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社区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进一步完善社区服务，是实

施城市更新行动、激发城市活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服

务民生需求、提升生活品质的重要举措。近日，记者走进部分

城市社区，探访完善社区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方式的好经验、

好做法，为进一步提升社区生活品质提供借鉴。

探索形式多样的托育服务
解决家庭育儿难题

社区是离群众最近的地方，

不少地方积极优化社区服务，增

加普惠性托育资源供给，组织丰

富多彩的亲子活动，让年轻父母

在家门口就能轻松“带娃”。

“一只手指头呀，变呀变呀，

变成毛毛虫呀……”在江苏南京

市栖霞区尧化街道熙景和苑社

区服务中心小蜜蜂育儿园里，两

岁的欢欢在老师的带领下和小

朋友们做着手指游戏，玩得十分

开心。

“家门口的这个育儿园真是

帮了大忙。”欢欢的妈妈徐莹说，

“我和孩子爸爸经常出差，老人

都在外地，只靠家人照顾真忙不

过来。”

徐莹考虑过提前送孩子到

幼儿园，但问了几家幼儿园，只

收 3周岁以上的孩子。“现在，社
区的小蜜蜂育儿园可以提供低

龄托育服务，真是方便。”

小蜜蜂育儿园园长吕萍告

诉记者，社区里有不少家庭急需

3岁以前的托育服务，因此建设
了小蜜蜂育儿园，依托社区公办

幼儿园管理，免租金和水电费，

降低运营成本，让利于民。

目前，小蜜蜂育儿园共有 3
个班、45名 3岁以下儿童，来自
尧化街道 13个社区，除了全日
托之外，其中有 8个孩子是半日
托，以培养生活和行为习惯为主

要目标。

记者看到，在育儿园的活动

区，有积木、海洋球馆和图书角，

服务内容很丰富。

“家长短暂出门办事、买菜，

孩子放在家里不放心，都可以送

到这里，有老师带着他们玩游

戏。”吕萍介绍，栖霞区按每人每

次 1.5小时的标准，为育儿园提
供 30元补贴，去年有 700多人次

受益。

栖霞区卫健委副主任董冬

平介绍，目前全区 9 个街道都
有了普惠性育儿机构，包括 30
家育儿园、39 家在社区幼儿园
中开设的托班、22 家社区亲子
室，为社区 3 岁以下婴幼儿家
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临时

托、计时托、亲子活动等多种形

式的服务。

从全国来看，多地探索形式

多样的托育服务解决家庭育儿

难题。成都积极构建普惠优先、

形式多样的托育服务供给体系，

探索家庭邻里式、社区嵌入式、

托幼一体式、职工福利式、标准

规范式等托育服务模式；上海在

建设“15 分钟生活圈”过程中探
索形成“15 分钟托育圈”，多个
社区托育“宝宝屋”已经开始试

运营或正式运营；广州首个促进

婴幼儿健康成长公益项目试点

“向日葵亲子小屋”在多个街道

落地。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屈智勇建

议，要不折不扣落实小区配套

建设托育服务机构的政策，新

建小区同时规划托育服务的机

构建设，老旧小区在改造过程

中把可用的房屋优先规划成托

育服务的用房和用地。鼓励社

会力量参与，通过多种形式提

供托育服务，给家长们带来多

样化的选择。

完善便利服务设施
让儿童出行安全放心

秋日的北京阳光明媚，走进

东城区灯市口北巷，这里的“彩

虹步道”格外亮眼。到了放学时

间，各类车辆自动让开“彩虹步

道”，学生们欢声笑语，走在回家

的路上。灯市口小学学生邹颖慧

说：“彩虹步道不仅好看还很安

全，放学路上同学们结伴而行很

开心。”

