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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提出，“强化学前教
育普惠发展”。目前，我国 3-6 岁幼
儿园教育已经有了较好发展。但是，
0-3 岁婴幼儿普惠性教育依旧欠
缺。如何在由国家监管的学前教育
机构中提供托育服务，实现托幼一
体化，成为提升 0-3 岁婴幼儿照护
质量的关键。

2021 年 6 月 10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鼓
励支持浙江先行探索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宁波市作为浙
江省重要城市之一，于同年 7 月出
台了《宁波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 先 行 市 行 动 计 划（2021- 2025
年）》，并提出了实施“甬有善育”行
动，尤其强调“推进幼儿园托幼一体
化发展，乡镇（街道）婴幼儿照护服
务机构基本全覆盖，城镇‘15 分钟
托幼圈’基本形成。”

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
的意义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2023 年 宁 波
GDP 排名全国城市第 12 位，人均收
入排名全国城市第 8 位，整体发展
水平走在全国大城市前列。在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市的战略
指引下，市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越
来越强烈，对子女成长和教育的要
求越来越高，对托幼服务的要求也

“水涨船高”。但现有托幼服务的供
给总量、结构和质量已经越来越难
满足市民需求，成为制约市民幸福
度提升的难点堵点。宁波千人托位
数由 2020 年的 1.55 个增加至 2023
年 的 4.23 个 ，婴 幼 儿 入 托 率 由
6.19%提升到 15.2%，但是离《浙江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提出的“2025 年千人托位达到 4.5
个”还有一定距离。今年的市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2024年需悉心关怀“一
老一小”，开展母婴设施提质培优工
程，每千人托位数达到4.3个。

宁波市卫健委的最新统计数据
显示，目前我市共有托育机构 963
家、托位 41538 个，其中 750 家幼儿
园开设托班，可提供托位 29538 个，
占托位总数的 72.6%。托幼一体已成
为我市协力深化“七优享”工程、彰
显宁波“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新
金字招牌、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先行
的重要抓手。

托幼一体化发展
的推进原则

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需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
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以实现“普
惠、优质、均衡、安全”目标为导向，坚
持儿童优先，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
律，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普惠
多元、安全优质、数字赋能、方便可
及”的原则，完善政策保障体系，构建

人才培养体系、监督管理体系，探索服务
资源供给、友好环境建设的多样性，努力
建成更加普惠多元、优质均衡的托幼一
体化服务体系，支持共同富裕先行市建
设和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发挥政府主
导优势，将托幼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
展规划，加快完善相关政策，强化政策
引导和统筹引领，完善各有关部门分
工负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发挥市
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
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大力推动托幼一
体化发展，加快形成互利共赢的发展
格局，全面构建育儿友好型社会。

普惠多元、安全优质。加强托幼服
务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公办示
范、公民并举，优先支持普惠性托幼服
务，不断扩大普惠托幼服务资源量和种
类供给；坚持儿童优先，切实做好安全
防护、营养膳食、疾病防控、卫生保健等
工作，保护儿童安全和健康，为儿童及
其家庭提供普惠且高质量的托幼服务。

数字赋能、方便可及。深度推进数
字化与智能化发展，实现集托幼服务、
社区（家庭）养育、行业监管、机构补助
等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数字化管理，
探索人工智能智慧托幼服务新业态。
整合社区服务资源，按照“15 分钟生活
圈”标准在居住区配建托幼服务设施，
为居民提供方便可及的托幼服务。

托幼一体化发展
的推进路径

立法建制促规范，明确职责抓落
实。当前宁波已从服务体系、人才队
伍、财政经费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制
度，来保障托幼一体服务实施。托幼整
合，将会涉及卫健部门和教育部门的
合作。托幼一体化要坚持“政府+机构+
家庭+高校+社会”五位一体、群策群力
的发展思路。卫健、教育等部门指导托
幼机构与家庭、高校、社区、医疗机构、
妇幼保健机构、企业等建立健全协同
机制，通过多方协同，汇聚社会各方力
量，凝聚我市发展普惠托幼服务共识，
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提供支持。

严把从业入口关，多措并举强师
资。与区域性高校签订促进托幼服务
事业发展框架合作协议，探索普及科
学的婴幼儿照护理念，建立托幼服务
全面发展的课程、服务、管理体系，培
育相关管理、技术技能型应用人才。开
展“1+X”证书制度试点，打造多个可
复制、可推广的集教学、培训、实践、科
研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化、生产
性的“校企融合实训基地”，保障托幼
专业人才培养量质齐升。

