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04 2023年3月7日星期二
责任编辑马 鈜
美术编辑谭丽娜

家庭托育点有诸多好处
具有“邻里信任”特征
“孩子出生后涉及的养育和

教育，也是老百姓非常关心的。
如果能够出台一系列比较完善
的政策，那么可能对推动人口均
衡增长是有帮助的。”张娣芳认
为，虽然国家相继实施二孩、三
孩政策，但还未深层次激发适龄
人群的生育意愿，其中生养负担
重、压力大是重要原因之一。有
关调查显示：孩子无人照料是
60.7%的家庭放弃生育二孩的主
要原因。目前，主要通过政府以
及社会托育机构提供托育服务，
但还是难以满足老百姓日益增
长的多样化托育服务需求。

因此，除了已经开始陆续建
设的“宝宝屋”外，她创新地提出
要进一步推动家庭托育点建设。
张娣芳认为，家庭托育点的建设
有诸多好处。首先，家庭托育点
具有典型的“邻里信任”特征，扎
根社区，接送方便，易于推行和
发展。而以家庭住房为场所开
展托育服务具有显著成本优势，
且在服务时间、形式和内容等方
面更加灵活多样，可与政府的其
他托育资源形成有力互补。其
次，政府主动介入，指导推动，可
避免家庭托育点因缺乏指导监管
而成为无备案、无审批、无资质的

“三无机构”，影响家长对家庭托
育服务的信任和举办者的信心。
再则，0—3岁幼儿总量超过2500
万，看护人员队伍需求量庞大，未
来家庭托育服务有望成为公共服

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推动
就业、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
重要手段。

但在调研后，她也发现，推
动家庭托育点建设面临一些问
题需要破局。“比如在国家层面
尚没有相应的针对性政策文件、
法律法规来引导和支持家庭托
育点的建设。推进家庭托育点
建设存在的多个问题亟待政策
突破，如：家庭自有住宅较难作
为经营注册场所进行工商登记，
需要经过楼内全体居民一致同
意，而在家庭自有住宅开办家庭
托育点也易因婴幼儿哭闹产生
噪音以及占用电梯等公共资源，
导致邻里纠纷。因此，如没有国
家层面相应的支持和指导政策，
其健康发展势必受限。”

多措并举推动托育工作
尽快制定出台相关政策
“我的这个提案，主要是探

索有没有可能实现家族托育。
去年国家有一个相关文件中也
提到要拓展家庭托育。我们应

该几位一体，多措并举来推动托
育工作，能够解决老百姓的顾
虑。”为此，张娣芳建议，从国家
层面尽快制定出台推动家庭托
育点建设发展的相关政策和规
范性文件，为各省、市、区因地制
宜推进家庭托育点建设提供政
策依据和基本参考。如：明确家
庭托育点用水、用电、用气按照
居民价格执行；给予政府补贴，
减少税费，提供场地、专业培训
和奖励等；支持各地区探索政府
购买服务、个体自主经营、联合
互助经营等多种形式的家庭托
育点建设机制；建立街道、居委、
社区物业、业委会等协调指导机
制，为家庭托育点建设提供良好
的政策支持环境；科学、合理设
置从业人员等准入资格条件等。

她还建议，将家庭托育点建
设纳入政府指导监管体系，并建
立健全、科学、有效的指导监管
机制。指导各地区建立由发改、
卫生健康、财政、公安、民政、市
场监管、妇儿、教育等部门及属
地政府参与的对家庭托育点建
设的指导监管体系，并建立家庭
托育点收托婴幼儿信息管理和
托育服务信息公开机制等。

“家庭托育服务是一种新兴
行业，建议国家层面将家庭托育
服务纳入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
的专业体系，加快专业建设和人
才培养，逐步建立完善的职前培
养、入职培训、资格考试、专业评
估等体系机制，同时建议引导和
支持家庭托育服务成立行业协
会。”张娣芳表示。

