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报道

A072022年11月21日 星期一 责编/董富勇 叶飞 审读/邱立波 美编/徐哨

“基本每个季度，我都会
来一次这家托育园，主要是检
查园内的卫生保健、膳食管
理、疾病预防、卫生环境等情
况。”记者采访时，海曙区高桥
镇卫生院儿保科长金静娜正
在辖区内的木木橙托育园检
查工作。

这家托育园今年开业。
早在开业之前，金静娜就成了
这里的“常客”，对照托育机构
开办的各项卫生标准，逐条检
查落实情况，开业后，更是常
态化进行上门检查指导。平
时，托育园的保健医生和工作
人员也会随时跟她沟通相关
事宜。

医务人员定期上门为托

育机构的卫生保健情况把关，
并非木木橙托育园的“专
利”。金静娜告诉记者：“海曙
区所有的备案托育机构均与
辖区基层医疗机构签订了协
议，医务人员常态化上门进行
卫生保健检查和指导、健康咨
询和宣教、义诊等活动。”

推进医育结合模式，正是
海曙区扶持3岁以下婴幼儿照
护服务的全新举措。海曙区
妇计中心负责人表示：“我们
中心作为全区托育机构卫生
保健主管单位，全面参与和指
导托育机构的相关工作，让托
育机构的安全健康有了更好
的保障，可以让广大家长对子
女入托更放心、更安心！”

“我们已经完
成了各项备案工
作，老师和保育师
也已上岗，计划开
设4个班，立足本
社区、辐射整个白
云街道，努力照护
好 6 个月至 3 周
岁的婴幼儿。”近
日，海曙区白云街
道丽雅社区吾幼
托育所负责人于
海丽正忙着准备
开园仪式。吾幼
托育所也是海曙
区首家社区托育
机构。

目 前 宁 波 3
岁以下婴幼儿有
21 万人。发展婴
幼儿照护服务，加
大普惠托育服务
的供给，事关婴幼
儿健康成长，事关
千家万户。近年
来，海曙区通过政
策赋能和示范引
路，全力扶持3岁
以下婴幼儿照护
服务行业健康发
展，深受市民好
评。截至目前，该
区备案托育机构
已有 71 家，其中
社会办托育机构
19 家，幼儿园托
育部 52 家，备案
率 位 居 宁 波 前
列。全区总托位
数 3600 余个，每
千人常住人口拥
有 托 位 数 3.46
个，提前完成年度
民生实事任务，得
到区委区政府主
要领导肯定。

“作为海曙区首家社区托育机构，我们在备案
工作中遇到过困难。幸运的是，得到了海曙区各级
领导的全力扶持和细致协调，最终顺利通过了备案
审批流程。”于海丽告诉记者，她经营民营幼儿园多
年，招生对象主要是3周岁以上的孩子。一直以来，
她注意到3周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的需求非常旺盛，
很想开展这方面的业务。她发现，这几年来宁波出
台了各项“硬核”政策，扶持婴幼儿照护服务行业发
展，于是决定放手一试。

经过前期调查，于海丽发现仅白云街道就有
900个左右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丽雅社区刚好又
有合适的场地，于是她紧锣密鼓地张罗着要开海曙
区首家社区托育机构。

“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备案审批过
程中，很多环节我都一头雾水，不知道要怎么准
备。令我感动的是，各级领导都非常支持我们。海
曙区卫健局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在我做场地改造的
时候，就多次上门指导。在备案阶段，更是事无巨
细地帮忙对接、协调。”于海丽感慨，在筹办过程中
充分感受到了海曙区对婴幼儿照护服务行业发展
的重视和支持，这也让她对新事业更有信心了。

“积极协助推进社会办托育机构完成备案，接
受政府监管和服务，才能让老百姓更放心，更托
底。”该区卫健部门负责人表示。

如何让备案托育机构更
规范运营，从而赢得家长满意
和群众信任，是该区推进3岁
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时首要
考虑的问题。

为此，海曙区建立了联合
执法检查制度。具体来说，是
由区卫健部门牵头，市场监
督、住建、消防等多部门参与，

定期对区内托育机构进行检
查抽查。现场反馈存在问题，
持续抓牢托育机构内部管理。

“各职能部门需要树立
‘一盘棋’思想，各司其职，共
同监管，才能让托育机构的服
务有质量、发展有保障。”海曙
区卫健局家庭发展科负责人
介绍。

作为新兴行业，以往不受
关注的保育师、育婴员、家庭养
育健康指导员成了“香饽饽”，
保育师、育婴员更是被列入宁
波市2022年紧缺工种目录，享
受培训补贴和岗位津贴。

为了给海曙区托育行业
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今年8
月，在区委人才办的指导下，
区卫健局“共富托育专班”正
式成立。成立的初衷正是为
了加快托育机构人才建设，提
升托育机构负责人管理能力
和保育人员职业技能水平，创

建优质托育环境。
据介绍，今年该区报名参

加全市保育师职业技能等级
培训认定的就达到200余人
次，创历史新高。其中1名保
育师在全市2022年“技能之
星”保育师职业技能竞赛中获
大赛第一名，取得了保育师二
级技师资格并被推荐为宁波
市首席工人。今年下半年，投
资近30万元的海曙区3岁以
下婴幼儿照护实训基地在区
妇计中心正式投入使用，让托
育人才培训有了新阵地。

一边是很多家庭面临着
婴幼儿照护难题，一边是托育
机构为平均五成左右的入托
率发愁。如何破题？海曙区
坚持问题导向，寻求突破。

比如，推出了“托育形象
大使”。该区特意邀请甬剧研
究传习中心主任、宁波市戏剧
家协会主席王锦文老师，联手
其他7位从事托育相关行业代
表，共同出任“海曙区托育形
象大使”，发布海曙区托育公
益宣传片及宣传海报，通过形
式丰富的宣传推介，让社会了
解托育，走近托育，接受托
育。王锦文表示：“希望结合

本职工作，用艺术的表达方式
来传播 科学育儿的理念，让
市民逐步加深对托育机构的
了解和信任，放心地把孩子交
给托育机构。”

比如，创建“示范托育机
构”，起到引领作用。坐落于集
士港镇樱花里商业广场的安珀
尔托育园，经指导规范，被挂牌
成为该区首家示范性托育机
构。“通过挂牌示范，可以发挥

‘领头雁’作用，引领我区3岁以下
婴幼儿照护服务行业健康发展。”
该区政府办公室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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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曙区推出的“托育形象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