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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金报 |甬上教育 记者 樊莹

随着“二孩”“三孩”政策的放开，入托难、入托贵等现象加剧，成了很多家长的心头刺。

在今年的宁波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将“进一步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建设生育友好型

社会、儿童友好城市”等列入今后五年的主要工作，这让很多关注此事的代表委员们备受鼓舞。

为助力破解托育难题，他们也是积极建言献策，向大会提交了不少贴民心的建议。

▲▲▲▲▲代表委员同期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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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委员朱延芳：
加强新时代家庭教育
指导工作

随着“双减”深入推进和家庭教育促
进法的施行，“家庭教育”受到前所未有
的重视。宁波市政协委员、余姚市教师进
修学校副校长、农工党余姚市基层委副
主委朱延芳就向大会提交了一份与此相
关的建议。 □现代金报 |甬上教育

记者 樊莹 摄影记者 张培坚

“尽管目前我市家庭教育以构建家庭
教育工作服务体系为基础，以提高家长素
质为重点，依托家长学校开展工作，呈现
出‘规范化、品牌化、多元化’的特点，但依
旧有许多不足，包括家长主体意识不够、
家庭教育尚未真正形成整体合力、对特殊
群体关爱教育不够等。”朱延芳委员认为，
这些家庭教育的盲区需要非常警惕。

她在建议中提到，建议我市从落实
法规角度，探索开展家长持证上岗，面向
0-18岁孩子家长分段开展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每阶段确定学分，以学分换家长
合格证、家庭教育合格证，并对取得合格
证的家长给予激励，帮助家长成为自觉
的教育者、有实践智慧的教育者。

同时，政府、学校、社会等要打破资
源壁垒，形成服务合力。做到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首先，政府要做家庭教育的“规划
者”，建议在市家庭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协
调下，出台家庭教育“十四五”规划，落实
专项工作经费，搭建“甬优家教”家庭教
育平台，完善家庭教育讲师队伍，成立家
庭教育专家智库，做好家庭教育产品开
发；教育、妇联、人社等单位探索构建家
庭教育指导师培训、管理、认证体系。

其次，学校要做家庭教育的“引导
者”，建议由教育部门牵头，规范学校类
家长学校建设，组织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并将中小学校、幼儿园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纳入教师业务培训内容。

最后，社会要做家庭教育的“助力
者”，建议村社家长学校与婴幼儿照护服
务机构、早期教育服务机构、医疗保健机
构等深入合作，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和新
闻媒体单位，传播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
推动家庭教育服务指导。

此外，针对《家庭教育促进法》提出
亲自养育、加强亲子陪伴、共同参与发挥
父母双方作用等9项“带好娃”的方式，
因对于留守、回流、隔代养育等特殊家庭
而言，无法有效落实的现状。朱延芳委员
建议，根据全省儿童之家建设标准，由财
政保障儿童之家运行资金、民政、妇联合
力推进全市儿童之家建设，规范儿童之
家服务，为全市特殊儿童提供亲子陪伴、
家庭教育指导；发动志愿者力量，为全市
有需求的留守、困境、隔代养育等家庭提
供代理父母服务。对于留守儿童，能够做
好建档工作，并探索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建档立卡工作模式，真正为留守儿童家
庭提供有效帮扶。

精细优化普惠托育服务、形成系统性的托育教师培养体系……

如何破解托育难题
代表委员建议颇有温度

宁波市人大代表、奉化区妇
幼保健院副院长孙霞在提交的
《关于进一步完善生育配套支持
措施，激发生育活力，为实现共同
富裕续存源动力的建议》中，重点
提到了精细优化普惠托育服务。

她从促进生育率保障角度提
出建议：“根据国家‘十四五’规
划，到2025年，要努力实现每千
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
达到4.5个。而目前宁波每千人口
拥有 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为
2.63个，离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孙霞代表注意到，其实浙江
省近2年相继出台了托育机构质
量服务评估标准、家庭和社区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指南等政策，
但目前“场地资源缺、专业化程度
低、监管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依旧
存在。

为此，孙霞代表建议应进一
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托育服务
机构在“普惠性公益性”为主的
前提下，允许高端的市场服务型
托育机构的存在，但要设立相应
的准入和运行标准,并有明确的

监管机制。同时，根据社会发展
和托育市场需求，高职院校加快
托育专技人员的培养；托育服务
机构教师需持证上岗，不仅需要
接受定期的岗位培训和考核，定
期对教师心理健康评估，也应重
视生命早期1000天的早期教育
支持。

她还建议，托育幼儿和托育
教师按照一定比例配备，强调重
视托育机构的感染预防应高于幼
儿园的感染预防标准，每托幼机
构至少设立一位专职医务人员。

精细优化普惠托育服务

“破除老百姓对于全面三孩
的迟疑，首先要解决‘有人带’的
迫切问题。”宁波市政协委员、宁
波大学东海战略研究院教授刘训
华认为，宁波急需加快普惠性托
育机构发展，使得人口新政行稳
致远。

刘训华委员建议，由市发改
委牵头，联合教育、卫健等部门成
立工作小组，研究全面推进普惠
性托育机构发展机制，明确政府
主导和监管职责，制定宁波市托
幼机构建设标准。

建议鼓励现有幼儿园通过
“搭车”形式将0-3岁婴幼儿托育
机构建设纳入普惠性幼儿园建设
体系。鼓励现有早教机构转型，鼓
励有条件的大、中型民营企业开
展家政和托幼机构。

因为宁波大部分企业为民营
企业，刘训华委员建议，可以通过
财政补助解决托幼机构主要经费
问题，政府对规范的民办托位给予
与公办相同的补助，将托费降低到
普惠水平，并全程参与效果监督。

同时，建议按企事业、街道、

社区、家庭托育点、家政企业、幼
儿园等多类型托幼机构主体分类
推进，如职工数 1000 人以上企
事业单位尽快建立托儿所，幼儿
数500人以上公办幼儿园尽快建
立附属托儿所。企事业单位和公
办幼儿园建立的托儿所，以全托
为主；鼓励大型社区在社区幼儿
园基础上，试点社区式、家庭式日
托机构。修改企业自办、写字楼与
园区办托育的地方法规，从政策
层面支持和规范等，推动这一民
生福祉实现更大进步。

多类型托幼机构主体分类推进

宁波市政协委员、宁波市闻
裕顺幼儿园教育集团总园长李江
美在“委员通道”回答记者提问
时，也建议学前教育能向下延伸。

李江美委员说，一方面，我们
要鼓励幼儿园盘活资源开设托大
班，更要鼓励中大型企业、单位设
立托儿点；另一方面，要关注托育
教师的培养，目前系统的培养体
系还没有完全形成。宁波有幼儿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有卫生职业

技术学院，我们希望，能够在0-6
岁托幼教师培养体系方面贡献

“宁波样本”。
宁波市政协委员、宁波市李

惠利幼儿园园长林红建议，通过
对幼儿园资源的盘点，对于有空
余学位具有一定条件的幼儿园进
行托育场所的改建，财政形成配
套的政策给与补助与奖励，以此
形成优质的托育示范龙头，积极
推进全市托育机构的规范化发

展。
同时，街道、乡镇可以充分发

挥好社区活动中心的阵地作用，
对辖区内0-3岁儿童家长开展科
学育婴的短期和定期培训，普及
科学育婴知识。并依据家长需求
确立早教“双休日亲子园、婴托
活动中心、父母学校、半日托儿
所”等机构，使这些家庭能够最大
限度就近获取普惠的优质教育资
源，缓解入托难的问题。

学前教育能向下延伸

朱延芳委员朱延芳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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