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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8 点不到，湖南长沙雨花区居民郑思远

带着 9 个月大的孩子出了门，下楼步行不到 500
米，就到了雨花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的门口。此

时大厅里已经传出孩子们欢快的笑声。与等在门

口的老师做好交接，嘱托完孩子一些细微事项，郑

思远放心去上班。

“要没有社区托育，家里的负担着实不轻。”休

完产假，郑思远就返回了工作岗位，丈夫常在外地，

同样工作繁忙。孩子白天就靠外婆照顾，搭把手

的人都没有。几个月下来，老人很累。“这不是办

法，但一时又没有别的选择。”郑思远说。

既要忙事业又要顾家庭，谁来照看年幼的孩

子？不少家庭有着类似郑思远这样的困扰。

2023 年，长沙对 2 万个家庭进行调研，发现托

育服务是年轻群体最为关心的内容之一。受访家

庭中，近八成婴幼儿由祖辈参与日间看护，四成以

上家庭明确表示需要婴幼儿托育服务，其中 1.5 岁

至 3 岁年龄段的婴幼儿家庭对托育服务需求最为

迫切。

如何满足这些需求？长沙给出的答案是构

建以社区托育点、幼儿园托班、企业托育园、家庭

托育点为主体，四者协同互补的托育服务体系。

补 齐 社 区 嵌 入 式 托 育 服 务 机 构 短 板 ，是 重 中

之重。

按照 2022 年 12 月出台的《长沙市普惠托育服

务 机 构 建 设 实 施 方 案》，全 市 设 计 居 住 容 量 为

1200 户以上的新建住宅小区，必须同步配套托育

场所。“从去年至 2028 年，将陆续有 8 家托育园在

建成后移交到我们手中。”雨花区卫生健康局副局

长张丽娜说。

    “今年，全市通过新建和改扩建，新增托育服

务机构 135 家，托位总数达 4.33 万个，每千人口拥

有 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 4.12 个。”长沙市卫生

健康委副主任厉卫东告诉记者。

机构建起来，硬件配置和服务得跟上。走进

雨花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早期发展感统运动教

室、多功能教室、绘本馆、开放式托育亲子屋、发育

行为测评室、公益母婴室、保健室等一应俱全。适

应 6 个月至 1 岁、1 岁至 2 岁、2 岁至 3 岁等不同年

龄段婴幼儿身心特点，各个专业功能室均经过针

对性设计。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喜欢咬食玩具，所以墙架

上的所有玩具都有防吞食处理；消毒到位，避免婴

幼儿园内交叉感染。”雨花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教

师吴雨华介绍。

为了引导托育机构规范化设计建设，以省、市

各 1 个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全市 9 个区县市各 1 个

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每个区县“N 个”示范托育中

心为龙头，长沙初步形成了“一区一中心，一街镇

一布点，社区全覆盖”的托育服务体系。长沙加大

力度提升托育行业人员队伍水平，发挥学前教育

资源优势，推动高等院校开设婴幼儿托育服务与

管理等相关专业。

“托育中心的保育和教学人员必须经过系统

专业的培训，取得保育师、育婴员等职业资格证

书，尤其是乳儿班的班主任，我们尽可能安排已育

教师担任，她们具有更丰富的婴幼儿照护实践经

验。”吴雨华说。

托育服务的普惠性也在提升。长沙在 2021
年起实施的《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明确，

