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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儿童剧院、儿童阅读区
等融入商场布局；为新建幼儿
园配上家长等候区、小游园和
公厕等儿童友好“三件套”；将
中度、重度失能学生儿童纳入
长期护理保险保障范围……

连日来，中国城市报记者
在采访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城
市开始注重从“一米高度”视
角出发设计城市空间，并制定
实施社会政策、健全完善公共
服务体系。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社
会发展司和国务院妇儿工委
办公室联合发布的《中国儿童
友好城市发展报告（2024）》
（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
至目前，全国已有 93个城市
进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范围。

城市应多些“一米视角”

周末午间，甘肃省兰州市

植物园内，红黄绿3种颜色交

织，绘出一幅如诗如画的初冬

画卷。市民郝女士的女儿暖

暖今年2岁了，穿着可爱的卡

通棉服，像一只小企鹅摇摇晃

晃地走在植物园内小径上。

但没走两步，暖暖突然小嘴一

撇，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郝女士见状，迅速将孩子

抱起进行安抚。“以前带孩子

外出时，她哭闹我通常不会去

抱，希望她能从小学会坚强和

独立。”但后来，在一次刷短视

频时，郝女士改变了想法。
在郝女士向中国城市报

记者展示的视频中，一位母亲
将拍摄镜头降低至孩童的高
度，借此展现孩子日常眼中的

世界。
“从孩子的视角看周围环

境时，我发现对孩子来说，尤
其在公共环境中，周围的事
物又高又大，阻挡了正常的
视线，连普通的车辆也可能具
有压迫感。”郝女士说，这些

“庞然大物”会使孩子在探索
外界时产生不安和恐惧，而
家长在此时给予适当的呵护
与慰藉，能增加孩子内心的安
全感。

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发展
特点，决定了他们对于城市环
境的感受和认知，与成人有所
不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城
市设计者查特吉从儿童心理
学的角度，探讨了儿童与城市
之间的友好关系，认为儿童与
城市的关系如同儿童与家人
的依恋关系。

“城市为幼儿提供安全、
健康的成长环境，为少年儿童
提供友好、便捷的社交环境，
为青少年提供探索周围、学习
知识与技能的广阔空间。”中
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讲师王
夏雨表示，每个特定成长阶段
的服务和保护，都会潜移默化
地增强儿童对城市的情感。

正因如此，多地从“一米
视角”出发，推进儿童友好城
市建设。

什么是儿童友好城市？
根据国际广泛认可的《儿童权
利公约》，儿童享有生存权、受
保护权、发展权和参与权。保
障和实现儿童的这些权利，为
他们的全面发展提供适宜的
政策、空间、环境和服务，就是
儿童友好。

2021 年，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 23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
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通
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100个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试点，从顶
层设计角度推动“更近一米更
友好”。

《报告》显示，继 2022 年
全国公布首批14个建设国家
儿童友好城市名单以来，2023
年、2024年分别增加40个、39
个，累计已有93个城市入选，
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比重近
三分之一。

与此同时，根据统计数
据，截至2023年底，超130个
城市（含直辖市城区）编制了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实施方案、
行动计划等，提出一揽子儿童
友好城市建设任务举措和政
策清单；90余个城市将儿童友
好理念融入国土空间规划和
各类部门专项规划。

金角银边“长”出“孩子气”

规划蓝图有了，接下来摆
在城市面前的命题是：如何将
儿童友好的理念实际运用到
环境建设改造中来？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
有的城市建设安全且富有创
意的游乐场所。比如上海市
徐汇区在滨江沿线设置儿童
攀岩墙、篮球场、滑板广场等
体育设施，打造主题鲜明的
儿童滨水空间；浙江省杭州市
上城区建成全市首个儿童友
好商圈，将儿童剧院、阅读区、
益智游戏区等融入商场布局，
成为当地“宝妈”们的热门打
卡点。

有的则将关怀与爱护融
于细节改造上。“走廊扶手栏
杆缝隙大，越到边缘越是儿童
危险区；图书室书架高，踮着
脚也够不到想看的书，活动区
域都是‘大人定制’……这些
方面看似细微，却是儿童尤为
关注的事情。”江苏省南京市
高淳区河滨社区相关负责人
说，当前该社区正尝试从“一
米视角”改造基础设施。

专家表示，以儿童友好为
导向的空间改造，有时并不需
要“大兴土木”。不能为了“儿
童友好”而推动“儿童友好”，
否则容易造成工程的重复建
设，做成“盆景”。每修建、改
造一条路和一个街区前，都把
适幼性作为重要考量之一，看
看孩子们好不好走、有没有地
方玩，甚至把其纳入规划图纸

