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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往新中国的列车”发车

香山革命纪念地是中国共
产党“进京赶考”的第一站。3
月25日，一列以“开往新中国
的列车”为主题的西郊线列车，
从香山站启程开往巴沟站方
向。西郊线列车穿行三山五园
地区（“三山”指万寿山、香山、
玉泉山；“五园”指颐和园、静宜
园、静明园、畅春园和圆明园），
开往香山革命纪念地。扫描列
车上的二维码，乘客还可以阅
读精选的红色主题电子书，学
习革命历史，了解北京市海淀
区的文化旅游资源。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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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以数智共享浙江以数智共享““翻山越岭翻山越岭””

■新华社记者 田晓航

生娃没人带，带娃成本高，
托育服务贵……托育仍然是亟
待补齐的民生保障短板，事关婴
幼儿健康成长，事关千家万户。

紧扣“托育难”这一百姓关
切，“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
景目标纲要明确发展普惠托育
服务体系，并提出支持150个
城市利用社会力量发展综合托
育服务机构和社区托育服务设
施，新增示范性普惠托位50万
个以上。

“十四五”时期为何要大力
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中国计划
生育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
长王培安说，托育机构侧重于
为确有照护困难的家庭提供必
要的照料看护服务，我国女性
劳动参与率高，托育服务的刚
性需求不断增加。“仅就托育服
务而言，据调查，育儿家庭中有
托育需求的近40%，而得到满
足的仅占4%左右。”

数据显示，我国3岁以下
婴幼儿人数超过4700万。与
巨大的需求体量相比，我国托
育服务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并
承受着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持
续影响。

早在2019年，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
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
就提出强化政策引导和统筹引
领，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积极性，
大力推动婴幼儿照护服务发
展，优先支持普惠性婴幼儿照
护服务机构。2019年以来，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开展支持社会
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
动，着力增加3岁以下婴幼儿普

惠性托育服务有效供给。
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了解
到，2020年，27个省（区、市）的
290余个城市参与试点，中央
预算内投资采用补助的方式，
按每个新增托位给予1万元的
补助，直接带动新增托位10万
个。专项行动支持东部地区、
有条件的中部地区以及受疫情
影响严重地区发展普惠托育服
务，加大力度引导社会投资参
与，推动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在政策带动下，托育市场
社会力量投资意愿显著增强，
涌现出大量提供托育服务的机
构，逐步发展出了商业综合体
嵌入、社区办点、幼儿园延伸、
家庭“邻托”、企业福利、上门服

务等多种模式。
如今，每千人口拥有3岁

以下婴幼儿托位数已经纳入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
要指标。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
司相关负责同志表示，这是反
映托育服务供给水平的重要指
标，可以更为准确地判断托育
服务供给状况，为促进普惠托
育服务体系建设提供支持。

“十四五”时期正是发展普
惠托育的“窗口期”。中国人口
与发展研究中心预测显示，这
一时期出生人口会比“十三五”
平均每年少200万以上。“这正
好为合理调配幼儿园学位和托
位、推进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创
造了条件。”中国人口与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贺丹说。

与此同时，“十四五”时期
婴幼儿照护服务需求将持续释
放。我们需要构建怎样的普惠
托育服务体系？

王培安认为，“十四五”时
期应构建政府主导、以普惠微
型托育机构为主体、社会力量
广泛参与的托育服务体系。

“照料婴幼儿让女性在职
业发展上付出了较大的代价。”
贺丹建议，幼儿园招生前置一
年，减少婴幼儿家庭照料时间
与托育费用；通过“搭车”形式
将 2 至 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
纳入普惠性幼儿园服务体系，
与学前教育同规划、同部署、
同推进。

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相
关负责同志表示，国家卫健委

将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积极
性，建立完善高质量的托育服
务，会同有关方面，树立托育民
族品牌的价值取向，向人民群
众提供质量有保障、价格可承
受、方便可及的普惠托育服务。

