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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设计温馨的现代化园区内，在孩

童的欢声笑语中，老人们聊天、散步，怡然

自得……像这样“一老一小”和谐共处的

“老幼共托”新场景，在一些城市越来越多。

老有所养、幼有所育，事关人口高质

量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近年来，我

国着眼于兜底线、保基本、促普惠，系统

推进养老育幼服务体系补短板、扩供给、

提质效，“一老一小”服务网络越织越密、

更便利可及。当前，不少幼儿园遭遇“招

生荒”，伴随着居民养老需求的攀升，部

分民营幼儿园“老本行”和“新趋势”一起

抓，“老幼共托”应运而生，也成为解决

“一老一小”照护难题的新答案。

所谓“老幼共托”，是将托老与托幼

服务相融合，通过在同一空间下进行老

幼照料、代际学习和互动交流，缓解家庭

对于“一老一小”的后顾之忧。近年来，

不少城市试点“老幼共托”模式，一站式

解决居民养老、托育两大难题。今年7

月，北京市将普惠托育点嵌入养老服务

驿站，启用首个“老幼共养”普惠服务点；

山东省济宁市将养老服务中心搬进幼儿

园，从托幼转型托老；山西省太原市合理

化利用原幼儿园空间，中午为孩子提供

“小饭桌”和午休服务，上午和下午变身

老年活动中心；广东省深圳市在社区长

者服务中心布局托育点，一个场地、一家

机构解决老人和孩子的双重照料问题

……“老幼共托”新模式让“一老一小”在

同一空间得到精心照护，满足了代际融

合需求，解决了众多家庭照顾老人、托管

孩子的现实问题。

各地不断探索“老幼共托”新模式，

既是形势使然，更是现实所需。“十四五”

