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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海民办托育机构——春稻田托育园
里，已托育入园110名婴幼儿。每天上午10
时左右，这群“小毛头”就会围坐到小桌子前
吃点心，每个宝宝吃了多少克食物、喝了多
少毫升水等等，一旁的保育老师都会细致记
录下来，上传到宁海“智慧托育”平台上。

除了膳食，宝宝的身体指标、睡眠情
况、晨检五检、课程活动等每一项内容都在

“智慧托育”平台上有据可查。
作为全国首个县级托育服务智慧管理

应用，宁海“智慧托育”平台是当地打破壁
垒的一招“先手棋”。在宁海，目前已初步
构建民办公助、托幼一体、社会资本办托等
6 种婴幼儿照护模式，拥有托育服务机构
58家，提供托位1855个，入托率14.5%，远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面对量大面广、多元
化构成的托育服务供给，要完成从有到优、
从试点到样本，行业规范和监管必不可少，
但在关键的治理端，宁海曾遇到不少问题。

像托育机构的卫生许可证两年换一次，
作为主管部门的宁海县卫健局妇幼科项目
负责人赵苗青最有感触：“两年的数据，就靠
我们四五个人人工比对，不仅工作量大，而
且各家机构数据混乱、不全等情况时有发
生，监管难度非常大！”这也倒逼了宁海在两
年前率先开始布局婴育数字化平台。记者
在“智慧托育”平台上看到，托育服务的全过
程被细化成200多项数据类目，包括安全检
查、消毒卫生、课程活动、健康检查等等。一
方面，老师们根据这套数据动态调整孩子一
天的活动和饮食，家长实时了解孩子在园状
况。另一方面，各区、县（市）监管人员点点
电脑，即可查看辖区内托育机构每日运行情
况，监管托育机构规范发展。

目前，该应用已入驻托育机构58家，为
1400 余个家庭、329 位保教员提供优质保
育、疫情防控、膳食管理等服务7900余次。

“就在上周，我们通过平台发现某个机构的
一个老师工作期间玩手机，马上通知了机构
负责人，责令他们整改。”赵苗青说道。

可以说，这个平台打通了卫生健康、民
政、市场监管和教育等部门数据资源。通
过建立和完善信息平台，为政府和托育机
构的管理工作从碎片化到整体性提供可
能；通过提高托育服务场景的可视化程度
和参与程度，增强家长对婴幼儿照护服务
机构的信任感。作为配套，宁海率先形成

《家庭型托育质量评价标准》，创新出台《宁
海县托育机构星级评定标准》，填补了省内
相关领域的空白，也回应了普惠托育服务
对“质量有保障”和“方便可及”的要求。

最近，在“智慧托育”平台的基础上，宁海
“托育一件事”上线浙里办APP，上面清晰地
显示着宁海3岁以下婴幼儿数量、托位数、托
育机构数等实时数据。家住宸园的李女士尝
了鲜，她拿出手机、打开浙里办APP、搜索所
在城区、选择离家最近的七色鹿托育园，一键
预约探园⋯⋯“没想到当天就接到了老师的
电话！”她的女儿刚刚满30个月，本以为找托
育机构会很麻烦，现在手机上点点就搞定了。

“未来，信息全部录入完成后，宁海乃
至整个宁波都将形成托育一张网，通过大
数据分析，政府还可以优化配置托育机
构。”宁海县卫健局相关负责人说。

数字平台管住大小事
家长托得便捷又放心

让托育服务离群众近些再近些

宁波探索构建15分钟服务圈
本报记者 陈 醉 周松华 郑 文

上午 8 时 30 分，宁波北仑“一家托育园”准时开园，门口
已等候着不少前来送娃的家长，该园秋季托育班开学后，55
个孩子入园托育。

这家被家长们评价为“离家近、老师专业、收费合理”的托
育园，是宁波首家公立普惠托育机构，这里为3岁以下婴幼儿

“谁来带”“怎么带”难题，提供一种新解法。
“幼有善育”一头连着“生育率”，一头系着“人口质量”。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
2025年）》等政策文件，将率先构建育儿友好型社会作为浙江
奔向共同富裕的愿景之一。为实现这样的愿景，全省各地正
在积极创新探索。

宁波有 19 万 3 岁以下婴幼儿，两年来已出台“一揽子”政
策破解“育”的难题、减轻“养”的负担、提高“教”的质量，率先
谋划政府、企业、个人参与的多层次、立体式托育服务体系，推
动城镇15分钟幼托服务圈的落地。

