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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针对市民群众的托管需

求，海口积极推动一系列惠民政策落

地见效。从 0—3岁婴幼儿的科学托

育到幼儿园至初中阶段的托管，从

“城区集中”到“出门即到”，从高费用

到低成本，海口“官方带娃”服务正在

持续优化，以精细化、人性化举措深

入街头巷尾，切实回应了民众的看护

和教育需求。

不仅如此，“官方带娃”服务还逐

步由城区向镇村铺开。今年 7月以

来，我市在 43个镇（街）同步设立“爱

心托管站”，优先服务城乡困境儿童、

留守儿童、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及

新就业群体子女，把惠民服务送到群

众“家门口”。

“下一步，我市将在托育服务体

系建设上持续发力，不断扩大公益普

惠性服务覆盖范围，让‘幼有所托’惠

及更多家庭。”市卫健委人口家庭科

科长胡珂介绍，我市目前探索采用

“公建民营”模式开设托育服务，减轻

群众“入托贵”负担；同时与专业的第

三方托育机构合作，以确保服务质

量。未来，将进一步优化整合资源，

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

量，推动托育服务从补充形态向品质

化供给转变。

记者了解到，作为“康复+托管照

护”服务试点城市之一，海口还将探

索残疾儿童“康复+托管照护”新模

式，切实减轻残疾儿童家庭负担。

“‘官方带娃’正在成为椰城

民生服务的亮点。”海南师

范大学基础教育办学

管理部副主任赵欣

欣认为，“官方带

娃”服务不仅解决

了双职工家庭的

实际困难，还蕴含

着塑造城市品牌、

增强人才吸引力

的深层价值。他

建议，海口可通

过持续优化课程、建强队伍、整合资

源等方式，构建科学化课程体系，深

化服务内涵。同时，如采用在职业

学校开放实训基地、社区医院开设

“小医生课堂”、农业基地设计劳动

教育体验课程、省博物馆开发“文物

修复体验箱”等方式，我市应

深挖本土文化资源，丰富

服务场景，让“官方带

娃”服务更具特色、更

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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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随着全市42个