时期，我国老年人口将以年均约1000万

人的规模持续增长。教育部数据显示，

2023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7.44万所。对

比2022年的数据，全国幼儿园减少1.48

万所，在园幼儿数量减少534.57万人。

可以说，“老幼共托”新模式打破了固有

隔阂，实现“一老一小”资源共享与代际

交流，是对既有社会服务与照护模式的

创新探索，也是积极应对我国人口发展

新形势的务实举措。

正因为此，“老幼共托”的潜力正在

被市场挖掘。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拥有

“老幼共托”相关企业36.2万余家，其中，

2023年新增注册9.2万余家，同比上涨

20.3%。从中可以看出，很多企业已经看

到了“老幼共托”的巨大市场机遇。

然而，从各地试点情况来看，多地仍

是“摸着石头过河”，养老托育一体化仍

有难点待解。比如，“老幼共托”中的养

老部分具有较强专业属性，需要专业人

才对老年人进行心理和身体的双重照

料，机构运营也更精细化、专业化，而目

前同时照顾老年人和儿童的复合型专业

人才远远不足，现有护理人才的数量和

质量均无法满足高质量养老托幼服务的

需求。又如，当前针对养老托育融合服

务体系的规划、建设、保障、监管等政策

尚不完善，需进一步明确各主体的权利、

责任、义务。此外，“老幼共托”场所的空

间设置和代际互动活动设计要注重多功

能性和灵活性，确保设施和服务满足不

同个体的多样化诉求。

当前，“老幼共托”探索刚刚起步，仍

需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持续优化方法。

各方要找准养老托育需求与服务的结合

点，科学规划、优化布局、适配服务，不断

提高服务的精准性、便利性、可及性、多

样性。期待更多“老幼共托”新模式涌

现，用心用情打造覆盖更广、质量更佳、

体验更优的新场景，描绘更多让“一老一

小”可感可及可信的幸福图景。

用心用情打造更多用心用情打造更多““老幼共托老幼共托””新场景新场景
城市锐评

背景：
国庆假期，云南的哀牢山、四川

的稻城亚丁等自然保护区热度上升。

一些游客冒险涉足“无人区”，把“禁

区”当景区，不仅置自身生命安全于不

顾，也给景区管理和生态保护带来巨大

压力。

近年来，不少游客追求探险刺激，

跟随“打卡攻略”探索“小众秘境”，由此

引发的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些惨痛

的教训警示提醒人们，理性跟风，莫入

“禁区”；敬畏自然，安全第一。

@《工人日报》：近年来，各种“勇闯

禁区”的事件不少，有的踢坏钟乳石、踏

破丹霞地貌，导致特殊地质景观难以修

复；有的随意放生或引种外来物种，引

发局部生态环境迅速恶化；有的擅自穿

行未开发的无人区，轻者耗费有限的公

共救援资源，重者遭遇猛兽袭击而遇难

……在打卡潮流、反向旅游等语境下，

人们常常追求“我来过、我见过”，但不

能忽视的是，我们“向外”追求景区提供

更多元的产品供给、更高品质的服务

时，也应当“向内”自我提高文明意识，

尊重规则、敬畏自然。这是文明出游的

题中应有之义，也应成为我们每个人深

入骨髓的素养。

@光明网：一味强调发现不一样的

风景却忽略危害风险，不是冒险而是莽

撞。“禁区”莫入应该成为一种铁律，而

非弹簧，不应该存在任何游移和伸缩。

各地景区、保护区也惟有进一步明细规

则，使之成为可遵循的准则，才能产生

约束力。

@中国经济网：人生可以是旷野，但

以身犯险不值当。无论身在何处，安全

始终第一。云南哀牢山景区发出的安

全提示，应成为每位游客的行为“红

线”。当然，面对旺盛的探险需求，也不

能“一棍子打死”。不妨借此次哀牢山

爆火契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开发

出更多安全可控的线路，为游客提供更

加优质的出游体验，实现景区与游客的

双赢。

政府食堂假日开门迎客政府食堂假日开门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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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期间，浙江省衢州市政府机关

食堂面向全社会开放的消息不胫而走

——采用点餐模式，菜品精选衢州“百

县千碗”的特色风味，力求为市民、游客

提供安全优质的餐饮服务。不少游客

为此专程到衢州，把政府机关食堂作为

打卡点之一。

除了衢州市，江苏省扬州市、江西

省景德镇市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等

地的政府机关食堂也在节假日期间对

外开放，以开放亲和包容的姿态迎接市

民和游客，不仅向社会展示了政府机关

的亲民形象，更体现出公共服务理念的

转变和创新。

政府机关食堂对外开放，散发出

“亲民味”。过去，政府机关往往给人一

种高高在上、难以接近的感觉。如今，

通过开放食堂等方式，政府机关主动揭

开神秘的面纱，让普通市民和游客有机

会近距离接触和了解政府机关的日常

生活，这种亲民举措无疑拉近了政府与

民众之间的距离，让政府更加接地气。

除了亲民，政府机关开放食堂还体

现了“便民味”。在节假日期间，许多公

共场所人满为患，停车难、就餐难等问

题层出不穷。政府机关食堂的开放，不

仅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一个新的就餐

选择，还缓解了周边餐饮场所的压力。

同时，一些政府机关还在节假日开放停

车场，充分利用闲置资源，为市民提供

便利。

更重要的是，政府机关食堂的开放

还带有浓厚的“惠民味”。这些食堂通

常以较为实惠的价格提供优质的餐饮

服务，让市民和游客在享受美食的同

时，也感受到了政府的关怀和温暖。这

种普惠性的公共服务，不仅提升了政府

在民众心中的形象，也增强了民众对政

府的信任和支持。

然而，政府机关食堂成为网红打卡

点，并非只是简单的“亲民”“便民”“惠

民”所能概括的。其更深层次的启示在

于，政府正在尝试通过更加开放和透明

的姿态，与民众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

这种联系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便利和

服务，更是精神层面的沟通和交流。

当政府机关不再是一个封闭、神秘

的存在，而是成为市民和游客愿意主动

接近、了解的场所时，我们不难发现，这

其实是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的一种转

变。这种转变意味着政府更加注重与

民众的互动和沟通，更加关注民众的需

求和感受。

同时，政府机关食堂的开放也为城

市形象的提升和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

新的机遇。当这些食堂成为网红打卡

点时，无疑会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体验

和消费。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城市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还能为当地旅游业注入

新的活力。

政府机关食堂成为网红打卡点，不

仅体现了政府的亲民、便民和惠民理

念，更揭示了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

的转变。这种转变对于增强政府与民

众之间的联系、提升城市形象和促进旅

游业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期待未

来能有更多“双向奔赴”的举措，敞开更

多为民服务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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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把莫把““禁区禁区””当景区当景区

“馅饼”还是陷阱

近期，代下单消费模式在网络

上快速兴起。所谓“代下单”，是指

顾客挑好商品，线上联系中间商下

单购买，购买成功后顾客再领取使

用。这些中间商日常搜罗消费者未

加留意的优惠渠道，或利用掌握的

商品服务的内部价和优惠，以低于

官方价、高于优惠价的价格售出，赚

取差价。

代下单到底是“馅饼”还是陷

阱，消费者有着不同的体验。专家

提醒，代下单服务暗藏一定的消费

风险，容易引发纠纷，也给个人信息

安全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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