过去这条道路上电动车、自

行车混行，学生们上下学存在安

全隐患。为了解决学生交通安全

难题，属地街道、社区和相关部

门认真论证，规划设计出这样一

条安心通学路，有效改善了校园

周边的交通环境。总长 262米的
“彩虹步道”正式启用后，每天上

下学时间段禁止停放各类机动

车及非机动车，任何车辆都不能

借道通行，相当于给孩子争取了

特殊时段的专属路权。

近日，北京市发展改革委、

市妇儿工委办公室会同相关职

能部门梳理形成《〈北京市儿童

友好城市建设实施方案〉2023年
工作台账》，细化分解 137项年
度具体工作目标，其中有 26项
聚焦为儿童打造更加友好的城

市空间。

比如，在加强城市公共空间

适儿化改造上，将在全市范围内

推进建设一批全龄友好型公园、

口袋公园、休闲公园、城市森林、

小微绿地及体育公园内儿童活

动场地，并在全市自然保护地内

拟建多处自然教育设施、场地，

推动绿隔公园适儿化空间改造，

完善儿童安全娱乐设施和标识

标牌系统；在儿童友好社区建设

上，充分激发妇女之家、儿童之

家、家长学校等活力，提升社区

服务能力和水平；在改善儿童安

全出行上，重点围绕校园周边，

普遍设置人行过街设施，完善人

行横道标线和人行横道提示标

志，并推动打造一批示范安心通

学路。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2021年发布《关于推进儿童友好
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之后，各

地加快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步伐。

上海闵行区古美路街道的部分

公厕卫生间新增了儿童坐便器、

落地式小便器，方便孩子们使

用。武汉依托郊野公园、城市公

园和社区系统构建儿童友好的

活动空间。天津打造 100个示范
性儿童友好社区，推进利用社区

空间，建设儿童之家、图书室、体

育场所、游戏广角等。

打造儿童友好空间是现代

化城市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中

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

院副总规划师刘昆轶认为，在城

市层面，要打造自然趣味的开敞

空间体系，建设适宜儿童出行的

道路交通系统。在街区层面，要

构建儿童独立安全活动圈，包括

学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童

活动中心等。在社区层面，要建

设完善便利的儿童服务设施，配

置特色趣味的儿童活动场地，构

建安全连续的儿童出行路径。

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
为儿童营造快乐成长氛围

“月饼最早是用来做什么

的？”“接龙说出一个带有‘月’字

的古诗。”……在江苏无锡滨湖

区河埒街道水秀社区举办的“中

秋奇妙夜”系列活动上，社区志

愿者积极与孩子们互动，答对的

小朋友能获得一个小灯笼作为

奖品。

刚上小学一年级的许珂豪

最喜欢的环节是自己动手制作

冰皮月饼。在许珂豪面前的长桌

上，放着社区统一提供的糯米月

饼皮，豆沙、水果、巧克力等 5种
月饼馅儿，以及各种手工工具，

每个家庭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制

作出 10个不同口味的月饼———
馅儿可以直接包，也可以“双拼”

甚至“多拼”。许珂豪和母亲将

“混搭风”的馅儿搅拌好，裹进糯

米皮中，然后放入印着嫦娥奔月

等图案的模具里。

“儿子玩得很开心。”许珂豪

的母亲杜琰说，孩子们分享了各

自制作的月饼，结识了新朋友。

活动通过亲子互动，既培养了孩

子们的动手实践能力，也促进亲

子之间的沟通。

水秀社区党委副书记张可云

告诉记者，社区注重儿童友好元

素挖掘、致力于儿童友好社区建

设，设立了国学诵读、非遗工坊、

公益书法等多个儿童兴趣小组，

近年来陆续开展了“城市环保”

“认养花木”“落叶拼图”等一系列

“既有趣又好玩”的主题活动。

提升社区儿童服务，不仅要

为附近居民打造公共的儿童活

动空间，还要举办丰富多彩的亲

子活动，增进社区居民交流，为

儿童营造快乐成长氛围。

专家建议，在城市硬件建设

中要有“一米高度”的儿童视角，

在社区功能上还要提供更多孩

子喜闻乐见的服务。在管理中下

足“绣花功夫”，让“儿童友好”理

念融入社区生活的全过程，为儿

童创造更加美好的社区空间。

（据《人民日报》）

增加普惠性托育资源供给，加快公共设施适儿化改造

为儿童打造更加友好的城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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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宿迁沭阳县， 许多社区兴建儿童活动中心，
增添儿童游乐设施（丁华明/摄）

在山东聊城高新区春蕾公园， 孩子们在游
戏玩耍（梁明泼/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