余先生家住北仑区明州花园小区，一对26个月大的龙凤
胎就托在家门口的“一家托育园”，也是首批入托幼儿。

“我和爱人都在企业上班，平时工作很忙，岳父母上了年
纪，照顾起来实在力不从心，若托到好点的商业机构，两个娃
每月要6000元，负担实在太重！”这个问题严重困扰着余先生
这对年轻的夫妇。在北仑区，3 岁以下婴幼儿有 2 万多人，像
余先生这样的托育需求着实不小。

去年，北仑区卫健局成立了区级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
心，并牵头开办了宁波首家“公字头”托育园——“一家托育
园”，园区从设计施工到人员招聘等，都由北仑区卫健局把
关。今年2月，“一家托育园”试运行。

“这是全日托模式，覆盖每个工作日的上午 8 时到下午 4
时 30 分，完美匹配我们上下班时间，而且收费每月 1760 元，
也在我们可负担的范围内。”余先生“托”得很放心。1500 余
平方米的园区内，用心的小设计随处可见，比如墙上寓教于乐
的护牙小玩具，“小毛头”们排队时就能模拟牙线、牙刷的使用
来解闷。再比如，所有宝宝吃过的食物，都会取不少于200克
放在食堂的留样冰箱里留样48小时，方便在宝宝出现不良反
应时快速追溯⋯⋯“两个小家伙入托后，生活习惯变好了，自
理能力也增强了！”

普惠托育服务，替年轻家长分担“带娃”的时间和成本，这是
宁波在“幼有善育”这道民生考题上的突破口之一。《浙江省3岁
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情况调研报告》显示，53.4%的家庭有
托育服务需求，但当前入托率仅为7.5%左右，供给和需求的较
大缺口，正是包括宁波在内的全省各地托育服务上的“硬需求”。

宁波率先出台《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
的实施意见》，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城乡社区公共服务范
围，加快与公众需求相匹配的、最紧俏的普惠性托育供给。按
照2022年宁波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目标任务，今年全市将新
增 0 至 3 岁婴幼儿托位 7500 个，其中普惠性托位就有 5000
个。上半年全市新增托位数完成率超过 90%，全市 3 岁以下
婴幼儿托位达到 31981 个，每千人托位数 3.35 个，超过全省
每千人口托位数3.25个的平均水平。

托位在短时间内实现“大额”增长，宁波的抓手是多方扩
充婴幼儿资源供给渠道。

在宁海跃龙街道车河社区，社区出场地，引入社会资本，
设立九色鹿托育中心，这是宁波市第一家社区共建型民办普
惠托育机构。该中心利用小区配套的社区用房与个人自有的
商业用房合建，设置托位 100 个。鄞州区下应街道海创社区
服务中心二楼则是宁波市首批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站之一，
配备了 1 名保育医生和 1 名育婴师，提供预约式临时托管等
服务，居民步行15分钟便可“放心托”⋯⋯

这些形式多样的“家门口”托位，将婴幼儿服务设施与社
区服务中心（站）及社区文化、体育、养老等设施进行共建共
享，扩大了宁波托育的“朋友圈”。为此，宁波卫健部门还牵头
编制了《托育机构设置指引表》，内容涉及公共卫生、食品卫生
和消防安全等内容，一方面对有意向设立托育机构的企业或
个人给出帮助，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备案成功还能申报普惠
托育津贴，充分引导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或个人举办婴幼儿
照护服务机构，使得托育服务的供给量快速升级，供给结构多
样化；另一方面对设立后的托育机构的监管也更有指导性。

“下一步，宁波还将推进用人单位和工业园区为职工提供
福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让托育服务真正建在距离老百姓最
近的地方。”宁波市卫健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

加快普惠托育供给
年轻家长省心又省钱

前段时间连续高温，北仑新碶街道高塘
和苑小区的季女士为 11 个月大的宝宝犯暑
热症而发愁，幸好“家庭养育指导员”李姣飞
上门帮忙。根据对宝宝的观察和季女士的
描述，李姣飞开出“度夏指南”：空调不要低
于 26 度，饮食要注意保鲜，尤其要关注孩子
腹泻等症状，宝宝不舒服，家长要及时陪伴、
抚慰⋯⋯

季女士是“新手妈妈”，育儿经验不足，
平时带娃要不就听长辈建议，要不就上网
查资料，手忙脚乱又焦虑。现在有了“家庭
养育指导员”帮她梳理宝宝成长各阶段的
照护技能，“生而优养，养而优教”，心里有
底了！

一个“优”字是浙江奔向“浙有善育”大
愿景中的关键词。家庭是婴幼儿生活的主
要空间，但以家庭为阵地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的供给与优化，却是全省各地打造育儿友好
型社会最薄弱的部分。家庭照护提优谁来
做？怎么做？宁波率先实践，以组织培训一
支专业家庭养育指导员队伍上门的服务模
式，手把手教年轻父母养娃。