已累计服务1000余人次
“宝宝屋”托位供不应求

从医院退休后，家住静安区
江宁路街道的马阿婆就无缝衔接
地被女儿“返聘”了，她戏称，自己
的第二职业是“育儿嫂”，整整13
年，她拉扯大了女儿的“大宝”，刚
想休息休息，2018年，女儿怀上了
二胎，她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带
娃。3岁多的外孙女离不开人，马
阿婆到哪都得带着她，于是，宝宝
不得不坐在童车里，和外婆一起
到菜场、医院等场所“体验生活”。

去年3月份，消息灵通的马
阿婆打听到社区的“宝宝屋”要试
营业后高兴坏了，这意味着自己
终于可以松口气了。马阿婆告诉
记者，自己从家走到淮安路上的

“宝宝屋”只需要10分钟左右的
路程，先放下宝宝再去菜场等办
事，隔壁就是老年食堂，还能定定
心心吃顿饭，关心下老年活动的
排期。长达十几年的带娃生涯终
于有了喘息的机会。

家庭托育点的问题尚在探索
中，开在“家门口”的社区“宝宝
屋”已经在上海市多个街镇一个
个落地。让家长“喘口气”的同
时，也构建了“15分钟生活圈”。

据了解，静安区“宝宝屋”开
设至今，已累计服务婴幼儿1000
余人次，托位供不应求。

静安已把社区“宝宝屋”
建设列入今年实事项目
“江宁路街道首创全市首批3

家社区托育‘宝宝屋’，为1-3岁婴

幼儿提供灵活、便捷的临时性、计
时制托育服务。”龙婉丽介绍说，
2022年9月，市教委召开现场会，
推广经验辐射全市，并推动上海市
率先立法实施地方性法规《上海市
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条例》。

龙婉丽还透露说，作为“宝宝
屋”的发源地，2023年，江宁路街
道将进一步深化社区托育服务。
比如在空间上，将在相关幼儿园
内、居民区内，新增3家社区“宝
宝屋”；在时间上，适当延长服务
时间，在周末增加开放时间；在内
容上，将积极开发服务内涵，计划
新增科学育儿服务。

“上海市静安区已把社区‘宝
宝屋’建设列入2023年实事项目，
各街镇同步规划开设更多社区托
育服务设施，实现社区‘宝宝屋’
14个街道（镇）全覆盖，进一步增
强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提
高社区治理效能。”龙婉丽表示，静
安区将以“宝宝屋”的创新实践，努
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生动的基
层样本，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静
安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如何减轻育龄青年养育压力？
委员建议推动家庭托育点建设，增设更多“宝宝屋”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幼有所育，老有所
养”，一老一幼一直以来关乎民生。去年，全国
第一个“宝宝屋”在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街道
诞生。之后，包括上海多个城区的“宝宝屋”遍
地开花。奉贤、浦东、黄浦三个区还获得了首
批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

“政府在社区、公办幼儿园、园区、楼宇等
建的‘宝宝屋’对于老百姓来说还是杯水车薪，
我们是否可以同时探索推动家庭托育点，多举
措并举，缓解宝妈宝爸们的育儿压力。”近日，
全国政协委员、奉贤区副区长张娣芳将一份
《进一步推动家庭托育点建设减轻育龄青年养
育压力》的提案提交到了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引起了多位委员们的热议，共同为切中民生痛
点的托育点建设建言献策。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张娣芳：进一步推动家庭托育点建设 龙婉丽：让家长们“喘口气”
张娣芳告诉青年报记者，目前各区在建设的“宝宝屋”属于社区托育。今年，奉贤计划将

其作为全区的实事项目，在每个街镇都要建“宝宝屋”。目前，本市还在大力推进托幼一体化，

即托育（托班）、幼儿园教育一体化。“那么，如果我们的家庭托育能够拓展，托育的渠道就更多

了，当然未来我们还可以探索其他的形式，比如通过市场化机制，来更大范围地拓展托育等。”

张娣芳说。

全国政协委员、静安区副区长龙婉丽介绍说，聚焦群

众急难愁盼，静安区已建成 5 家社区“宝宝屋”，打造“15 分

钟托育服务圈”，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便捷、

优质、科学、多样化的集中照护和育儿指导服务，暖民心、

惠民生。

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街道“宝宝屋”，为社区内有需求的幼儿提供临时照护服务。 青年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