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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1 日电 （记者

李恒） 实现“幼有所育”，对于激发“生”

的意愿、解决“育”的难题和减轻“养”的

负担具有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

出，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支持用

人单位办托、社区嵌入式托育、家庭托育

点等多种模式发展。

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现

有约3000万名3岁以下婴幼儿，超过三

成的婴幼儿家庭有入托需求。随着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家庭小型化趋势愈加明

显，代际之间照料能力减弱，越来越需要

现代化、社会化的托育服务。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补短板、增

供给、优服务：实施重大专项支持一批

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公办托育机构和普

惠托位建设；命名第一批 33 个全国婴

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和175家全国爱

心托育用人单位……系列政策让更多

家庭享受到普惠托育服务，切实解决群

众后顾之忧。

多地结合实际积极探索，通过协调

场地、盘活资源等措施，不断提升托育服

务质量。比如，内蒙古鄂尔多斯因地制

宜探索形成独立实体式、社区嵌入式、委

托管理式等多种托育发展模式，当地托

位超 1 万个；湖南长沙科学规划社区托

育点、幼儿园托班、企业托育园、家庭托

育点，建设家门口普惠托育机构，初步形

成“一区一中心，一街镇一布点，社区全

覆盖”的托育服务发展格局……

长沙市卫生健康委主任刘激扬介

绍，截至目前，当地共有托育服务机构

706家，每千人口托位数3.93个，社区托

育机构覆盖率达78.42%。

如今，有送托需求的家庭越来越能

够实现入托可及。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

显示，目前全国提供托育服务的机构已

近10万个，托位约480万个。

入托可及，送托方便，还要托得放

心。提供什么样的托育服务能让家长放

心、孩子舒心？

“安全、规范、专业、靠谱、科学。”家

住湖北武汉江夏区的二胎妈妈王女士给

出这样的答案。

王女士小女儿星星今年刚满2岁，在

她14个月大走路还不稳时，王女士就将

其送入了家附近的江夏妇幼知音托育

园。“托育园的收费、环境、师幼配比、课程

设置、场地设施等让我们全家人都很满

意，也很放心把孩子送过来。”王女士说。

江夏妇幼知音托育园园长吴静介

绍，该托育园是江夏区第一家公办普惠

托育园，可为孩子提供包括婴幼儿卫生

保健、婴幼儿发展测评、营养膳食指导、

疾病预防与中医调养、特殊矫治儿童追

踪随访等五大医养服务，探索医、育、学

一体化婴幼儿照护服务新模式，尽可能

让家长“托得放心”。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杨

文庄说，提供安全放心的托育服务，要尊

重婴幼儿成长规律，不断完善机构设置、

建筑设计、登记备案、收托管理、保育照

护、营养喂养、健康管理、伤害预防、消防

安全等制度，守住安全健康底线。

印发《关于促进医疗卫生机构支持

托育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家庭

托育点管理办法（试行）》、发布卫生行业

标准《托育机构质量评估标准》……针对

“放心托育”的群众诉求，国家卫生健康

委会同相关部门，通过建立相关制度指

导各地托育机构专业化、规范化发展。

杨文庄表示，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

委将继续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统筹

育幼资源，多渠道扩大托位供给，降低托

育成本，守牢安全底线，提高托育服务水

平，逐步满足人民群众“幼有所育”“幼有

善育”的服务需求。

以“幼有所育”破解带娃难题
我国多举措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

新华社南昌8月

3日电 （记者 姚子

云） 记者从江西九

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获悉，8 月 3 日 23 时，

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

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

站水位退至18.99米，

低 于 警 戒 水 位 0.01

米，这标志着鄱阳湖

水位退出警戒线。

鄱阳湖星子站自

6 月 27 日 超 警 戒 水

位，并于7月4日达到

本轮峰值水位 21.56

米。此后，鄱阳湖开

始缓慢退水过程，直

至 8 月 3 日退出警戒

线。今年汛期，鄱阳

湖星子站水位超警时

间长达38天。

鄱阳湖是长江重

要“蓄水池”，承纳了江

西五大河流——赣江、

抚河、信江、饶河、修河

来水，经调蓄后由湖

口注入长江。鄱阳湖

水位超警戒期间，湖

区干部群众驻堤巡

查，提前预置抢险物

资，快速科学处置险

情，牢牢守护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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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月 2日电 （记者 张

泉） 记者8月2日从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

创新研究院获悉，该院组织开展的珠峰地区

地气相互作用立体观测试验日前正式启

动。其间，团队首次利用航空平台在珠峰地

区开展水热碳通量观测试验。

据介绍，此次开展试验的区域位于西藏

自治区定日县境内珠峰北侧，平均海拔约

4200米。试验团队将利用无人机航空平台

开展观测试验，获取地面与大气之间的水分

通量、潜热通量、感热通量、碳通量和辐射通

量的空间分布数据。团队还将结合地面站

点和遥感卫星的观测数据，开展多时空尺

度、天-空-地立体综合观测。

“卫星观测范围大，是大区域尺度；地面

观测站覆盖范围较小，是‘点’尺度；无人机

观测范围介于两者之间，是‘面’尺度。”中国

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贾立说。

下一步，团队将整合青藏高原地区地面

已有站点、航空平台、遥感卫星等的观测资

料，综合分析高原地区水热碳通量变化过程

特征和机理，进一步探究青藏高原复杂地表

地气相互作用特征，揭示青藏高原环境变化

及其气候反馈的关键机制。

珠峰地区首次水热碳通量航空观测试验启动

8 月 1 日 ，渔

业工人把捕捞到

的小鱼放回湖里。

连日来，在河

南省洛阳市嵩县

陆浑湖，渔业工人

冒着酷暑进行捕

捞，湖面一派鱼跃

人欢的丰收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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