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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慧卿 绘

余聿仁

婴 幼 儿 作 为 “ 最 柔 软 的 群
体”，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提供
更好的照护服务，是全社会的责
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决定》
指出，“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
设”“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这既是应对老龄化、少子化等人口
发展新变化新特点的必然要求，也
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期
盼的迫切需要。

近年来，我市大力发展普惠托
育服务，把“幼有善育”纳入公共
服务“七优享”范畴，成效明显。
全市 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由2020
年的每千人1.55个增长到目前的每
千人 4.39 个，“十四五”末将达到
每千人4.5个。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生育意愿
普遍下降，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
据市卫健部门通报，去年我市户籍
出生人口为 3.25 万，较 2019 年减
少了 1.7 万，出生人口下降趋势明
显。究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
但生育和抚养成本高，没有精力照
料，无疑是重要因素。在此情况
下，为婴幼儿提供更好的照护服
务，以减轻家长焦虑和压力，对于

提高生育意愿，从而推动人口高质
量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当前，我市存在托位总体过剩
和局部供给不足问题，结构性矛盾
突出，“托不上”和“招不足”同
时存在。据调查显示，我市16.6万
3岁以下婴幼儿人口家庭中有送托
意愿的占 41.53%，但实际上我市 0
岁 至 3 岁 婴 幼 儿 入 托 率 只 有
18.2%。据教育部门统计，全市幼
儿园可提供托位2.74万个，目前尚
有1.51万个托位“虚位以待”。

化解上述矛盾，让托育服务
“叫好又叫座”，既要在改变家长传
统养育观念上下功夫，更要在加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有新举措，
努力给家长提供方便、多元、优
质、价廉的托育服务。

供给要更精准。虽然目前我市
托位总量充足，但存在资源分配不
够均衡合理的现象。城区人口集中
区域，托位供给有限，而在广大的农
村和城市老旧小区周边，因需求不
足产生大量空余托位，造成资源浪
费。有关部门应加强预测分析，强化
统筹规划，尽可能做到合理布局、规
范建设，尽力满足家长就近就便在

“社区内”“家门口”“单位内”将孩子

入托的需求。与此同时，提供的服务
应更丰富多元，除了全日托外，还需
有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亲子托
等特色化、个性化的灵活服务方式，
供家长选择。

质量要更高。托位出现“闲
置”，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家长不放
心。目前的托班特别是幼儿园所办
托班，普遍缺乏规范的托育模式、
科学的照护经验，以及正确的教养
方法，偏“教”轻“保”现象较为
严重，无法满足家长对高质量托育
的期待。其中，专业化人才缺乏是
一个重要原因。托育服务需要根据
不同月龄段提供集“养、育、教、
保、医”于一体的专业服务，因此
需要兼具医、养、教技能的综合型
人才。目前我市幼儿园教师中，具
有托育专业背景的还不到 1%，与
上海等托育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
相比，差距明显。

有关部门在加大托育人才培养
力度的同时，应采取措施，通过对
现有保育师加大培训、鼓励现有幼
师转型等途径，弥补托育方面的专
业人才缺口。此外，加强教师在婴
幼儿发展、课程、保教、管理等方
面的研究交流，不断提升婴幼儿保
教服务能力和水平。

收费要更低廉。目前托育服务
普遍实行成本分担，即便是普惠性
托育机构，收费也不低。根据去年
底统计，我市普惠托育平均收费
2065元/月/人，是上年度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 36.3%。对不少家庭
来说，由此产生的经济上的压力不
容小觑。提高家长入托意愿，必须
为家长“减负”。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决定》
提出，要“有效降低生育、养育、
教育成本”。宁波作为经济相对发
达地区，在积极争创共同富裕和中
国式现代化示范引领的市域样板过
程中，理应考虑尽早把托育服务纳
入基本公共服务。通过进一步加大
财政投入和补助力度，逐步降低收
费标准，减少家庭支出。这是提高
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提升获得感、
幸福感的实实在在的举措，对有效
降低家庭养育成本，提高生育意
愿，改善人口质量，也将产生积极
影响。

让“最柔软的群体”得到更温暖呵护

郑建钢

9 月 8 日 ， 2024 “ 喜 迎 国 庆
非遗礼赞”——国家级非遗项目

“宁波走书”演出周活动，在鄞州
区咸祥镇咸六村宁波走书传承基地
拉开帷幕。宁波走书是宁波的传统
地方曲艺、浙江省“四大地方曲
艺”之一。2008年 6月，宁波走书
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9 月 10 日 《宁波晚报》）。

