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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合力，完善学前教育保障机制育保障机制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学龄前时期是儿童身心发展的关键阶段。让孩子们都能走进幼儿园，接受知识启蒙，享受友情温暖，得到科学的饮食作息

照料，是实现个人人生“起点公平”的重要方面，也是国家民族“百年树人”、涵养人力资源的第一步。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进一步提高学前教育入园率，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保障机制，支持社会力量办园。如何更好地落实这一要求？

从乡村到城市，我们的记者进行了探访。 ——编 者

“拉手，一起走。”4 岁的琪琪伸出手，拉着

一个新来的小朋友走到沙子堆前。拿起铲子，

两个小家伙玩起了游戏。

很多小朋友刚来重庆涪陵娇子幼儿园时，

都哭着吵着要回家，琪琪也不例外。现在，“园

龄”半年的她成为“大姐姐”，关心起更小的弟弟

妹妹。

“我们将爱心、信心、恒心贯穿在孩子的学

前教育中。”看着这一幕，园长周俊秀眼里满是

欣慰。娇子幼儿园是涪陵区一所民办普惠园，

有着 20 年的办园史，附近居民大多把孩子送到

这里。

最近，娇子幼儿园的不少小朋友迷上了国

际象棋，“这是我们园的特色教育。”周俊秀告诉

记者。特色理念、特色课程、特色活动……涪陵

区各幼儿园深度挖掘历史渊源、文化底蕴，开展

“一园一特”“一园一品”创建活动。

目前，涪陵区共有 200多所幼儿园，其中民办

园占到四成左右，“入园难”问题得到有效改善。

民办园学费高吗？

女儿在涪陵巴乐幼儿园上了两年多，唐倩

交的费用却越来越少。“比以前低了一半多。”唐

倩告诉记者。原来，在区教委引导下，巴乐幼儿

园转为普惠性民办园，价格更低，教学质量、设

施环境却没变。2020 年以来，涪陵区共有巴乐

幼儿园等 14 所等级非普惠园转制为普惠园。

学费降了，保育教育质量如何保证？

为促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涪陵区教

委和区财政局联合颁布了《重庆市涪陵区普惠

性民办幼儿园管理办法》，规范收费标准和办园

质量，同时提供改善办园条件、稳定教师队伍、

提高保教质量等方面的支持。

“小朋友们，今天老师来变个魔法，看看木

块和铁球放到水盆里，会有什么变化。”小朋友

围在老师游届身旁，沉浸在“沉与浮”的科学世

界里。游届当幼师 5 年了，每学期，她都要去涪

陵区公办幼儿园跟岗学习。如何让孩子感知世

界？怎样培育良好习惯？……每次学习回来，

她都会有更多的教育灵感。

为保障孩子们“入好园”，涪陵区采取公办

园带民办园、名园带新园、名园带弱园、中心园

带分园教学点的方式。“我们建立民办园与公办

优质园结对帮扶机制，提高日常保教工作质量，

开展园本教研和课题研究，帮助民办园提高保

教工作水平。”涪陵区教委相关负责人说，目前，

全区 12 所公办园与 24 所民办园深入开展合作

办学，全区幼儿教师区级年培训率达到 100%，

实现了全员免费培训。与此同时，涪陵区根据

规划布局和城乡人口分布，对新申请的民办园

严把“入口关”；制定涪陵区改善薄弱园办园条

件 16 条要求，建立薄弱园整改台账，实行一园

一策，层层督导，限期整改，集中验收。

民办幼儿园为学前教育注入了更多活力，

园长们也有新期待。谈及未来期望时，巴乐幼

儿园园长蒋安娜表示，民办幼儿园的投入和质

量都在不断提高，让她对未来信心满满，每天干

劲十足。“我们做学前教育的初衷，就是为了让

更多孩子有美好的童年。”