“爱心托管站”的投入使

用，以及 22 所学校“暑期

托管班”陆续开班，我市

“官方带娃”服务持续升

温，成为备受群众称赞的

暖心举措。

近年来，我市教育、

卫健、团委等部门聚焦市

民群众“急难愁盼”，全面

升级“官方带娃”服务辐

射范围和服务质量，推动

“幼有所托”向“幼有善

托”转变，不断提升政策

惠民温度，为椰城增添了

更多的童趣和温暖。

□本报记者 肖卫香 刘晓婵

□本报记者 肖卫香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海口“官方

带娃”服务的持续深化，本质上是一场以群

众需求为导向的民生探索。这探索的“指

南针”，始终指向百姓的“急难愁盼”。

曾几何时，暑期“看护难”、托育成本

高等问题，如同摆在城市治理面前的民生

考题。令人欣慰的是，海口多部门协同发

力，聚焦儿童成长需求，以务实举措稳步

推进这项惠民工程。

自“官方带娃”服务启动以来，从试点

到普及，从普通看护到科学育儿，椰城用一

系列扎实举措回应群众关切：一项项惠民

政策相继落地，切实兜底民生需求；一个个

安全温馨的托管空间，承载着孩子们的欢

声笑语；一个个“家门口”的托管机构，让家

长实现就近送托。孩子们绽放的笑颜，成

为对“官方带娃”服务最温暖的肯定。

万家安，则一城暖。海口在从“有托

处”到“托得好”的探索和实践中，不仅解

决了众多家庭的现实困难，更通过优化公

共服务供给，打造全龄友好的生活环境。

当前，海口“官方带娃”服务仍面临新

的挑战，如场地资源分布不均衡，线上沟

通机制有待完善，各托管、托育机构尚未

形成联动等。对于这些问题，应进一步总

结经验、强化顶层设计，以官方统筹为引

领，整合各类教育资源，构建更加普惠便

民的托育服务体系。

托稳群众“小需求”，助力城市“大未

来”。海口将通过打造本土化、精细化的

“官方带娃”服务品牌，使其成为海南自贸

港建设中一张充满温度的城市名片，为引

才、留才、育才提供有力支撑。

“我每天在这里都可开心啦！”7月 14
日上午，海口市五源河幼儿园分园的托管

班上，康安幼儿园大（3）班的刘小娴兴奋地

告诉记者，入园第一天，她就在篮球游戏中

学习了新技能，还结识了新朋友。

这样的场景，正是我市“官方带娃”服

务的一个生动缩影。

“现在的课程更丰富、师资力量也更充

足了。”五源河幼儿园相关负责人魏喜琼介

绍，该园的暑期托管班每天安排 2小时户

外活动，其中 1小时用于开展系统性体育

活动，帮助孩子们在专业、趣味的体能锻炼

中强健体魄。此外，园内还增设了篮球、足

球、乒乓球、羽毛球和高尔夫球等球类社

团，并融入蒙氏教育、编织活动、绘本阅读、

美工等内容，打造游戏、运动与学习有机融

合的托管模式，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成长。

在海口，各校暑期托管服务不仅面向

本校学生，还向社会开放，进一步提升了普

惠性。五源河学校暑期托管班上，来自康

安学校一年级（12）班的谭义楚与五源河学

校的学生们一起学习奥运知识。该校德育

处主任刘菊兰介绍，今年学校优化课程设

置、整合师资力量，开设了四类 20余门课

程，新增心理健康教育、科技教育等内容，

帮助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暑期托管不仅解决了‘看娃难’问题，

更实现了高质量‘育娃’。”7月 14日中午，

前往五源河学校托管班接孩子的家长蔡仲

达说，丰富多彩的课程和活动让孩子在暑

假期间养成了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增长

了知识，真正实现了快乐成长。

“今年，全市 22所学校推出暑期托管

服务，并在课程设置、安全管理等方面全面

升级，努力打造更多‘成长乐园’，让

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市教育局

基础教育科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教育部门和各学校不断探

索“官方带娃”新路径。市教育局

印发方案，明确暑期托管的收费

标准、管理流程，以及安全应急

预案的设计、课程开发的要求

等。各相关学校在做好看护

的同时，不断丰富课程内容，

开放图书馆、运动馆，开设

阅读课、劳动课、科技课等，并

强化安全管理，实现托管不“脱

管”，推动暑期托管从“有托

处”向“托得好”转变。

相较于中小学生托管，3岁以下

婴幼儿的托育同样备受关注。为此，

海口推出“医育结合”模式，因地制宜

打造嵌入街巷的“普惠育儿驿站”。

7月15日清晨，家住美兰区名门

小区的许女士用了不到5分钟时间，

把 9个月大的儿子送到小区附近的

托育机构后，便安心上班去了。“作

为双职工家庭，‘家门口’的托育机

构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许女士

说，儿子入园 5个月以来，每天都很

健康、开心。记者在该托育机构看

到，配餐间、保健室、观影室等功能

区一应俱全，活动场地铺设了软垫，

墙角安装防撞条，家具采用圆角设

计并包裹硅胶，安全细节周到细

致。“我们不仅注重硬件安全，更强

调科学养育。”该托育机构负责人介

绍，机构聘请专业育婴师持证上岗，

推出主题体验式课程，并配备持有

专业资质的保健医生，为婴幼儿提

供安全、专业的照护服务。

对于职场父母而言，普惠托育

无疑是“及时雨”。家住滨海街道盐

灶大社区的周丽琴曾为育儿问题发

愁，并最终选择了位于家附近的一

家托育服务中心。“普惠托育价格亲

民，师生比合理，让我们很放心。”周

丽琴说。

“作为公建民营普惠型托育园，

在政府的场地支持和费用补贴政策

下，我们的收费标准比市场平均水

平低约 50%。”小椰宝托育服务中心

负责人王丹虹介绍，依托“政府搭

台、专业运营、普惠服务”的创新模

式，该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周

边0—3岁婴幼儿的托育需求。

目前，海口市已建成8家社区嵌

入式公建民营托育机构，共有531个
托位，为辖区婴幼儿提供临时托、半

日托、全日托、月托等多种形式的普

惠托育服务。记者了解到，全市多

家托育机构从入园健康评估、生长

发育监测、科学喂养指导到常见病

预防与护理预案，为婴幼儿提供以

医疗健康为后盾的托育服务，真正

实现“医中有育，育中有医”，让家长

“送得放心、托得安心”。

托稳“小需求”
助力“大未来”

记者手记

A

C 整合资源 持续建设托育服务体系

B 医育结合 普惠育儿驿站备受青睐服务升级
从基础看护到成长护航

▼美兰区大英山东一街的家美
乐托育龙岐园内，小朋友们在开心
地用餐。

本报记者 康登淋 摄

◀7月14日，海口市五源河幼
儿园分园里，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
下阅读绘本。

本报记者 苏弼坤 摄

▼7月16日，在琼山区府城街道北
官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三楼的托育服务
指导中心，小朋友们和托育老师一起做
游戏。 本报记者 苏弼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