在北仑区，依托村（社区）计生管理员队
伍就地转化了 300 多名“养育指导员”，她

们率先上岗，覆盖所有村社，目前已累计入
户指导 3 万余户次。在北仑区卫健局健康
与家庭发展科科长金维珺眼中，这批人原本
就在村社一线工作，人缘亲、情况熟，更容易
获得家长们的信任与支持。“他们经过宁波
统一编撰专用教材的层层培训和筛选，具备
婴幼儿照顾的相关技能，是婴幼儿照护入户
服务快速推开的‘主力军’。”据了解，宁波计
划到 2025 年，在全市培养出 2000 名合格的
村（社区）家庭养育健康指导员，婴幼儿家长
科学知识普及率超过90%。

但是，金维珺也坦言，婴幼儿照护未来
将更趋向专业化，涉及营养学、教育心理、医
护等多学科，计生管理员队伍的知识和技能
结构很难在短期内完全补足，如何保障入户
指导员的专业与多能，是宁波婴幼儿照护服
务改革步入“深水区”后必然面临的问题。

今年，宁海试水在全县选聘专家型的
“家庭养育志愿者”，目前已有 43 名幼儿园
老师和 53 名儿保医生正式入列。一个志愿
者再与 N 个来自计生队伍的“养育指导员”
组队，分片区进行入户指导。

作为首批家庭养育志愿者，宁海县妇幼
保健院儿保科医生应春浓带着十几个“养育

指导员”，服务着片区内 1000 多名婴幼儿。
除了“带团”，这些志愿者还是教育、卫生、妇
联三部门联合筹建的“向日葵亲子小屋”的
主力。正学公园“小屋”200 多平方米，就像
一个科学养育的理念、知识、服务的集散地，
提供家庭抚育常态化服务。采访当天，应春
浓正跟这里几名两周岁左右的宝宝和家长
们面对面互动，讲解养育、保健知识。据“小
屋”负责人、潘天寿幼儿园园长冯静聪介绍，
全县目前已有 5 个像这样的“小屋”和 39 个
养育照护基地，创办一年多来，共举办近
2000多场活动，近万个家庭参与。

“可以说，无论是‘小屋’、基地，还是家
庭养育志愿者，其背靠的都是全县 1700 多
位幼师、100 多位儿保医生等多方资源合
力。”宁海县卫健局妇幼科项目负责人赵苗
青认为，教育、卫生、妇联等部门打破边界，
梳理重组资源，是宁海推动高质量婴幼儿
照护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一招”。“儿保医
生手执养育培训师资格证，是养育方面的
专家，幼师都持证上岗，熟谙教育学和心理
学等知识技能，把这两大体系的专业人才
都纳入到家庭养育指导的服务队伍中，真
正实现医、养、教一体化。”

养育员入户指导 “新手妈妈”心里有底养育员入户指导 “新手妈妈”心里有底

陈 醉

0至3岁婴幼儿，站在全生命周期的初
始端，是社会最柔软的群体，需要被看见、被
关照、被保障，宁波已连续两年将3岁以下婴
幼儿照护服务作为市政府民生实事工程。

体系构建、普惠导向、规划引领，宁波着
力在挖掘增量、提升质量两条轴线上齐头并
进，这也是当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普遍的痛点。

托育机构建设对楼层、消防、场地等均
有严格要求，许多新建小区、老旧小区都没
有为托育服务发展预留空间，这成为制约
托育服务发展的最大瓶颈。这就需要各地
政府在顶层设计中，因地制宜，出台标准细
化、可操作性强、能落地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设施配建办法。比如，将托育服务配套用
房标准，纳入新建居住区建筑、产业园区建
设的审批中，规划先行，抓牢社区、单位两
端，将越来越多的托育服务整合进街道社
区，整合进企业单位，才能真正拉近和居民
的距离，扩充婴幼儿照护的解题思路。

另一方面，设施是否安全可靠？食品卫
生有无保证？老师是否具备专业资质？对孩
子的照护是否细致到位等一揽子问题也同样
考验着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顶层设计”。有关
部门要完善相关管理规范，加强监管力度和
质量评估，在消防安全、营养喂养、师资队伍
等方面强监督、严把关。同时，加大托育行业
师资力量建设，实行从业人员职业资格准入
制度和专业培训制度，加快补齐人才短板。

关照好
最柔软的群体

宁海县妇保院婴幼儿养育小组活动现场。宁海县卫健局供图
“一家托育园”为小朋友拍摄毕业照。北仑区卫健局供图

北仑家庭养育健康指导员参加培训。北仑区卫健局供图
海曙白云街道丽雅社区联合白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为居民带来婴

幼儿养育照护课程。 拍友 贺梅贞 摄

鄞州区下应街道海创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中心开展各类幼儿活动。
拍友 汪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