要加大对托育机构建设和运营的补贴力度。托育

场所运营方在运营期间可享受税收减免、水电气

收费优惠等政策支持，政府购买服务进一步推动

运营成本的降低。长沙市还向 0—3 岁婴幼儿家

庭发放入托体验券，有效减轻群众托育负担，并逐

步建立健全托育机构费用减免和普惠托育机构运

营补贴的长效工作机制。

湖南长沙——

不断提高社区托育普惠性
本报记者   申智林

开 展 婚 检 知 识 多 样 化

宣 传 、提 供 免 费 服 务 、赠 送

小礼物、打造舒适环境……

近 期 ，各 地 采 取 多 种 措 施 ，

为 群 众 提 供“ 一 站 式 ”婚 检

服务。这些举措，有利于增

强 人 们 参 与 免 费 婚 检 的 积

极 性 和 主 动 性 ，提 升 婚

检率。

婚前医学检查简称“婚

检 ”，主 要 排 查 男 女 双 方 是

否 存 在 影 响 生 育 及 后 代 健

康 的 疾 病 ，比 如 遗 传 病 、传

染 病 、生 殖 系 统 疾 病 等 ，进

而 有 针 对 性 地 采 取 预 防 措

施，是预防出生缺陷的重要

一 环 ，也 是 婚 姻 幸 福 、家 庭

美满的基础保障。近年来，

随 着 经 济 社 会 的 发 展 ，人

们 的 婚 检 意 识 逐 渐 增 强 ，

各 地 积 极 推 进 婚 前 保 健 和

出 生 缺 陷 防 治 工 作 ，不 断

提高服务能力。

不 过 ，从 数 据 看 ，目 前

我国依然有近 1/4 的新人没

有 参 加 婚 检 。 婚 检 如 此 重

要又免费，为什么还有不少

新 人 没 有 参 加 婚 检 ？ 一 方

面，反映出婚前保健知识普

及率仍然有待进一步提高；

另一方面，也说明婚检服务

质量还有提升空间。

    不参加婚检，从家庭层

面看，无法及时发现可能存

在的健康问题，或许会影响

未 来 的 婚 姻 生 活 。 如 果 患

有遗传病，还可能生育不健

康的子女，给家庭生活蒙上

阴 影 ；从 国 家 层 面 看 ，存 在

没有参加婚检的人群，就无

法 有 针 对 性 地 及 时 预 防 出

生缺陷，不利于人口高质量

发 展 。 因 此 ，必 须 双 管 齐

下 ，把 婚 检 率 进 一 步 提

上去。

加 强 婚 前 保 健 知 识 普

及 是 基 础 性 工 作 。 卫 生 健

康、民政等部门，用人单位，

社 区 以 及 计 划 生 育 协 会 等

社 会 组 织 都 需 针 对 相 应 群

体 ，聚 焦 出 生 缺 陷 预 防 、优

生 优 育 、后 代 健 康 等 主 题 ，

开 展 婚 前 保 健 知 识 普 及 活

动，以人们喜闻乐见的科普

形式，倡导健康婚育观念和

行 为 ，引 导 树 立“ 每 个 人 是

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

念 。 农 村 地 区 的 婚 检 知 识

普 及 力 度 更 需 增 强 。 可 充

分 发 动 农 村 家 庭 医 生 团 队

的力量，加强对村民婚前保

健 知 识 普 及 。 计 划 生 育 协

会 的 县 、乡 、村 三 级 协 会 可

以发挥覆盖范围广、会员数

量 多 、专 业 性 强 的 优 势 ，开

展生殖健康咨询、优生优育指导等服务，让更多农村未婚

群众掌握婚前保健知识。

要不断优化服务，让婚检便利可及。各地对婚检采取

免费方式，这是利民的好政策。但少数医疗卫生机构认为

婚检业务不创收，将其“边缘化”，比如，将婚检业务搬到郊

区、报告单没有电子化、周末不提供服务等，这些都给打算

参加婚检的人们带来不便。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提高婚

检的便捷度和普及度。相关机构还要主动作为，为参加婚

检的群众提供更多暖心服务，比如按照结婚需求情况设置

婚检服务时间，在一些结婚登记高峰日前后，增加婚检服务

窗口和科室等。

婚检是促进生殖健康、预防出生缺陷、提高人口素质行

之有效的措施。提高婚检率是一项惠民的系统工程，期待

各地、各部门加强合作、持续用力，为人们的婚姻幸福、后代

健康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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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降过后天气明显转凉，饮食生冷或穿衣不慎就容易

