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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照护服务体系。

2、推进完善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点

大力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托育机构，积极发展普惠性

托育服务。以社区为中心，通过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

为0-3岁的婴幼儿提供非营利的保教活动，为家庭提供就近

的照护帮助。依托社区建立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点，研

究普惠性价格合理区间，扩大社区照护服务的受益面。同

时，丰富托育服务内容，根据家长的不同需求和家庭消费

水平，为家庭提供全日制、半日制、计时托管、假期托管

等多种形式的服务，满足多样化的照护服务需求。此外，

支持有条件的公办幼儿园开办托班，增加2-3岁幼儿的入学

比例，减少家庭的负担。

3、完善社区托育服务配套模式

一是为0-1岁婴儿家庭提供“以养为主”的家庭指导。

提供科学看护婴儿、心理调节等方面的指导，帮助年轻父

母适应角色，掌握科学育儿方法；二是为1-2岁幼儿家庭提

供“养教结合”的家庭指导。在养育指导的基础上，不断

增加教育的比重，提供多种形式的、专业的亲子早教指导

服务；三是为2-3岁幼儿家庭提供公益的照护服务。除了继

续提供早教指导服务，帮助家庭养育之外，可以根据2岁以

上婴幼儿家庭实际需要提供多元化、可选择的照护服务。[2]

（三）家庭层面

1、家庭仍将作为婴幼儿托育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发挥作用

根据0-3岁婴幼儿身心发展的特殊性，0-3岁婴幼儿的

保育和教育还是要以家庭为主的，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

时间内，家庭仍将作为儿童托育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发挥作

用，而给予家庭指导与支持，提高家庭照料的水平也是不

可或缺的。

2、建立父母双方共同承担责任的良好环境

建立父母双方共同承担责任的良好环境，提倡两性平

等的家庭观念，实行男女平等的权利。生育政策中的性别

平等有利于解决减轻妇女的抚养责任，从而提高妇女的就

业能力。加强对两性平等的社会意识和两性平等的家庭观

念的宣传，强调男性在养育孩子中的重要角色，并在政策

上为爸爸育儿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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