宁波走书从清朝一直流传至
今，其独有的有说有唱、说唱并
重、以宁波方言演唱的表演形式，
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展示了独特

的地域文化，深受中老年观众的喜
爱，是浙江东部乃至更广泛地区的
重要文化表现形式。

小时候，笔者跟着大人一起听
过宁波走书。一开始，光是看到一
个人在上面又是说又是唱，没有其
他精彩的演出，内心是有一定抵触
的。但是，故事情节一旦听进去
了，就会上瘾。尤其是长篇走书，
就像听评书那样，讲到了紧要关
头，演员卖一个关子，“欲知后事
如何……”保准你还想再来听。

现如今，一方面受到经济生活
的影响，另一方面因为娱乐多样化
的冲击，宁波走书传承的生态环境

受到了制约，出现了传承断层，艺
人队伍后继乏人，演员几乎都是上
了年纪的老演员。如浙江省第二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类 （宁波
走书） 代表性传承人沈健丽，已经
70 多 岁 ， 如 今 依 然 活 跃 在 舞 台
上；观众以老年人居多，传承基地
也设置在老年乐园内，专门为老年
人演出……总之，不管是演员、观
众，还是演出场所，离不开一个

“老”字。
宁波走书从起源、发展到流行，

经过一代又一代艺人的传承，至今
已经一百多年，并且成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不容易。为了更

好地展示宁波走书保护传承与发展
成果，让其进一步发扬光大，从目前
来说，首先要着力培养新生代演员，
不管是艺术院校专门培育专业人
才，还是通过民间艺人海选，目的就
是多选拔能说、能唱、能噱的高水平
尖子艺人，充实到宁波走书演艺队
伍里，使之后继有人。

就内容来说，在保留传统代表
曲目的同时，还应该组织专业创作
人员，多创作一些充满时代气息、
具有当代生活内容的新编现代曲
目，吸引年轻观众走进剧场，愿意
倾听宁波走书，乐于欣赏宁波走
书，体验宁波走书的魅力，从而进
一步推动群众文化的发展，让宁波
走书的观众也后继有人。如此双管
齐下，才有利于宁波走书一代又一
代更好地传唱下去。

把宁波走书一代代传唱下去

赵继承

近 日 ， 我 市 村 社 广 泛 开 展
“我们的家园”行动，推出“家园
共享计划”“文明风尚家宴厅”等
做法，市级部门制定项目直达村
社，合力共建幸福美丽文明家
园，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我们的家园”，居民是主
人，需要每一位居民维护村社利
益和形象，为大家庭的美好尽一
份责、出一份力；也需要居民守
望相助，让家园成为“幸福共同
体”。实践中，因为一些项目脱离
基层实际和群众需求，或是发动
群众、服务群众不到位，一些地
方存在“干部干、居民看”现
象，居民参与村社建设的积极性
不高。“我们的家园”行动，旨在
解决居民参与村社建设积极性、
主动性不够的问题，引导居民全
方位参与村社建设，不断增强其
身份认同和家园意识，自觉成为
村社的建设者和维护者。

居民受尊重，才愿意参与家
园建设。村社在开展“我们的家
园”行动中，搭建居民“唱主

角”的舞台，运用“村民说事”
“圆桌夜谈”“小板凳工作法”等
协商议事办法，把“家园”属于
谁和“家园建设”为了谁、干什
么、怎么干等，向居民讲清楚，
发动居民建言献策、集智集力、
投工投劳，让“我们的家园”由
居民共建共享。

村社建设方法对不对、成效好
不好，居民最有发言权。办好居民

“得实惠”的实事，居民才能在获得
感提升中扩大参与度。对居民所
想、所急、所需的事，及时上门入户
了解掌握，然后用心用情予以解
决，真正把实事做实、把好事办好。
村社建设应敞开大门，让居民当好

“评判员”，组织居民全过程评价村
社建设，确保方向正、效果好，让建
设“我们的家园”成为乡村振兴的
强大助力。

建 设 “ 我 们 的 家 园 ” 没 有
“旁观者”，要把部门、村社企
业、共建单位等资源汇聚起来，
拧成一股绳，不断扩大村社建设
的“朋友圈”，形成村社建设的

“共同体”，让建设成果更多更好
地惠及居民。

共建共享“我们的家园”

漫画角 “净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