重庆市——

学费下降，质量提升
本报记者 常碧罗

崭新的教学楼矗立在阳光下，宽阔的操场

上，孩子们穿梭在色彩斑斓的滑梯、荡桥、秋千

间。操场一角的生态园里，有一条长十几米、宽

20 厘米的黄河“几”字形小水渠，上面标注着流

经的相关省份。“这是‘山西’！这是‘河南’！”两

个小男孩边蹦边喊。

走进教学楼，一间间教室整洁明亮，不同房

间里摆放各式手工、绘画、图书等教具，老师讲

得眉飞色舞，孩子们听得神情专注。站在楼道

里，唱歌声、击鼓声、欢笑声从四面八方传来。

3 月下旬，记者走进河北大名县沙圪塔镇谢

寨村幼儿园，发现这里和印象中设施简陋的乡村

幼儿园大不一样。

“5 年前，这里只有 80 多个孩子、5 名老师。

经过‘一村一园’项目改造扩建，如今有 200 来

个孩子、15 名老师。”幼儿园园长贾玉琴介绍。

大名县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定点扶贫

县，2016 年以来，大名县依托国研中心及所属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帮扶，开展了“一村一园”

项目，通过改善园所环境、招募志愿者、加强师

资培训、丰富课程活动等举措，全面提升农村幼

儿园办园质量。

“项目为全县改造提升了 60 所农村幼儿园

硬件条件，配备了保教设备、幼儿玩具、绘本图

书……让原本陈旧落后的幼儿园焕然一新。”国

研中心挂职大名县委常委、副县长吴平说。

为弥补农村专业幼师缺口，近年来，项目先

后从专业院校和社会公开招募大中专学历的青

年 幼 教 志 愿 者 ，保 证 每 个 乡 村 幼 儿 园 至 少 一

名。志愿者一年合同期满，经考核合格且自愿

续聘的，继续签约留任。目前，全县的志愿者幼

师稳定在 300 人规模。

“我老家就在谢寨村，我在这工作月收入

1800 元。”教师李晴晴说，她甘心留下来，是因

为这份工作让自己奉献家乡的同时也得到锻炼

提升。

在国研中心支持下，大名县开展了“乐高”

“万能工匠”等形式多样的幼师培训活动，改进

幼教志愿者的教育观和教学方法。

李晴晴展示手中《巨人的故事》绘本，“我以

前以为绘本就是漫画故事，经过教学培训，发现

里面的线索细节很丰富。”她翻开其中一页，“我

告诉孩子们‘巨人张大嘴巴，把池塘里的水都快

喝干了，旁边的小鸭子呱呱叫’，让他们观察并

想象这个场景，学着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

“一村一园”项目大大缩小了城乡幼教差

距。如今，大名县乡村幼儿园大专以上师资比例

从 30%提升到 60%，幼儿入园率由 2016 年的 90%
提高到 95%，两项数据均接近城区幼儿园水平。

最大的变化，在孩子身上。在铺上镇易地

搬迁小区常元康居幼儿园，幼教志愿者徐盼盼

介绍，班里的小朋友，很多父母长期在外打工，

刚来的时候既不爱说话，也坐不住四处乱跑。

半年下来，注意力集中了，认真看书、画画；见到

大人，主动打招呼，变得开朗自信。

河北省大名县——

乡村幼儿园里欢笑多
本报记者 张腾扬

回想起“大娃”上幼儿园时的窘境，家住济

南市历下区锦屏家园的杨丽直言“二娃”幸运。

2004 年，杨丽的第一个孩子到了该上幼儿园的

年纪，可她家附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幼儿园”，

只有家庭式运作的“托儿所”。为了让孩子接受

更正规的学前保教，杨丽只能咬咬牙，把孩子送

到 8 公里外的一家幼儿园，每天接送的往返时

间往往超过 1 小时，搞得家长孩子身心俱疲。

2014 年，杨丽家“二娃”就赶上了国家的好

政策。就在离家不到 100 米的地方，2012 年建

起了公办幼儿园锦屏幼儿园。“锦屏幼儿园的硬

件条件当时在全市都属于一流水平，解决了周

边居民迫切的入园需求。”杨丽说。

杨丽的经历折射出近年来济南市学前教育

事业的发展和进步，随着政府投入力度逐年加

大，公办园覆盖率越来越高，办园质量不断提升。

历下区紫苑幼教集团园长吕蕴数同样见证了近

年来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刚参加工作时，历下

区只有一所公办园，而现在，仅仅是我们紫苑幼

教集团，就有 4 个园区，各园区间车程不超过 10
分钟，彻底解决了周边居民的入园难问题。”