的审查要素都不为过。
王夏雨认为，城市规划者

可以通过调配物质与空间的
契合度、创造符合儿童审美与
游戏的安全空间、建立健康环
境公约等，来增强儿童对于城
市空间的积极情感。

不止空间友好

“一米高度”看到的不仅
有城市发展的高度，还有文明
发展的深度。满足儿童的需
求，不仅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
方面，还体现在公共服务等各
方面。

在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妇
儿大厦改造项目采用PPP模
式，在优先保障妇儿发展、家
庭关爱等基本功能基础上，引
入亲子陪伴、幼儿托育、演艺
剧场等新业态，将公益服务与
商业运营有机融合，提升公共
服务供给效率。

再把目光投向江苏省，苏
州市相城区漕湖街道永昌泾
社区组织“小小规划师”、DIY
汉堡、儿童观察团主题讨论等
活动，还将辖区儿童划分为4
个年龄段，量身定制寓教于乐
的服务或活动，涵盖教育、娱
乐等诸多方面。

王夏雨称，建设儿童友好
城市的初衷，并非让儿童被动
接受城市单向的关注与呵护，
而是以儿童为核心构建双向
良性互动的人文环境。当儿
童能有机会参与维护和创新
他们的城市，通过他们的能量
和创造力改善城市时，他们便
会基于对城市的情感而自发
地加入到创造更宜居环境的
行列中去。

南京市建邺区宁好城乡
更新促进中心秘书长吴楠对
此深有体会。此前，吴楠带女
儿参与了一场公共空间“微更
新、微幸福”的实践活动。起
初，他带着女儿在翠竹园社区
调研。在这个过程中，两人角
色渐渐发生了互换，女儿发现
了公共空间的问题。

“之后，女儿领着一帮孩
子完成了动线布局、设施进
场、花草种植，而她也从不合
群，到愿意和其他小朋友交
流，性格有了很大转变。我们
为什么需要儿童友好，这就是
答案。”吴楠说。

王夏雨表示，儿童友好城
市的建设包括许多方面。其
中，城市功能建设是基础，包
括安全、卫生的基础设施，供

同伴玩耍娱乐的场所，举办日
常活动的场所，以及避开拥挤
交通等的自由行动路径。除
此之外，稳定的社区社会关系
建设也决定了儿童是否能在
社区中活动自如。当儿童能
感受到身份认同、得到成年人
的爱护，能自然融入社区生
活、免受欺凌与暴力，经常感
受到社区的凝聚力、衣食住行
有保障时，社区就是适合儿童
成长的友好社区。

在王夏雨看来，儿童友好
城市建设至少应包括以下3个
维度：一是基于环境和生态心
理学视角的城市功能建设；二
是基于儿童心理学视角的儿
童家乡情感建设；三是儿童自
己对其所生活城市（社区）的
建设，即儿童参与建设。

以友好促有爱

城市多了些“孩子气”后，
受益的不仅只有儿童。

“我们小区附近的儿童游
戏角很受欢迎，孩子在这里玩
耍，家长们则可以在这里交流

‘育儿经’。”河南郑州市民张
女士认为，专为儿童设计的游
憩空间实际上能大幅提升各
个年龄段居民的生活幸福感。

“我心情不好时，也喜欢来这
里，很治愈。”她说。

在上海滴水湖正南方环
湖景观带D区，布置着游乐探
险带和景观休憩带，这里的各
种设施造型新颖，色彩鲜艳。
其中不仅有为低龄宝宝设计
的沙池、小滑梯、秋千、攀爬区
等幼儿玩乐设施，还有儿童和
成人都可以自由玩耍的大型
攀爬区、秋千、吊床、海盗船
……“我家有俩娃，一个8岁，
一个3岁，我们全家都喜欢周
末来这里玩。”上海白领朱女
士说。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城市
与生态文明研究所副研究员
郭志远认为，营造儿童友好城
市空间，有助于提升市民的获
得感、幸福感。

起步“空间友好”，推进
“服务友好”，最终实现“全域
友好”……从各地实践来看，
一个处处体现对儿童友好的
城市，彰显了其人文关怀与社
会责任担当，能让各个年龄段
的居民都感受到城市的温度
与善意。

“儿童友好城市的愿景便
是从儿童开始，让每个人成为
真正的自己。”王夏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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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贤官镇改造一新的贤官亭公园内，儿

童在新添置的娱乐设施上尽情玩耍，畅享快乐时光。 人民图片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