感受寒邪，寒邪伤及脾胃阳气，尤其是原本脾胃弱的人群，

容易出现腹泻、腹冷痛、消化不良的症状。调养好脾胃，才

能确保身体吸收营养，增强抵抗力。

饮食调养脾胃。避免吃生冷水果、凉拌菜等。日常

烹饪时，可以适当加一些香叶、紫苏、生姜、丁香、肉蔻这

类调味品，既去腥增香，又可以帮助改变脾胃虚弱情况，

有助运消化、行气消胀的作用。推荐南瓜山药粥，山药能

养胃健脾补肾，还能辅助治疗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

南瓜甘温耐饥、补中益气。进食时要注意烹煮熟烂、细嚼

慢咽，中医认为，当烹饪和咀嚼到位时，对脾胃弱的人群

有一定的帮助。

中医调养脾胃不只有饮食。八段锦有“调理脾胃须

单举”一式，即两侧手臂分别上举到位，中间交叉到中脘

穴，同时牵拉脾胃经，有促进胃肠蠕动、调理脾胃阳气的

作用。此外，可以搓热手掌按摩中脘穴和关元穴，腹部搓

揉动作由轻到重，直到感觉发热，有健运脾胃、温补元气

的效果。

（作者为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  

霜降过后调养脾胃

张   晋

山西长治潞州区公办综合托育中心，教

室里的两名保育师正随着儿歌节拍上下挥

舞着手臂，孩子们被老师的情绪感染，纷纷

开始模仿。潞州区居民卫颉站在门外观看，

满脸笑意。

“孩子 0 到 3 岁是发育的敏感期，也是人

格养成的重要阶段。我家孩子两岁，到托育

中心 3 个月了，家里人能看到孩子通过专业

的教育，健康快乐成长着。老师们在孩子身

上投入的爱心，让我非常安心和感激。”卫

颉说。

潞州区公办综合托育中心采取“公建

民营”方式运营，由山西小象湾儿童服务有

限公司运营，设置 2 个乳儿班、4 个托小班、

6 个托大班，共计 150 个托位。目前托育中

心共招收婴幼儿 103 人，配备 13 名保育师。

托 小 班 和 托 大 班 的 费 用 为 每 人 每 月 1000
元 ，幼儿班的费用为每月 1200 元 ，以公办

普惠价格减轻群众育儿托育的负担。

卫 颉 向 记 者 说 起 了 这 样 一 件 事 。 有

天，“守护宝宝成长小 2 班”微信群里，老师

向全体家长发送了一条信息：“供暖之前天

气转凉，建议给孩子买一双厚棉鞋，以免冻

到脚。”原来，托育师发现孩子们经常身体

热，手脚却是冰凉的。读到群消息，老师的

细心让家长们非常感动。

“我们办园的理念是‘守护宝宝的 1000
天，让妈妈的爱延续’。在这里，健康测评

及时监测孩子的发育水平，从出生一个月

到 36 个月，会根据孩子月龄有针对性地设

置课程。”潞州区公办综合托育中心园长孙

加琴介绍。

长治公办托育机构积极探索医育结合

模式，例如，托育中心与长治市妇幼保健院

签订医育协同合作协议，成立“儿童专家工

作室”、婴幼儿早期成长发育指导室、小儿推

拿室等特色科室。长治 12 个县区集中与现

有托育机构订单签约，根据婴幼儿特点和托

育机构服务需求，开展健康体检、新生儿访

视、中医育儿等健康管理工作，医疗签约率

达 100%。

目前，长治已实现公办示范性综合托育

机构县域全覆盖，形成以市级托育综合服务

中心为引领，12 个县区公办托育中心为支

撑，社区办托、家庭托育、幼儿园办托、用人

单位办托为补充的“1+12+N”的婴幼儿照

护服务体系。在全市布点建设了 200 余个

普惠性社区（家庭）托育点、幼儿园托班，支

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开办托育

机构。

“政府大力支持高标准建设公办综合

托育机构，无论是前期建设，还是后期引入

市场化运营模式，都能为其他托育机构提

供可借鉴的经验。公办综合托育中心的标

杆示范作用在不断显现，通过‘线上培训+
线下学习’的方式，已为 280 余人次提供 7
轮各类业务培训。”长治潞州区卫生健康和

体 育 局 党 委 委 员 、计 生 协 会 秘 书 长 樊 瑞

悦说。

“ 下 一 步 ，将 在 长 治 市 妇 幼 保 健 院 挂

牌组建市级综合托育服务中心，成立长治

市托育协会，充分发挥行业引领和示范指

导 功 能 ，长 期 为 托 育 机 构 提 供 专 业 服 务 。

同时，借助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加强

对托育机构的日常管理与统计监测，不断

满 足 人 民 群 众 对‘ 幼 有 所 育 ’的 美 好 期

盼。”长治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王

旭琴说。

山西长治——

发挥公办托育机构示范作用
本报记者   马睿姗

四川成都龙泉驿区小豆苗托育中心大

厅，围绕营养相关性疾病儿童管理方案，龙泉

驿区平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童保健科医生

魏倩正在授课。从营养相关性疾病的种类到

如何进行干预，她娓娓道来。10 个托育师围

坐一旁，听得认真、记得仔细。

“孩子有些消瘦，还挑食，怎么办？”听到

一半，就有托育师抛出问题。

“这得结合生长发育曲线图看。可以问问

家长孩子最近身体状况，排除生病导致的食欲

不振后，我们在日常照护过程中就得记录饮

食，给宝宝喂一些高蛋白的食物。”魏倩解释。