历下区教体局副局长丁宇介绍， 2018 年

至 2020 年，历下区共完成新建幼儿园 12 所，增

加学位 4000 余个。

规模扩充、硬件提升后，师资跟得上吗？历

下区探索的集团化办园，有效解决了幼儿园迅

速增多后的师资配置问题。

历下区锦屏幼教集团园长许文娜说，大力发

展公办园初期，确实都普遍面临缺乏优秀师资的

问题。许文娜原本是历下区名校甸柳一小副校

长，因为有幼师教育背景，被委派来到锦屏幼教

集团担任园长。2019年 6月历下区教体局开始探

索“集团化办园”，先后成立了历下区第一实验幼

教集团、紫苑幼教集团、锦屏幼教集团等 9个幼教

集团，以优质园所为龙头，辐射地域分园。

历下区教体局局长孟薇告诉记者，在集团

内部，无论是经费还是师资，都由总园统一调

配，避免撒芝麻，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同时，教

育集团实行“区管团聘园区用”教师管理模式，

组建集团专项教研团队，完善教学研训一体化

制度，实现管理、师资、设备等优质教育资源的

共享，建成互助共赢的发展共同体。

紫苑幼教集团财富中心分园 2020 年 9 月开

园 ，其 中 骨 干 教 师 正 是 来 自 集 团 内 部 各 个 园

区。吕蕴数介绍：“对于新开园，我们都会根据

幼儿园硬件情况、周边小区环境、生源情况等，

安排师资配备和教学计划，逐步凸显各自的办

园优势，形成一园一品的特色发展之路。”

据了解，济南市全面构建“广覆盖、保基本”

的学前教育服务体系，不断扩大普惠性学前教

育资源覆盖面，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

办与民办协调发展”的格局。 2016—2019 年，

全市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投入 35.97 亿元，年均

增长率为 27.84%。近 3 年来，全市新建、改扩建

提升幼儿园 280 余处，增加学位约 6.9 万个，同

时通过内部挖潜改造，持续增加公办幼儿园招

生能力。目前，在公办园就读幼儿 19.1 万余人，

占比超过 53%。

山东省济南市——

扩大公办园“辐射力”
本报记者 肖家鑫

“十三五”期间，我国学前教育取得跨越式

发展。来自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学

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85.2%，普惠性幼儿园覆盖

率达到 84.74%，比 2016 年增加 17.5 个百分点。

“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越

来越多的家庭从中获益。下一步，学前教育怎

样越办越好？日前，记者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教授刘焱。

记者：当前，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面临着哪

些挑战？

刘焱：在“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得到有效

缓解后，普惠性学前教育主要面临三方面挑战：

一是普惠性幼儿园尤其是公办园数量快速

增长，给一些地方财政带来压力，后续经费保障

难度加大。

二是部分普惠性民办园基础差，“限价”政

策使其经费来源受限后，有可能进一步降低教

育质量。

三是大部分幼儿园教师包括公办园非编教

师、普惠性民办园教师等收入较低，影响师资来

源、专业素质和队伍稳定性。

记者：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各自面临的

最大困难是什么？

刘焱：公办园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很多幼儿

园在岗教师没有编制，在编教师和非在编教师

“同工不同酬”，影响了幼儿教师队伍的稳定性

和素质的提高。

普惠性民办园的困难主要表现在原有基础

差，教育质量偏低。如果仅仅“限价”而不给予

有效的扶持，这些幼儿园的教育质量会进一步

降低。经过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入园难”

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上好园

难”。当前还不能完全靠扩大公办幼儿园数量

和规模来解决，应当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帮助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提高教育质量。

记者：对实现普惠性学前教育可持续性发

展，您有什么建议？

刘焱：首先，要统筹协调公办园和普惠性民

办园一体化发展。建立对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

园一视同仁的财政投入制度。建议以县为单位

核算和确定普惠性幼儿园生均成本，制定统一

标准的学前教育生均成本家庭和政府分担比

例，从而体现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的公平性。

其次，政府资金投入应优先用于提高幼儿

教师收入。建议建立统一标准的普惠性幼儿园

教师工资保障制度。

第三，完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财政补助

和资金使用监管制度。在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实施“限价策略”的同时，政府补贴加幼儿园收

