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有所育 如何破冰 1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已有的“二孩”家庭，基本上采取四种方式带娃：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莫丽萍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幼有所育”，
将其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项重要内
容。随着国家、省、市等相关政策的密集出
台，“幼有所托”迎来发展风口。

5月28日，《哈尔滨市推进3岁以下婴幼
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出炉：2025年“每个区、县（市）建立3个~5个
功能健全、设施完善、承担一定指导功能的
示范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每千人口拥有
婴幼儿托位数4.5个。”记者从哈尔滨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此《方案》征求意见程序
已结束，正待出台。

6 月 25 日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的
《“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
建设实施方案》提出：支持企事业单位等社
会力量开办托育服务机构。上世纪企事业
单位的托儿所有望重现！

10月 9日，《黑龙江省“十四五”促进养
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实施方案》)出台：到
2025年，建立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和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

“为落实相关政策，推进托育工作，哈市
也想出了很多办法。”哈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人
口监测处托育工作负责人李若银说：“比如落
实国家政策，每个托位给予1万元的建设经
费；协调有关部门，水电气费给予民用价格；
在报税方面，也有优惠政策；此外，高等院校
和职业培训学校正在积极培训保育员、育婴
师等，为托育机构输送专业服务人才。”

在哈尔滨新区，已启动“教育系统民生
保障幼儿园、托育中心新建项目”，共建3所
幼儿园、4所托育中心。每所托育中心有乳
儿班、托小班、托大班，共计招收 390 名幼
儿，教师规模为90人左右。

哈尔滨市松北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此项目预计 2022年竣工，建成后
必将大大缓解哈尔滨新区年轻人就业生子、
二孩、三孩托育难的问题。”

图片由被采访对象提供

0~3岁托育机构如此稀缺！哈尔滨市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425家，
仅招收0~3岁婴幼儿的有3家，占比1%

《哈尔滨市推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
已结束，正待出台，托育难、托育烦问题有望破解

小宝无处可托 二孩三孩谁来带？

随着“二孩”“三孩”政策的出台，托育难、托育烦的问题热度不减。小宝
谁来带？幼儿园为何难收 3岁以下的孩子？上个世纪的托儿所是否能回
归？近日，记者带着宝爸宝妈们关切的这些问题进行了调查。

关宇是哈市一名“80后”机关干部，也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大女儿今年上
小学一年级，老二刚一岁多。“我们之所以敢要二胎，也是因为老人身体还不
错，可以帮着带娃。”关宇告诉记者，他们全家分工明确：老大上学，主要由夫
妻俩自己带；老二由岳父岳母照顾。

做生意的孙女士每天都在朋友圈晒自己一对双胞胎的生活乐趣。目
前，两娃已经20个月了。“生意由我爱人管，我和俩保姆负责照顾孩子。”

上述几种家庭带娃方式，是否能够满
足家长需求呢？记者发现，其实这都是娃
妈娃爸们的无奈选择，因为 3岁以下的托
育机构难觅踪迹。

根据国家卫健委相关调查显示，超过
1/3的被调查对象表示有托育服务需求，
在城市特别是科技园区、工业园区等年轻
人集聚的地方，供求矛盾更加突出。

记者在哈尔滨市调查发现，电子信
息、大数据、护士等行业聚集的“Z世代”，
存在集体焦虑。在某网络公司就职的“95
后”许佳告诉记者，公司职员中年龄最大
的 28岁，目前存在谈恋爱的不敢结婚、结

婚的不敢要孩子、要了“一孩”的不敢要
“二孩”的状况。

为何如此？许佳说：“不忍心让父母
的后半生再次进入孩奴的循环圈中。此
外，我们这个年龄段，通常是刚工作没几
年，工资较低，找保姆带娃就相当于失去
一个人的工资，所以‘生孩’不难，‘带孩’
太难了……”

有些“80后”家长，小时候赶上了上世
纪企业单位兴办的托儿所或幼儿园，“如
果上班时可以带娃到单位入托，家长就能
省不少心。”这是许佳与周围同事们的期
待。

根据国家卫健委相关调查显示，我
国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
5.5%左右，而发达国家在35%以上。

记者从哈尔滨市卫健委了解到，截至
2019年底，全市共有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
的机构425家，在托婴幼儿4315人。其中，
只招收0~3岁婴幼儿的托育机构3家，占比
1%。

采访中记者发现，所谓“托幼一体
化”基本是将招收3岁以上的孩子延伸到
2.5岁以上，这些提前半年入托的孩子被
单独组成小班，在照护和管理上与3岁以
上的孩子基本一致。

0~3 岁的托育机构为何如此稀缺？
哈尔滨尚志幼儿园抚顺园区园长邵冰分
析认为主要有五方面原因：

尚志幼儿园抚顺园区的婴幼儿。

家庭式带娃的四种常见方式

“Z世代”的托育焦虑

0~3岁托育机构为何稀缺？

哈市正持续发力
“幼有所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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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5岁以下的婴幼儿还太小，
加之疫情因素总放假，很多家长虽
然有需求，但付诸行动的较少。

B.幼儿园针对 2.5 岁以下孩子
的照护经验不足，缺乏相关专业照
护人才。

C.国家和相关部门推动托幼机
构的发展还刚刚起步，因此家长对
全托机构还缺乏信心。

D.1岁以下的孩子太小，照护成
本相对来说高许多，普惠性、收费较
低的幼儿园难以承担。

E.有些幼儿园缺乏接收 0~3 岁
婴幼儿的资质，也就无法招收3岁以
下的孩子。

玩得好开心玩得好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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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丁燕

