。”济宁市

托育集团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李静说，开园

时，中心招录的教师以有护理或幼师经验的

年轻妈妈为主，“第一批老师连续培训了 2 个

月才上岗。”

“开园前，我们得知北京清幼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与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联合开展的

‘未来教育及终身学习’课题，正在寻找成果

转化合作者。”李静介绍，济宁市托育集团与

北京清幼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成立托育机

构运营标准设计小组，修订编写了 728 个托育

课程训练方案，为日常教学顺利开展奠定了

良好基础。

“通过培训，我们认识到不能把托育简单

理解为‘看孩子’。”在马明如看来，3 岁以下婴

幼儿照护不是“牵着蜗牛去散步”，做好托育

服务，需要创造温暖适宜的环境，以回应式照

护实现“陪着蜗牛去散步”。

如今，济宁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的 29 位

一线教师已全部取得保育师资格，其中 5 位具

有中高级婴幼儿发展引导员资格。

现在，中心还有一批正在实习的大中专

学生。李静介绍，教育部 2021 年印发《职业教

育专业目录（2021 年）》，在医药卫生大类、健

康管理与促进类下新增“婴幼儿发展与健康

管理”这一高等职业教育本科专业。“我们希

望，能在建立高水平的实训基地，以及推动育

婴、保育、保健及托育管理等高素质专业人才

持续扩容等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辐射引领“托”全城

在济宁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的三楼，设

置了全市托育的“眼睛”与“大脑”。依托建设

于此的济宁市托育智慧管理云平台，监管部

门可以实时调阅全市托育服务政策，动态更

新各区县托育地图，即时监看 800 余个托育园

所监控画面。

在济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武文华

看来，高标准打造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更重要

的任务在于辐射引领。“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不

只是一个示范性托育园，更是一个托育综合

体，能够为地方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综

合保障。”

比如技术支撑。济宁市托育智慧管理云

平台按照“一网三平台”架构设计：“一网”即

托育门户网站，“三平台”即政府管理、机构运

营、家长服务三个平台。

济宁市婴幼儿托育服务行业协会副秘书

长梁雪介绍，依托云平台，行政主管部门可实

现对全市托育机构的智慧化、全流程监管，托

育机构可实现智能化运营，家长可实时了解

宝宝在园内的生活起居情况。

骏骏上托班的任城区托育综合服务中

心，整合妇幼保健和托育服务资源，探索“发

育障碍儿童托育入园康复”路径，运用临床模

式对特殊婴幼儿健康管理，实现科学养育，已

帮助 300 余名发育偏离儿童提升生活自理、沟

通交流、社会交往等能力。

“‘医、教、康’一体化、一条龙提供托育综

合服务，有助于实现家庭、托育机构、医疗机

构等育幼各个环节有效串联，全周期全链条

推动‘幼有善育’照进现实。”武文华说。

据新华社11月 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