费不能低于幼儿园实际所需办园成本。

第四，为确保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可持续性

发展，让更多的幼儿与家庭享受公平而有质量

的学前教育，应把普惠性学前教育纳入基本公

共服务范畴。

记者：对于提高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您有

什么建议？

刘焱：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

育。要提高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让更

多优秀学生愿意报考学前教育专业、投身学前

教育事业。同时，我们要提高幼儿教师职前和

职后教育的质量，打造一支懂专业、爱学习、具

有终身学习意识和能力的幼儿教师队伍。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刘焱——

增强普惠性学前教育可持续性
本报记者 张 烁

■新视点R

应以分秒必争、
“一个也不能少”的
紧迫感，盯紧这最后
15%的未入园儿童。
既强化顶层设计、广
泛动员各方力量，也
要提高政策执行力，
针对不同家庭面临
的实际困难想办法、
出实招

2015 年至 2020 年，我

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提高

10.2个百分点，达到 85.2%，

这个成就了不起！其背后，

有财政连年加大投入力度，

千方百计增加学前教育资

源 供 给 ；也 有“ 民 办 园 一

律 不 准 单 独 或 作 为 一 部

分资产打包上市”等政策

刚性落地，遏制部分民办

园哄抬价格、过度逐利，让

更多孩子都能“有园上、上

好园”。

成绩得来不易，但距

离 实 现“ 幼 有 所 育 ”全 覆

盖 ，任 务 还 很 艰 巨 ——

2016—2018 年 ，我 国 新 出

生人口 5032 万人，2020 年

已到入园年龄，目前尚有

15%、约 750 万孩子没能如

期入园。而据相关机构调

查，这些孩子大多来自偏

远山村、困难家庭，其中不

少是由祖辈照料的留守儿

童。他们在获得科学抚养

教育方面，与入园儿童相

比有较大差距，加上普遍

缺乏与同龄人之间的嬉戏

交往，身体、智力情感发育

等受到一定影响。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

祖国的未来。让这 750 万

儿童顺利入园，事关这些

家庭的幸福，也关系到社

会和谐稳定发展。

国际经验证明，在儿童早期教育上投入 1 元

钱，未来在阻断代际贫困、预防犯罪、创造税收等

领域实现的社会回报会达到十几元。可以说，学

前教育具有较强的社会公益事业属性。在实现

“幼有所育”全覆盖的过程中，除了实行“普惠性”

措施，对特别困难儿童，还应采取多种手段开展更

有针对性的帮扶，兜牢“起点公平”这个底。

比如，近年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国内多

个省份开展的“一村一园”项目，就是采取公益帮

扶的方式，利用乡村原有的小学教室、村委会闲置

房等，就地开办幼儿园，招募并培训志愿者担任教

师，让困难家庭孩子以较低学费就近入园。哪怕

只有五六个孩子，也开展正规保育教育。实践证

明，这些幼儿入园后的饮食锻炼、早教启蒙等都获

得极大改善。相较财政拨款在县城集中办园或补

贴民办园转制，“一村一园”以较少的公益资金投

入和家庭投入，实现了“幼有所育”。这一学龄前

教育的“供给侧创新”符合乡村发展实际，务实而

高效，值得快速推广。

再如，近年来不少地方出台了各类“困难家庭

儿童减免保教费”政策，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

生、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等减免学费。未来，应

对困难群体实行财政“兜底保障”，提高财政资金

支持力度和精准度，帮助困难家庭孩童顺利入园，

并在衣、食、教、娱等方面获得和其他孩子一样的

基本公共服务。

孩子的事等不得。应以分秒必争、“一个也不

能少”的紧迫感，盯紧这最后 15%的未入园儿童。

既强化顶层设计、广泛动员各方力量，也要提高政

策执行力，把任务细化到居委会和村委会，把责任

落实到人，针对不同家庭面临的实际困难想办法、

出实招，让所有孩子的人生都有一个阳光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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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紫苑幼教集团

福地街分园第一届大班毕业幼儿。 宁继霞摄

图②：河北省大名县黄金堤乡金乡水岸幼

儿园老师给孩子讲解油菜花。

本报记者 张腾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