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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沧区政协九届二次会议提案办理情况表

案由：关于完善海沧区低龄幼儿托管服务的建议 ｜编号： ω

之 一

沟通情况：

6月7日，我局工作人员与孙瑞霞委员进行电话沟通，充分

了解建议意图，反馈落实提案工作措施，并建立双向联系。8月

15日，工作人员以电话和邮寄方式向孙瑞霞委员汇报提案落实

情况，孙瑞霞委员表示满意。

处理情况：（答复意见请另附纸）

区政府领导审核意见：

注：答复意丁店请商再版打印， 另附A4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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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入开展走访调研。今年以来，区、局领导共开展 3

次走访调研。2 月 6 日，时任区政府副区长庄源源组织召开婴幼

儿照护工作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新年度婴幼儿照护工作；4 月 4

日，区卫健局主要领导带队走访调研我区部分托育机构，深入了

解机构建设现状和存在困难；4 月 17 日，庄源源副区长带队走

访调研城建教育托育中心和海萌宝托育机构，组织召开全区婴幼

儿照护服务工作座谈会，卫健、教育、财政、资源规划、市场监

管、消防大队和 4 个街道、6 家备案机构代表共 30 人参加，会

议收集问题 7 个，意见建议 14 条。同时我局还在“健康海沧”

微信公众号进行问卷调查，广泛征求群众对婴幼儿照护的意见建

议，100 多人参与问卷。我局还加强行业协商会商，不定期召开

托育机构座谈会，座谈了解托育机构在运营、招生、人才发展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探讨托育机构规范化建设，协商推进托育机构

健康发展的各项措施。2023 年以来共开展托育机构座谈会 3 场。

（二）加大托育扶持力度。一是推进普惠试点。每年开展新

（改、扩）建托育机构摸底调研，推动提供普惠托育服务。目前

我区共有普惠托育机构 3 家，其中 1 家公办民营（安居吾苗苗托

育机构）、2 家民办公助，普惠性托位 300 个，每家托育机构均

给予 100 万元补助。今年我区拟新建 3 家托育机构（其中区属国

企 1 家，民企 2 家），新增 420 个普惠托位，其中 280 个托位为

新建托育机构（国企办托 100 个，民企办托 180 个），140 个托

位为原托育机构提供普惠托育服务。二是实施普惠补助。按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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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市普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补助实施办法》，从 6 月 1 日起，

对新改扩建普惠托育机构按每个托位 1 万元给予一次性建设补

助；对已备案通过且实行普惠的托育机构给予每人每月300—600

元运营补助。三是解决用电难题。根据《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网厦门供电公司关于做好托育机构用电保障服务的通知》精神，

协助 7 家备案托育机构实行生活类居民用电申请，减少托育机构

运营成本。四是补助保险费用。对去年疫情期间购买保险产品的

9 家备案机构，给予保险费用 30%补助，减轻机构负担。

（三）开展托育宣教引导。一是开展托育主题宣传。制作发

放婴幼儿照护服务宣传手册 2 万份，放置在各托育机构、村（居）、

公共场所母婴设施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季度开展主题宣传活

动，3 月 5 日，市卫健委联合我区在海虹社区下沉广场开展“关

注婴幼儿科学照护•共建家庭幸福未来”2023 年“鹭岛健康潮•

爱邻护幼”主题宣传活动，5 月 20 日在海沧市民广场举办全国

托育服务宣传月福建省启动仪式，7 月 2 日在东孚山边社区开展

“7.11 世界人口日”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开展主题宣传、亲子

活动、义诊、医育结合讲座和托育机构推介，进一步扩大婴幼儿

照护服务政策的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二是开展托育志愿服务。

全市率先成立“守护海娃 共托未来”海沧区婴幼儿照护志愿服

务队，进村入户、送育上门，为婴幼儿家庭宣传科学育儿知识，

提供专业育儿指导，为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提供卫生保健服务，

现有志愿者 100 多人，开展活动 5 场。6 月 7 日，《人民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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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报道海沧区全力推动婴幼儿照护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做法；