推进数字赋能，引导资源合理配
置。建立常态化发展的历史和预测数
据，利于前瞻性地制定和调整托幼一体
发展战略和规划。依托大数据技术，对
托幼人口数、托幼需求、托幼机构质量
进行动态监测，挖掘托幼行业的需求变
化，及时调整托幼供给，引导资源合理
配置。【本文系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基地课题 （JD6-110）】

（作者单位：宁波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热播电视剧《庆余年》第二部中，有
这样一个片段：去江南的水路上，范闲所
乘官船遭到难民围劫。范闲问明情况后，
不仅没有责怪，反而给他们食物、银两，
助他们返乡。带头的白发老人深受感动，
痛哭道：“我们已经砸船了，你不让动刀，
还送我们回去，那你的官威和脸面怎么
办，往哪搁啊？”范闲挡住老人自打耳光
的手，回答道：“做官的脸面，就是你们。”

“小范大人”这句话发人深省。国人
是讲究和看重脸面的。古话说，“树活一
张皮，人活一张脸。”俗话说，“打人不打
脸，骂人不揭短。”士大夫说，“士可杀，不
可辱。”百姓说“给足了面子”，便是对人
的最大尊重；若说“给脸不要脸”，便是骂
人不知好歹。是个人都要脸面的。官员是
人，自然也要脸面。

和小说虚构的封建官吏范闲相比，
共产党的干部，自当有更高的格局和境
界。我们党的干部，一切权力都是人民
赋予的，其脸面不仅仅代表个人，还代表
着人民。就是说，官员有没有脸面，先得
看其能不能为民争脸添光。有的官员，不
是用权力为群众排忧解难，做事争光，而
是给自个儿镀金添彩撑面子。比如，有的
得了一官半职，便高高在上、作威作福，
在吆三喝四、颐指气使中觉得真威风；有
的当了领导，出入有人前呼后拥，在一片
叫好拍马、阿谀奉承中感到挺气派；有的
有了权力，被人请吃请玩，出入高档娱乐
场所，在酒绿灯红中觉得特长脸。这些本
是官僚习气，在某些官员心中，却成了特
有脸面；而在群众眼里，那不叫脸面，而
叫嘴脸甚或是“不要脸”。

“做官的脸面”应该是个啥样子？这
不禁令人想起周振兴的一记耳光。改革
开放初期的一个仲春时节，时任中共菏
泽地委书记周振兴，到革命老区曹县韩
集乡红三村看望杨得志将军当年的老房
东、老共产党员伊巧云。得知老人的愿望
就是“想吃半碗肥中带瘦的猪肉”时，周
振兴一下子泪流满面，握住老人的双手
说 ：“ 怪 我 ，怪 我 们 啊 ，老 人 家 ，对 不 起
您。”随后，周振兴在一个汇报会上眼含
热泪地讲了一段话：“伊巧云老人今年 83
岁，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她牺牲了丈
夫和三个孩子。抗战时期，在抗战堡垒红
山村做杨得志将军的房东时，为接待来
往的将士，她曾一天做过 9 顿饭。为让将
士吃饱吃好，她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物
件和娘家陪送的嫁妆。现在，在我们领导
下，她生重病了，竟吃不上半碗肥中带瘦
的肉。同志们，我们还有脸当他们的书记
吗？”说着，周振兴突然抬手扇了自己一
个耳光，“我们这些大大小小书记的脸还
叫脸吗？”

因为革命老区群众的日子过得不
好，周振兴深以为耻，愧疚自责，并狠狠
地抽了自己一记耳光。在他看来，群众日
子过得好，做官便有脸面；群众连“半碗
肥中带瘦的猪肉”都吃不上，做官哪有脸
面可言。

共产党人的脸面，就在于为人民谋
幸福。像焦裕禄、谷文昌、孔繁森等党的
优秀干部，时刻把人民放在心中，想群众
所想，急群众所急，解群众所难，群众脸
上露出了笑容，做干部的才真正脸上有
光；倘若为官一任，所作所为让群众闹
心、寒心、伤心，没有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当官也就无颜面对群众了。“当官
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说的就
是这个理吧。

