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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需求强烈 担心安全问题

在今年“婴幼儿照护周”
主题宣传活动暨首都托育宣
传活动启动仪式上，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人口家庭司家庭
处相关负责人介绍，2022年，
我国0至3岁婴幼儿数约3200
万，其中有入托需求的家庭超
过三分之一，北京、上海、广州
等一线城市有入托需求的家
庭超过三分之二。

家住广东省汕头市的童
女士就是其中一员。她的孩
子今年2岁，已经入园一月有
余，在此之前，孩子是交由奶
奶照顾。“老人带孩子肯定更
加贴心、精细，但也容易溺爱
孩子。我们希望在经济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将孩子送去托
育园，科学掌握一些生活技
能。”童女士说。

但她也有一个顾虑：孩子
这么小，还不太会说话，送去
托管安全吗？

为了做好功课，充分保障
孩子的安全，她花了一周时间
在第三方点评网站挑选了整
体评价排名前十的10家托育
机构，从位置方便、资质、安全
等维度进行了详细比较，又前
往机构进行实地考察，和老师
面对面咨询，试听了三四节
课，最终确定了孩子的托育机
构。即便如此，孩子正式入园
后，她仍然不放心，“这一个月
几乎每天都在担心孩子，在园
里会不会受欺负，有没有磕
到，入口的东西安不安全……
简直魔怔了”。

江女士在广东省韶关市

工作，她的孩子刚满7个月，孩
子白天交给爷爷奶奶，下班后
她自己照顾。作为医院手术室
的一名护士，江女士的上下班
时间不固定，常常忙起来连吸
奶的时间都没有。在高强度的
工作压力下，她感到自己没有
足够的精力照顾好孩子，而且
爷爷奶奶的身体也不太好，长
时间照看吃不消。

可即便如此，江女士也没
有将孩子送往托育园的打算，
“主要原因是不放心，网络上经
常曝光一些宝宝被虐待的案事
件，宝宝的安全不能得到很好
的保障”。

在湖南省长沙市工作的温
先生前不久刚升级为爸爸，他
坦言，孩子照料愈发成为困扰
家庭几代人的问题。
“孩子现在8个月大，满月

后一直交给奶奶照顾，从早到
晚一刻都不能离开视线，老人
非常辛苦，只有等我们夫妻两
人下班回家后才能接手。”温先
生说，身边有不少朋友在孩子
1周岁至2周岁阶段将孩子送
往托育园，他也正在考虑这一
安排，老人只需接送，可以减轻
不少负担。

在温先生看来，选择托育
机构，最重要的是安全，“刚学
会走路的孩子活泼好动，能否
保证其身体健康及饮食安全？”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温先
生的担忧也是许多家庭的顾
虑。大多数家庭在挑选托育
机构时，场地及设施安全性，
育婴员、保健员、营养员等从
业人员的资质，地理位置，机
构规模与经营资质等是受访
者比较看重的因素。

有调研结果显示，“距离”
是影响家庭送托意愿的关键因
素，82.8%的家长认为理想的托
育机构应位于居住社区内。
托育价格偏高 普惠供给不足

挑选托育班时，在广东省
深圳市工作的华女士费了好
一番工夫。“我们家附近的托
育机构费用普遍较高，好不容
易找到一家万元以下的，每个
月8000元。没办法，只能咬咬
牙把孩子送过去。”

华女士和丈夫是双职工，

她父母原本在帮她照顾孩子，但
最近老家有事，孩子姥爷回去
了，姥姥一个人既要带娃，又要
做家务。为了减轻姥姥的负担，
华女士只能选择将孩子送到托
育机构。

为了选到一家价位合适、服
务可靠的托育机构，家住山东省
青岛市的王女士直言“费了大
劲”。她在1个月内反复考察了
10多家机构。
“条件好的机构大多是集团

化办学，每月费用6000多元，收费
2000元至3000元的大多是小机
构。”王女士说，她和丈夫是普通上
班族，月薪为5000元左右，高昂的
托育费确实让家庭吃不消。