一个小时的培训时间里，托育师对婴幼

儿科学照护有了更多认识。

除了医生的本职，从 2021 年起，魏倩多

了个新身份：区内小豆苗托育中心的健康管

理员。“就在辖区，离得也近，每个季度我都会

来一次，给托育机构的工作人员开展婴幼儿

健康知识讲座。”魏倩说。

为健全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下沉卫生健

康服务管理，2021 年，成都市卫生健康委印发

了《关于做好托育机构健康管理员配备工作的

通知》，要求由属地区（市）县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指定县级妇幼保健机构或托育机构所在的

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机

构，选派素质高且熟悉婴幼儿卫生保健知识与

技能的医护人员或公卫人员，“一对一”担任托

育机构健康管理员。魏倩是其中之一。

“健康管理员不仅对从业人员和家长开

展有针对性的卫生健康宣传教育工作，还指

导、协助托育机构建立健全健康管理制度，发

挥纽带作用，促进‘医育结合’。”成都市妇女

儿童中心医院保健部副主任任妍说。

在魏倩指导下，小豆苗托育中心对相关

制度做了修改完善。以卫生保健信息收集制

度为例，过去，托育中心登记的常用资料仅有

幼儿出勤和传染病登记。如今，添加了营养

性疾病儿童管理登记、个案管理和意外伤害

登记。“针对肥胖儿童我们还有个案管理，每

天记录体重，定期与家长沟通，不断调整他们

的饮食结构。”托育中心园长罗艳梅说。

机 构 照 护 不 断 规 范 ，家 庭 照 护 也 得 补

齐。今年上半年，在平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魏倩组织了一场“父母课堂”讲座。针对家长

常在门诊反映的“小朋友牙都没长为啥要刷

牙龈”等问题，口腔科医生在线答疑解惑。“效

果挺好，讲座一开，门诊里家长的这类担忧少

了很多。”魏倩说。

成都金堂县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主任

刘燕兼任该院托育园的健康管理员。今年以

来，托育园每月都会举办一次“家长课堂”。

“相关科室的专家轮番上阵，讲授营养、心理、

口腔等家庭养育的健康知识。”刘燕也是一有

时间，就往托育园跑。

如今在成都，“家庭照护+机构照护+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健康服务”的“医育结合”婴

幼儿照护服务新模式已初步形成。截至今年

6 月，全市共有 523 家托育机构配备了健康管

理 员 ，105 家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乡 镇 卫 生

院）、11 家妇幼保健院参与其中，建立起健康

管理员队伍，近 300 名健康管理员大多为儿

童保健科医师或护士。

“针对健康管理员，我们还会进行培训和

考核。组建儿童保健师资队伍，举办婴幼儿

照护服务儿童保健师资培训班，加强健康管

理员日常业务技能培训，并将健康管理员工

作纳入对所在基层医疗机构的考核评价内

容。”任妍说。

四川成都——

形成“医育结合”服务新模式
本报记者   游   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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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服务对于减轻家庭婴幼儿照护压力、提升生育意愿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现有 3 岁以下婴

幼儿人口近 3000 万，托育需求强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支持用人单位办托、社区嵌入

式托育、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9 月 26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支持和规范社

会力量发展养老、托育产业，抓紧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目前，全国提供托育服务的机构已近 10 万家，托位约 480 万个，托育的硬件设施不断完善，服

务质量持续提升，探索出一些新的服务模式。近日，本报记者分赴湖南、四川、山西等地进行了调

研采访。 ——编   者   

持续提升托育服务质量

上图：长沙雨花区

托 育 综 合 服 务 中 心 教

师陪伴托大班幼儿做

游戏。 谢晓斌摄   
右图：长 治 潞 州

区公办综合托育中心

的孩子在户外活动。

潞州区卫生健康和

体育局供图  
下图：成 都 龙 泉 驿 区

小 豆 苗 托 育 中 心 ，健 康 管

理 员 魏 倩（右 二）在 查 看 健 康

档案。 余   茂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