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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国家儿童友好城市，为少年儿童茁壮成
长创造有利条件，事关家庭幸福，事关国家发
展。1月6日，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从市发展改
革委了解到，自2024年3月我市成功入选国家儿
童友好城市建设名单以来，儿童友好的理念如一
股和煦的春风，迅速吹遍了淮南的每一个角落，
它不仅深深扎根于市民心中，更在城市建设的各
个环节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与实践。

友好空间遍地开花

儿童生活更加多彩

1月6日，走进田家庵区洞山街道生态新城
社区，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仿佛置身于一座充
满欢声笑语的儿童友好乐园。阳光下，一群孩子
在色彩斑斓的涂鸦石球间灵活穿梭，仿佛在进行
一场寻宝游戏，他们的笑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
充满了童年的欢乐。不远处，“悦享童趣”步行道
上，几个孩子手拉手，欢快地奔跑着，享受着冬日
里的温暖阳光。社区内的儿童图书室内，几个小
家伙正低头沉浸在绘本的世界里，他们的眼神中
闪烁着对知识的渴望。而在一旁的议事空间里，
几个小小“议事员”正热烈讨论着他们的奇思妙
想，他们的声音虽然稚嫩，但充满了对未来的期
待和憧憬。

户外，摇摇马、跷跷板等游乐设施成了孩子
们的最爱，每一次起伏都伴随着一串清脆的笑
声。这个充满活力的儿童友好社区，不仅为孩子
们打造了一个快乐成长的天地，更成为了我市建
设儿童友好城市的温馨缩影。如今，在我市的大
街小巷，儿童友好空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孩
子们提供了更加便捷、舒适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2024 年，我市先后评选命名了 35 所儿童友
好学校和 5 家友好医院。这些学校和医院不仅
环境优雅，还配备了专业的儿童服务设施，从儿
童的心理、生理需求出发，为他们提供了更加贴
心、周到的服务。此外，我市还建成了7个儿童
友好图书馆、10个儿童友好城市阅读空间和4个
儿童友好公园。这些空间不仅满足了孩子们的

阅读需求，还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娱乐和休闲选
择。在淮南高新区核心区体育公园（一期）项目
中，还特别设置了儿童运动区，让孩子们在运动
中享受快乐，健康成长。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还遴选了寿县寿春镇状
元社区等 8 个社区作为儿童友好社区项目试
点。这些社区不仅硬件基础好，活动开展多，还
充分满足了儿童的需求。通过这些试点项目，我
市推动儿童友好社区建设逐步在全市普及，让更
多的孩子享受到国家儿童友好城市带来的福利。

品牌建设深入人心

友好环境氛围浓厚

为了强化国家儿童友好城市品牌建设，我市
在2024年成功举办了儿童友好城市LOGO发布
仪式，并同步启动了主题歌曲创作项目。这些创
新举措不仅深化了儿童友好城市理念的社会认
知，还极大地激发了市民参与建设的热情。

同时，我市还积极组织儿童参与社会公共活
动，如“我是社区小主人”“‘童’在淮南 友好参
与”等。这些活动不仅让儿童成为了城市建设的
小主人，还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了能力和素质。
45名淮南儿童入选了安徽省儿童友好小使者推
选名单，他们组成儿童友好观察团，走访了社区、
学校、医院等各类场馆，从儿童视角出发，为城市
建设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些建议不仅反映了
孩子们的真实需求和心声，也为我市儿童友好城
市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服务供给持续优化

儿童成长无忧无虑

在公共服务方面，我市积极实施“安心托幼”
行动。2024年，新增托位4080个，有效缓解了学
前教育热点问题。这些托位不仅为孩子们提供
了更加安全、舒适的学习环境，还为家长们解决
了后顾之忧。同时，我市还积极推动母婴设施建
设，市区应配置母婴设施的公共场所覆盖率达到
80%。

在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方面，我市
也取得了显著成效。2024年，集中养育孤儿保障
标准由 1550 元/人/月提高到 1700 元/人/月，散
居保障标准由1100元/人/月提高到1300元/人/
月。这一举措不仅提高了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的生活水平，也让他们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
和关爱。此外，我市还建立了儿童信息共享和数
据比对机制，将1756名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纳入孤儿基本生活保障范围，实现了“应保尽保、
应退尽退”的工作目标。

活动内容丰富多样

友好环境不断优化

为了促进少儿的全面发展，我市在2024年精
心策划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少儿艺术活动。如
编创了《龙言凤语夸家乡》《二十四节气歌》等少
儿艺术精品，为孩子们提供了展示自我、提升综
合素质的平台。这些活动不仅让孩子们在艺术
的世界中畅游，还让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家乡
的文化和历史。同时，我市还积极开展青少年爱
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活
动。通过这些活动，孩子们不仅增长了知识、受
到了教育，还树立了崇高的理想和信念。

在心理健康方面，我市也给予了充分的关
注。2024年，为市直学校45846名中小学生完成
了心理测评。通过测评，及时发现了孩子们的心
理问题，并给予了专业的干预和帮助。这一举措
不仅有效地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和发展，还为孩
子们的健康成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此外，我市
还充分发挥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校外活动阵地
的作用，开办了陶笛、创意美术、阅读与表达等儿
童公益培训课程。这些课程不仅丰富了孩子们
的课余生活，还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
和成长。

建设儿童友好城市 打造儿童幸福空间
本报记者 孙鸿 摄影报道

儿童友好公益培训班活动

儿童友好系列活动

儿童友好团辅减压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