除了托育费用偏高，托育机
构数量不足也困扰着很多职工
家庭。家住山东省曲阜市的张
先生发现，他家附近有10多所公
立和私立幼儿园，可0至3岁婴
幼儿托育机构只有5家，且均为
市场化机构。离家最近的托育
机构，开车也要10多分钟，“早晚
高峰堵车，接送孩子一趟就要花
20多分钟，非常不便”。

家住广东省深圳市的李女
士则选择了一家具有普惠性质
的托育园，每月托育费3800元，
餐费800元。但这样的好事不是
每个家庭都能有幸“碰上”。李女
士说，这个园区近60个托位几乎
供不应求，园区有不少工作人员
也想将宝宝送过去，但需要排队，
还不一定排得上。

而华女士告诉记者，女儿所
在的托育大班，20多个托位，平
时只有10多个孩子。

他们的经历，折射出我国当
前0至3岁婴幼儿面临的托育
难现状。有调研数据显示，我
国超过三成婴幼儿家庭存在强
烈的入托需求，而3岁以下婴幼
儿入托率仅为5.5%左右。目前，
托育机构以社会力量投资为主，
九成是营利性机构，绝大多数地
方的托育服务收费超出家庭可
负担能力。

接受采访的家庭中，有近六
成受访者希望降低收费，加大普
惠性托育服务机构供给。另有
三成受访者表示，如果服务质量
有所提升，则可接受提高收费。
需求日趋多元 期待服务质量

既要有的“托”，还要“托”得
好。随着对孩子重视程度的提升
与科学育儿理念的深入，家长们
越来越看重托育机构的专业性。

多位受访者提出，“不仅希望
能有人帮忙带孩子，更希望孩子
能在专业指导下健康成长”。办

学性质、安全保障、地理位置、价
格高低、内外环境、师资水平、照
护内容等，都成为影响家长选择
托育机构的考量因素。

家住湖南省益阳市的钟女
士有一个16个月大的女儿，平时
白天由外婆照顾，晚上下班后由
钟女士夫妇俩照顾。她计划在
孩子20个月左右时，将她送至托
育机构，“虽然老人能够照顾好
孩子的衣食起居，但是小朋友也
需要圈子，也有社交需求”。

作出这个决定后，只要闲
下来，她便在小区附近的托育
机构溜达，了解相关事宜，包括
是否具有正规的营业执照及相
关证件、是否租用专门的场地
进行托育服务、有无早教课程
提供、托育机构的教育理念
等。“为了孩子健康发展，这些
信息必须全面掌握。”

对于照护内容、课程设置
等，钟女士认为，托育机构应将
重点放在语言文字教育（说话、
识字等）、生活教育（吃饭、穿衣
等技能）和运动能力（独立行走
等）等方面。
“托育服务内容需要详细

了解。如果仅是简单的生活
料理的话，祖辈或育儿嫂照料
也能做到，希望托育机构能提
供科学合理的启蒙教育。”钟
女士说。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记
者统计发现，如果受访者是男
性，他们会更关注孩子能否在
托育机构培养吃饭、穿衣等生
活技能；如果受访者是女性，她
们会更关心孩子说话、识字等
语言文字教育。

记者注意到，有过托育经
历的家庭对该选择基本满意：
“宝宝已经从半日托过渡到全
日托，很喜欢和班上的小朋友
们一起玩耍，要接他回家都恋
恋不舍”“孩子在家吃饭总要追
着喂，入托后能自己吃饭了”
“刚入园时孩子哭我也哭，现在
已经适应了，还交了好多新朋
友，回家还会和我们分享”……

在今年“婴幼儿照护周”主
题宣传活动暨首都托育宣传活
动启动仪式上，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人口家庭司家庭处相关
负责人介绍，截至 2022年年
底，全国托育机构约7.5万家，
约有350万个托位，千人口托
位数约2.5个，“OECD（经合组
织）成员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
托率平均为35%，其中有11个
国家超过50%，而我国仅为6%
左右，还是有很大差距”。

在上述负责人看来，与过
去相比，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
不再是“有地方送、有人带就
行了”，而是向往高品质的保
育，希望托育机构能够提供生
活照料、安全看护、平衡膳食、
习惯养成和早期发展机会，从
而促进婴幼儿身体和心理的
全面发展。 文丽娟 郑婷