在刚刚过去的周日，龙江人都被这样一条
朋友圈刷屏了：“公园封闭了、学校停课了、高速
封闭了、航班取消了……气氛烘托到这了，不下
雪不行了。”

面对如此调侃，任丽表示，天气阴晴冷暖与
每个人息息相关，正是因为受关注程度高，气象
预报被调侃的频次也较多。从另一个角度说，
给天气“把脉”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作为气象预报员，我们心情是纠结的，既

希望预报更精准、更全面，但听到因为天气导致
次生灾害，心情又十分沉重。”赵广娜说出了广
大预报员的心声。

她坦言，尽管预报技术不断发展，暴风雪天
气对于我省预报员来说是很常见的，但是近年
来极端性天气增多，对预报员提出更大的挑
战。“现在，百姓对天气预报有更高的要求，预报
更准更快更全面，是所有预报员共同的心愿和
努力的方向。”赵广娜说。

本月以来，我省连续两次遭遇大范围雨雪天气，从省气象台会商室发
出的每一份预报、预警信息，都关系到千千万万人的生活。记者探秘——

气象大咖连麦气象大咖连麦
给天气给天气““把脉把脉””不轻松不轻松

11月23日早高峰，哈尔滨市区内，大风挟裹着雪花漫天飞舞，阵阵寒意让
行人裹紧外衣加快脚步。在黑龙江省气象台会商室内，却是一番如火如荼的忙
碌景象。

从罕见冻雨到这次被网友形象地称为“雪台风”的大暴雪，本月以来，我省
连续两次遭遇大范围雨雪天气。从省气象台会商室发出的每一份预报、预警信
息，都影响着全省迎战冰雪工作的部署情况，关系到千千万万人的生活。

那么，天气会商是什么会？加密会商出现在啥时间？气象专家们聚在一
起，是如何热烈讨论的？带着一系列疑问，当天上午记者走进省气象台会商室，
一探究竟。

9时30分许，省气象台十余位气象
大咖围坐在一起，通过视频远程会商系
统，开启了当天全省天气会商工作会
议。

什么是天气会商？省气象台首席
预报员任丽这样向记者介绍：“天气会
商就是预报员们在制作天气预报时，
一起对未来天气的发展及其依据进行
讨论和交流，从而让预报结论达到一
致，更好地指导我们的生产生活。”

记者在现场看到，全省天气会商
由省气象台主持，13个地市气象台参
加，会商发言顺序在前一晚确定。“每
次会商要与哪些地市连线，要看具体
的天气变化形势。”任丽说。

按照约定的发言顺序，省气象台
短期主班预报员张治介绍了未来72小
时内我省的天气走势。由于23日我省
东部地区仍存在局地暴雪天气，在会
商现场，伊春、鹤岗和双鸭山三个地市
的预报员分别通过视频连线，对当地
的降水量、风力和温度等进行了研判。

9时 44分，在省气象台技术研发
科的工作人员公布上周预报产品检

验结果后，本次气象会商的“压轴戏”
登场——由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总结
发言。

记者看到，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
玲打开“黑龙江省积雪深度实况”图片，
图片显示：本轮降雪积雪深度较大的区
域集中在我省偏北、偏东的区域。“我们
昨天的预报和今天的实况是比较一致
的，预报比较准确。本次极端性降雪天
气还伴随着大风天气，在我省东北部出
现了暴风雪，相应的能见度比较低，像抚
远最低能见度降至150米。”赵玲说。

临近会商结束，赵玲向各地市强
调，23日至24日各地需关注风吹雪、能
见度低、雪阻等天气。同时，提醒各地
关注 28日~30日有一次冷空气带来的
雨雪过程。

有冰城人调侃，本次降雪主城区雪
量并不大，全市中小学生停课是否小题
大做？对此，任丽表示，“22日我下班回
家，平时40分钟左右的车程，走了一个
半小时。虽然本轮降雪哈尔滨市区量
级不大，但是风力较大，有风吹雪，能见
度低，对出行影响还是很大的。”

9时50分许，持续近半个小时的全省天气会
商顺利结束。

事实上，并非每一次天气会商都会达到完
全一致的预报结论。

任丽说，降水起止时间、降水量级别、降水
时段、降水区域等信息，一般都是天气会商关注
的重点。省气象台与地市气象台会商时，当预
报结论出现差别，预报员会在会商时简短进行
沟通，若意见不一致则在会后通过电话继续沟
通。

“遇有暴雪、台风等重大天气变化，还会进
行加密会商。”她向记者透露，省气象台一方面
会与中央气象台、东北区域中心加密会商，以便
更好地把握大范围的天气形势；另一方面，省气

象台也会加密与地市气象台的会商，指导地市
的预报工作。比如，2020年我省遭遇台风“三连
击”期间，省气象台就在每天 20时至 20时 30分
进行加密会商。

为了更好地助力防灾减灾工作，省气象台
除了与上下级单位进行紧密沟通外，还会进行
跨部门联动。据省气象台副台长赵广娜介绍，
每年汛期，气象部门与应急、水利等部门每十天
进行一次会商。如遇重大天气过程，会加密会
商。发生重污染天气时，会及时与生态环境部
门进行会商。

“以本次暴雪为例，省气象部门发布气象预
警后，及时与公安、交通、民政、住建、电力、通
信、铁路、机场等部门进行联动。”赵广娜说。

听见被调侃咋办？
预报员们这样袒露心声

省市预报员结论存差咋办？
会商时简短交流会后电话继续沟通

天气会商是什么会？
通过交流讨论让预报结论达到一致A

天气
会商

：

B

C

会商现场会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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