记者还从中国计生协了解
到，“十四五”期间中国计生协
将加强婴幼儿照护宣传教育，
增强家庭科学育儿能力，开发
制作婴幼儿照护服务知识宣传
教育系列书籍；持续开展“向日
葵计划”，在农村地区建立亲子
小屋，培训亲子服务辅导员，增
强农村家庭科学育儿能力；整
合社会资源，研究制定托育机
构社会监督标准，探索建立符
合中国国情和行业发展需要的
社会监督体系。

未来五年未来五年，，如何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如何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李 典

信息化浪潮下，伴随着老
龄化社会的加速，老年群体如
何跨越数字鸿沟，享受“数字
红利”？

近日，在浙江省宁波市举
行的“银龄跨越数字鸿沟”科普
专项行动部署会上，浙江省科
协一级巡视员姜长才展示了两
组数据：截至2019年底，浙江
省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
口为830.7万人，占比为14.2%，
成为全国第七个迈入老龄化的
省份；根据中国科协第十一次
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浙江
2020年18岁—39岁具备科学
素质的指标比全国高了4.25个
百分点，55岁—69岁仅比全国
高了0.78个百分点。“这说明老
年人仍然是我们素质建设的薄

弱环节。”姜长才说。
作为应对之举，浙江省《关

于开展“银龄跨越数字鸿沟”科
普专项行动(2021—2023年)的
通知》中提出，以老年人“数智
共享跨越鸿沟”为目标，围绕交
通出行、就医、消费等智能服务
应用重点，计划在三年内对浙
江省老年人进行200万人次以
上智能手机应用科普培训。

这其中，杭州、宁波先行先
试，为推进这一行动计划实施
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2017年开始，宁波市在全
国率先对45岁以上市民实施
大规模的中老年人智能手机操
作技能普及培训。截至目前，
该市已经培训25万人次，帮助
老年群体基本掌握了微信交
流、手机拍照、新闻阅读、天气
查看、医院挂号、公交查询、手

机导航、移动支付等实用功
能。这一举措在 2017 年、
2021年分别被纳入宁波市十
大民生实事工程。

一直以来，老年群体缺乏
学习智能手机的社会化途径。
在浙江省科协副主席陆锦看
来，老年人智能手机培训存在

“教学难、组织难、风险大、成本
高”等特点，导致相关的学习培
训渠道欠缺，社会组织主动介
入较少，使老年人逐渐成为智
能社会的缺位群体。

如何才能搭建起系统的培
训体系？3月18日，2021年宁
波市老年人智能手机操作技能
普及工程正式启动。该市设置
了271个线下教学点，招募了
617名讲师及志愿者。线下培
训、送教上门、线上自学等方式
满足老年群体的多元需求。

不同于年轻群体，老年人
培训有着“学得慢、忘得快”的
生理特点。因此，探索中老年
人听得懂、学得会的授课方法
尤为关键。

根据这一需求，在宁波，多
个生活场景正打造出立体式的
教学传播矩阵。比如，民生银
行为老年人设立智能手机培训
的专属课堂“乐老学院”；奉化
和宁海在春耕农忙时节设置夜
间学堂授课；在老年人喜爱的
电视栏目上播放“老年人学手
机”系列公益短视频；鄞州制作
了智能手机培训题材的“科普
小巴”，在该区1400多辆公交
车循环播放……

“我们还通过发挥老科协、
银辉党支部、贝壳公益基金、
81890以及各级志愿者等社会
各界的力量，用社会化动员方

式继续开展普及培训，今年要
完成培训10万人次。”宁波市
科协相关负责人说。

此外，中国移动宁波分公
司针对这一培训还开发了教学
管理系统，规范教学点和学员
信息登记，及时公布课程信
息。实施过程中，其将不定期
进行督导，通过到学员座谈、实
地调研、电话咨询等方式加强
沟通和信息反馈，确保相关培
训质量。

老年群体跨越数字鸿沟，
离不开社会各方力量的参与。
宁波市副市长陈炳荣谈及此表
示，接下来将凝聚政府、企业、
社会合力，加强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实现传统服务方式与智
能服务创新并行，使老年人在
数字化时代收获幸福感与安全
感。(转自中新网，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