6 月 12 日，《健康报》刊登《把托育点建到老百姓家门口》，

宣传报道我区社区托育点建设；7 月 24 日，《人民政协报》刊

登报道海沧区用心用情用力守护“海娃”的经验做法。

（四）推动托育多元发展。一是推进托幼一体化服务。卫健、

教育部门联合推动，鼓励幼儿园在现有生源减少的情况下，结合

实际情况开设托班或独立设立托育机构。目前，我区共有 41 所

民办幼儿园开设托班，在园 3 岁以下婴幼儿 612 人；有 2 所幼儿

园隔离出独立场所设立托育机构，较好的满足了家庭对 0-3 岁婴

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二是推动国企办托。指导海沧教育发展有

限公司成立海沧城建托育中心，选址海投第一湾新建海沧第二幼

儿园托育总园，充分发挥国企力量，展现国企担当，借鉴海沧公

办和民办幼儿园的教育教学经验，打造以“全日托育+亲子早教+

兴趣教育”为一体化的新行业生态运营模式。三是拓展公共服务。

结合海沧实际，推进社区（村）与托育机构共建，社区利用社区

现有的户外公共场所、居民大学课堂等公共资源，为婴幼儿照护

政策宣传提供支持。目前我区拓展婴幼儿照护服务点共 2 个：

2021 年厦门海萌宝托育有限公司成为嵩屿街道海虹社区婴幼儿

照护服务点，2022 年海萌萌（厦门）托育服务有限公司成为嵩

屿街道海发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点。四是推行福利性托育服务。

通过自办、委托第三方或共建等方式，推动用人单位为单位内部

职工 3 岁以下子女提供福利性托育服务。目前我区开展福利性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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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服务机构共 2 家：2021 年指导厦门长庚医院设立员工幼儿临

托中心；2022 年指导区妇幼保健院与厦门海萌宝托育有限公司

共建福利性托育服务。同时区总工会每年暑假期间还积极发动辖

区有条件的基层单位创办职工子女暑托班，解决职工子女暑假无

人看管的后顾之忧。2022 年共 10 个基层单位举办 16 个暑托班，

收托职工子女 364 人，补助经费约 33 万元。

（五）倡导优化托育服务。4 月 6 日制定下发《关于倡导优

化托育服务的通知》，鼓励托育机构提供多元化托育服务。一是

弹性调整入托时间。鼓励托育机构根据家长需求，上午到园时间

调整为上午 7:00-9:00 点之间，傍晚接回时间调整为 17：

00-19:30 之间，解决部分上班族无法在规定时间接送婴幼儿的

困扰，目前全区 30 家机构均采用弹性入托。二是优化个性托育

形式。在托育形式上，除日托外，各托育机构可根据机构实际和

家长需求，适当扩展全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服务。三

是整合场机构定位信息。指导各托育机构在“厦门市托育机构信

息采集”微信小程序录入机构定位信息和基本情况，居民通过“托

育指引”微信小程序即可查找机构位置，了解我区托育机构分布

情况。目前，全区 30 家托育机构有 28 家已上图，新增 2 家正在

收集信息。

（六）加强托育规范建设。一是加强机构备案检查。对申请

备案的托育机构，认真审核营业执照、消防安全评估报告、食品

经营许可证、卫生评价报告和从业人员资格证明等资料，并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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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机构环境卫生、设施设备和人员配备情况，全部符合规定、

标准方可备案。在从业人员资质方面，从今年开始，对于园长的

资质，不再以“幼儿园园长证”认定，而必须要有资质专门机构

培训的“托育园园长证”。二是加强托育人才培养，积极与区人

社局沟通、与市卫健委协调，依托其它高校加强人才培养。今年

已组织 11 家备案托育机构参加国家托育职业教育中职教材建设

线上培训和厦门南洋职业学院校园招聘；组织 3 家新建普惠机构

负责人参加市级业务培训；区妇幼组织 3 期 72 人次卫生保健人

员培训。三是加强消防安全检查。严格执行《托育机构消防安全

指南（试行）》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2022 年督促 1 家托育机

构及时申报消防验收手续，实现全区托育机构安全检查全覆盖。

2023 年 4 月 26 日-5 月 6 日联合区消防救援大队对 11 家备案托

育机构进行消防检查，共发现 35 个问题隐患，目前已全部完成

落实整改，1 家托育机构因消防问题被行政处罚 1.3 万元。近三

年未发生婴幼儿安全责任事故。

三、下一步推动计划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省、市有关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工作要

求，加强行业规范监管，督促托育机构落实规范办园、科学抚育

等要求，打造优质服务典型，推进我区托育机构健康发展。一是

加强宣教引导。通过微信、健康海沧等平台，宣传国家政策法规，

鼓励、支持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依法举办托育机构。鼓励托育机

构结合实际，开展家长课堂等特色项目，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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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区政协提案办，区政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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