大千世界，茫茫人海，有些人创造
神话，有些人则活成笑话。

笑话，意味着失败，而且是幼稚、浅
薄、愚昧的失败。神话，意味着成功，而
且是超乎想象、出类拔萃甚至是登峰造
极的成功。现实中，谁都指望杜绝笑话、
缔造神话。然而，世事复杂，有人先是笑
话，历经求索、奋斗，蜕变为神话；但也
有些人本是笑话却硬充神话，一朝被打
回原形，便成了更大的笑话。

“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成为
笑话绝非造化弄人，成为神话亦非出于
偶然，而是有规律可循。

一曰有志。“夫英雄者，胸怀大志，
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
之志者也。”成就神话者，必定具有深厚
的底蕴。任正非，曾因货款遭骗，被企业
除名，成为笑柄，但如今，他掌舵的华为
在全球通信设备领域排名第一，虽遭美
国倾力打压，仍突破重围，巍然屹立，创
造了令人仰视的神话。原因在于，他从
小就有远大抱负，参军期间，因作出重
大贡献出席过全国科学大会和中共十
二大。转业到地方后又数度沉浮，饱经
磨难。正如克雷洛夫寓言所说：鹰有时
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比鹰
高。任正非曾不幸遭遇滑铁卢，光芒被

“笑话”暂时掩盖，受尽非议，处境窘迫。
然而，即使处在人生低谷，他仍永不言
败，集资 2 万元，在简陋的传达室创立通
信公司。这种梦想听起来不切实际，谁
也不知道这辈子能否成功，但他内心强
大，志存高远，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卧
薪尝胆，经过 30 年艰苦卓绝的奋战，终
于实现逆转，带领华为站上世界之巅。

二曰有勇。创造神话者，胆略勇气
异于常人，能做他人敢想不敢做，或者
不敢想不敢做之事，面对艰难困苦和
强劲敌手，无所畏惧，敢打敢拼。在
中印边界的自卫反击战中，我军庞国
兴等 4 名来自不同建制的战士同主力走
散，他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这个军
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
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
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
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4
个“散兵游勇”结成一个战斗小组，
在找寻部队途中发现印军炮团正在轰
击我军，如果选择躲开，双方都相安
无事，当然也就同神话擦肩而过。然
而，在孤胆英雄眼中，侵略者不过是
一群鱼鳖蝼蚁、行尸走肉。他们依靠
一往无前的大无畏气概，怀着必胜信
念 ， 向 齐 装 满 员 的 印 军 炮 团 发 起 进
攻。这似乎是“自不量力”的笑话，
可他们居然打得几百人的印军溃不成
军，抱头鼠窜。慌忙中，一辆炮车翻
进 山 沟 ， 印 军 炮 兵 团 长 只 身 狼 狈 逃
离。此后两天，他们又连打 5 仗，歼灭
5 股逃敌，攻克 2 处炮兵阵地，缴获敌
加农榴弹炮 7 门及大量装备物资，努力
使战果最大化，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
迹。

三曰有谋。“有志而情安，是为大
志；有勇而气和，斯为大勇；有谋而不
露，必是大谋”。志大才疏，知识储备不
足，决策失误，莽撞蛮干，必然是瞎折
腾，最终归于失败。有勇有谋，眼光独
到，善于与时俱进，革故鼎新，按照规律
办事，实干加巧干，方能缔造神话。在贵
州十万大山土生土长的陶华碧，大字不
识，但智慧过人。1989 年，她捡来砖头搭
建一间房子经营小吃，因价格低、分量
足，遇上有难处的学生就免单，被称为

“老干妈”。后来，小吃生意不景气，人们
却对她那香辣突出、回味悠长的麻辣酱
兴趣浓厚。她则从中发现商机，决定大
胆转型，变副业为主业，沿用传统工艺
精心酿造“老干妈麻辣酱”，闯出一条致
富路。创业之初出不起广告费，为扩大
销路，她把产品送给走南闯北的货车司
机，常常背着“老干妈”向食堂、商店推
销，打拼十几年，终于攒足名气、赚足人
气，产品畅销海内外市场，打造出一家
一流的现代化企业。