（摘自《法治日报》）

“孩子生病康复后，需要复
诊证明才能返校，到医院开证
明，却被告知需要重新挂号缴
费。”近日，赵先生向记者反映
自身遭遇时说，重复挂号不仅多
花钱，还耽误时间，完全没必要。

在大多数医院，挂号单上
会标注：限当次当日有效，但往
往有些患者的检查化验结果当
日拿不到，或者有些病情需要
隔几日再来复诊，遇上这种情况
只能重新挂号。因此，关于复诊
挂号缴费的争议持续不断。
“医院每天有成千上万的

患者，挂号是建立良好秩序的
一种凭证。”重庆某三甲医院医
务人员告诉记者，在现行的《医
院工作制度》中，挂号工作制度
注明，挂号诊病当次当日有效，
这并非是某家医院的自行规定
和独有现象。

医务人员解释道：“如果挂
一次号包括了问诊、治疗、复诊
等流程，门诊室就有可能变成菜
市场。试想一下，复诊的患者直
接进进出出，会不会给正常挂号
诊病的患者带去干扰呢？”

上述三甲医院医务人员告
诉记者，复诊挂号缴费给市民
群众带来不解，也因为大家对

于医院的工作流程不是很清
楚。他说，目前国内医院基本
都是信息化管理，患者的相关
信息都记录在系统内，如果不
挂号，系统里就无法显示信息，
医生也没办法进一步做诊断和
治疗。所以，复诊重新挂号缴费
有必要，医患双方应互相理解。

有专业人士谈道，群众就医
过程中，有很多病型需要前往医
院复诊多次，有时复诊医嘱只有
一两句话，或者检查项目当天未
完成，就需重新挂号提交检查
单，这样的流程缺乏合理性。

有法律界人士指出，合同法
规定，患者挂了号，就视同患者
与医院签订了医疗服务合同，应
当获得一次完整的医疗服务，包
括问诊、检查、诊断、治疗。
“在这一过程没结束前，患

者不应再支付任何挂号费。在
患者等待检查、化验结果期间，
可以被看做医疗服务合同关系
暂时中止，而医院出具检验结
果后，则表明医患双方的这种
合同关系又恢复了，医院应继
续履行未完成的合同内容。”该
法律界人士说。

据悉，近年来，山东济宁、
淄博、青岛等地在全市或部分

公立医院实行“一次挂号管三
天”、复诊免挂号费政策。淄博
市卫健委公布的统计数据显
示，这项举措一年可为患者减
免挂号费约240万元。
“有人担心这样会增加医

生的工作量，对医院的管理秩
序提出新挑战。”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丛虎认
为，事实上只要医院有一个合
理的评判标准和绩效考核标
准，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医院作为公共医疗服务

的提供者，类似‘一次挂号管三
天’这样的创新形式，给了患者
更多选择权。”王丛虎说。

有市民表示，“一次挂号管
三天”的制度，未来是否可以进
一步完善，例如，打破时间限
制，只要是复诊均可享受免挂
号、免缴费呢？

多位医疗业界受访专家表
示，目前还无法全面实施。一
方面，无时间限制会对医生的
出诊排班带来困扰；另一方面，
医生每次坐诊也是付出劳动的
过程，超出时限的复诊，重新挂
号缴费是尊重和保障医生劳动
价值的体现。

黄仕强（摘自《工人日报》）

对于托育服务 孩爸孩妈提出“灵魂三问”
安全、价格、服务质量等诸多因素，成为影响家长送托的主要原因

促进婴幼儿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事关千家万户，牵

系民族未来。“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发展普惠托育体系，

健全支持婴幼儿照护服务和早期发展的政策体系”，并将

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4.5个纳入“十四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记者近日随机采访北京、广东、湖南、山东等地100个

家庭发现，家长们的托育诉求日趋多元化。安全、价格、服

务质量等诸多因素，成为影响家长送托的主要原因。

看一次病，挂两次号，不合理还是有必要？

一些城市探索“一次挂号管三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