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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孩子谁来带？”这是许多育龄职工家庭不得不
考虑的一个现实难题。

国家卫健委日前发出通知，5 月 15 日起到 6 月 15
日，开展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

目前，不少地方在探索家庭托育模式。国家卫健委
此前也发布了《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
稿）》，就家庭托育点的规范管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家庭托育能否帮助更多职工家庭解决育儿难题？本报
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开在小区里的家庭托育点“帮了大忙”
5月16日，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

的家庭托育点。
“150平方米的四室两厅两卫，分为儿童活动区、阅

读区、餐饮区和两个休息间。主要招收附近社区需要日
间照料的 3 岁以下婴幼儿，按托育时间计费。”托育点
内，今年33岁的张瑜乔向记者介绍。

“家庭托育点一般开在居民区里，安全性高。今天
上午，共有4位宝宝入园。”张瑜乔认为，小区里的家庭
托育点有着天然优势。

“托育点可帮了我大忙！”家住附近的李雅一家，在
孩子满1岁时，把孩子送到了这个家庭托育点。“工作日
早上，我出门时把孩子送去，晚上再接回家，一个月各类
费用加在一起4000元左右，比请一个阿姨全职照顾的
性价比更高。老师们把孩子的生活习惯也培养得很
好。”李雅说。

业内人士认为，家庭托育有其独特优势。首先，相
较于市场上的托育机构更加经济实惠。其次，家庭托育
一般就近便利，方便接送，早送晚接、半日制、全日制等
能够满足多样化的需求。从孩子角度看，家庭托育更接
近居家环境，更加容易适应。

面临诸多难题
不过，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也发现，目前家庭托育机

构数量较少、覆盖范围小，在社区中开展服务还存在种
种困难。

“带自己的小孩时了解到家庭托育，正好自己家也
具备开设条件，就注册登记了这家托育点。”从事家庭托
育 2 年来，张瑜乔很多次因为各式各样的问题想过放

弃。“场地标准和卫生安全等级等硬件不完善，邻里投
诉、保教人员队伍不稳定、资质不能保证等等，我都遇到
过。”

3周岁以下幼儿几乎不具备自我管理的能力，其照
护难度和强度都远大于幼儿园适龄儿童。家长也普遍
担心家庭托育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托育老师良莠难辨影
响婴幼儿健康成长等问题，对于托育婴幼儿存在顾虑。

对此，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的刘莉认为，家
庭托育对目前缓解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问题，是一个非
常有效、便利的方式。但也要看到，家庭托育存在师资
保障问题。正常的市场托育机构招聘有资格证、学历专
业等要求，但家庭托育可能无法保障。此外，很多家庭
托育点的运转不够稳定。

探索“幼有所育”新路径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家庭托育点的定义，在家庭托育
人数、人均面积和专业条件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推动
家庭托育点向标准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

高质量托育对儿童的发展有着积极影响，刘莉认
为：“关键是家庭托育要得到有效监管，依托社区将所有
家庭托育点纳入监管范围，保障婴幼儿安全成长。我认
为征求意见稿对家庭托育提出各项具体要求是必要
的。”

“政府可以提供相应的培训机会，提升托育人员的
专业能力水平。也希望社会更多地关注0～3岁婴幼儿
托育专业人员的缺失。”刘莉说。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25年，我国每千人口
托位数将提高到4.5个。目前，各地也在对家庭托育点
的管理进行积极探索。如济南的“泉心托”惠民托育品
牌，建设以政府为主导的家庭托育点。浙江也在积极布
局家庭托育点，目前已有“机构式运营”家庭托育和“家
庭互助式托育”两种形式。

“学习各地家庭托育好的经验做法，让政府和社区
更多参与进来，一方面有了外部的监管，另一方面也可
以给家庭托育带来更多支持，推动家庭托育行业更好发
展。”刘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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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解决职工“带娃难”，家庭托育如何发力？

记者25日从民政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按照国务院授权，自2023年6月1日起，北京、
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重
庆、四川、陕西、宁夏等21个省（区、市）实施内地居
民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跨省通办”试点。试点地
区婚姻登记机关统一受理婚姻登记“跨省通办”事
项，扩大试点后的21个省份将覆盖我国总人口的
78.5%，能够基本满足群众异地办理婚姻登记的需
求。

民政部介绍，全国目前每年平均办理结（离）
和补领婚姻登记证1800万对左右。随着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人户分离现象较为普遍，长期外出工
作、生活、学习的群众回户籍地办理婚姻登记，不
仅耗费时间、精力和财力，也带来诸多不便，群众
对婚姻登记异地办理的需求十分强烈。为进一步
深化“放管服”改革，满足群众异地办理婚姻登记
的需求，根据国务院授权，自2021年6月1日起，民
政部在辽宁、山东、广东、重庆、四川5省（市）部署
开展了内地居民结婚和离婚登记“跨省通办”试
点，在江苏、河南、湖北武汉、陕西西安2省2市开
展了内地居民结婚登记“跨省通办”试点。截至
2023年5月24日，试点地区累计“跨省”办理婚姻

登记125247对。
按照国务院授权，此次扩大试点范围主要包

括以下内容：一是将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上
海、安徽、福建、江西、广西、海南、宁夏等 11 个省
（区、市）纳入扩大试点范围，实施内地居民结婚登
记和离婚登记“跨省通办”试点。二是第一批辽
宁、山东、广东、重庆、四川5个原有试点省份继续
实施内地居民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跨省通办”试
点。三是第一批江苏、河南、湖北武汉、陕西西安4
个原有试点地区由实施内地居民结婚登记“跨省
通办”试点扩大为江苏、河南、湖北、陕西4个省份
全域实施内地居民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跨省通
办”试点。四是浙江在第一批试点开始前就经过
国务院批准开展了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全省通
办”。这次将浙江由“全省通办”扩大为实施内地
居民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跨省通办”试点。

全国范围婚姻登记跨省通办条件还不成熟
对于婚姻登记何时实现全国范围通办，民政

部回应称，目前《婚姻登记条例》尚未完成修订，实
现全国通办存在一定的法规障碍，同时系统、数
据、人员等基础还需进一步夯实，待条件成熟后，
将及时推动全国范围婚姻登记跨省通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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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起 21个省份试点婚姻登记“跨省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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