四曰有恒。“好勇好刚总须好学，有
文有武还要有恒。”从笑话到神话，是个
漫长的积累过程。幻想着一夜暴富，或
者故步自封、小富即安，往往使希望成
为泡影。脚踏实地，持之以恒，挫折寻常
事，困难只等闲，一把犁头耕到底，才
能成功登顶。齐白石自幼对绘画兴趣
浓厚，但因家庭贫困，不得不当木匠
养家。他锲而不舍，没有老师指点，
就自己摸索，常在田间地头观察动植
物，随手画出它们的样子。后来，他
得到一本 《芥子园画谱》，如获至宝，
开始自学画画，并迅速进步，受到乡
亲赞赏，并被当地画家胡沁园收为徒
弟，在胡沁园的指导下，他每天从早
到晚练习画画，技艺日益纯熟，十年
后成为家乡有名的画家。由于家乡发
生 战 乱 ， 他 不 得 不 迁 往 北 方 。 在 北
京，他受到陈师曾帮助，改变了绘画
风格，开创了独特的“红花墨叶派”。
起初并不受欢迎，但他不曾气馁，而
是刻苦钻研，使画艺日益精进，终成
国画大师。

每年的高考作文题目,都会引起社
会关注和舆论热议。2024 年新高考 I 卷
的作文题目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
工智能的应用，越来越多的问题能很快
得到答案。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否会越
来越少？

这实在是一个围绕问题发问的挺
有意思的问题。

按照词典的解释，“问题”一词大致
有四种意思：一是要求回答或解释的题
目；二是需要研究讨论并加以解决的矛
盾、疑难；三是关键、重要之点；四是事
故或意外。从今年高考作文题目看，题
中所说“问题”，显然主要是指“需要研
究讨论并加以解决的矛盾、疑难”。

毛泽东曾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
指出：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
盾。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问题）即对
立统一，是事物各个对立面之间既互相
依赖、又互相排斥的关系。无论是自然
界还是人类社会，矛盾无处不在、无时
不有，它是一切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
因。旧的矛盾消失了，新的矛盾又形成
并出现了，于是又促使人们去解决新的
矛盾。而每一轮解决矛盾的结果，都使
事物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呈现一种更
新的形态，事物就是这样不断向前发展
的。

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的运用，
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畅通渠道和便利条
件。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
等现代信息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认
识问题的深度、精度和高度，辅助我们
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效益和效果，使
解决问题变得更加便捷、精准。然而，这
并不意味着问题会越来越少。

其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通常只能
解决知识性、程序性的问题，而深层次
的开放性、复杂性问题和涉及价值判
断、辩证思维等的问题，很难通过互联
网和人工智能找到理想答案。其二，按
照事物发展规律，旧的问题被解决之
后，新生的事物往往以人们不熟悉、不
清楚的面貌出现，而要认识和驾驭它，
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供借鉴，又
没有可以照搬照套的方法和手段，只能
在实践中慢慢地探讨和摸索。在这个过
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未知和难解的东
西，于是便产生了新的问题。

就这样，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
题又产生了；浅层次的问题解决了，深
层次的问题又凸显了。如此循环往复，
以致无穷。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问题
就像割韭菜，旧的一茬被割掉了，新的
一茬又会很快长出来；而每一次换茬，
都会使韭菜的面貌发生改变、品质得到
改善。

懂得了这个道理，有助于我们增强
不断解决问题的决心、勇气和毅力。任
何事业的成功，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一
劳永逸。我们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是一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秋大
业，在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当下，必然
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风险和挑战，
要求我们必须勇于正视问题、善于解决
问题，在解决问题中推进各项事业高质
量发展。

同时，这也有助于我们提高干事创
业的预见性，能够更精准地预测问题、
更精当地解决问题。当旧的问题还在解
决的时候，就能够预见到可能会出现哪
些新的问题、怎样解决这些新的问题，
使我们的工作更富有主动性、针对性和
创造性。否则，如果不了解事物发展的
特点规律，不知道解决问题是为了促进
发展的道理，以为眼前的、表面的问题
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可以高枕无忧
了，那么，当各种新的更为复杂、更深层
次的问题出现时，就会措手不及乃至惊
慌失措。

在揭露矛盾、解决问题中求发展，
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也是被
实践证明的科学有效的思想方法和工
作方法。勇于直面问题、有效解决问题，
不仅是弘扬优良传统的必然要求，也是
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我们应当
不畏艰难、勇毅笃行，在实践中增强不
断解决问题的意志和能力。

“专注” 张爱学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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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的脸面”

在解决问题中促进发展

以共富优享为导向
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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