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点 1

042023年3月30日 星期四 责编：杨升华 美编：张汉松 校对：冯卓盈

■统筹：新快报记者 黎秋玲 ■采写：新快报记者 黎秋玲 李超朝 李佳文 许力夫 ■图片：新快报记者 郭思杰

2021年 7月召开的国新办新闻发

布会上，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司长

杨文庄介绍，全国现有 0-3 岁的婴幼

儿 4200 万左右。据调查，其中 1/3 有

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的需求，但现在

的实际入托为 5.5%左右，供给和需求

缺口还很大。

记者采访中，也了解到目前广州

试水的两种主要家庭托育模式，一种

是“住宅内的小型私人托育机构”，以

住宅为单位接收幼儿托育服务，分散、

运作简单，适合宝妈创业，照顾自己孩

子的同时照顾邻里的孩子；另一种是

“FAMIC 放我家”那样的机构模式运

营，一个托育服务点能收托 15-20 个

婴幼儿。这也是这一市场里比较流行

的方案。记者在走访中看到，黄埔区

萝岗街道锐丰中心、万科东汇城，海珠

区赤岗周边，均有不少类似的托育机

构，这些机构收费普遍为5000元-6000
元/生/月，每个班三四名老师照料16-
18个幼儿。

针对“收托人数不应超过 5人”这

一点，不少业内人士提了相关看法。

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婴幼儿养育照护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婴幼

儿照护与早期发展行业协会会长孙伟

文指出，这意味着该文件倾向于家庭

互助式托育，“我有孩子，你也有孩子，

我们凑在一起互相照顾或请育婴师上

门来照顾。”她认为，收托不超过 5人，

可让婴幼儿照护更为精细，更注重家

长端的需求。

但从机构的角度考虑，创业者认

为按这一规定难有利润，可能会遭遇

落地难。林少慧和王悠都给记者算过

账，他们经过测算，一个家庭托育点，

扣除租金、水电、耗材开支、伙食费用

以及三四名照护者的社保工资等开

支，招收 10-15 个孩子能获得较好的

盈利，且照护难度适中。林少慧还表

示：“基于各地试点已有的经验，她更

建议首推机构模式运营的家庭托育。

但需要招收足够的人数才能分摊其管

理成本。”

“收托不超5人”如何盈利？政策或难落地

家庭托育点是指利用住宅，
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托、
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托育
服务的场所；家庭托育点每一名
照护人员最多看护3名婴幼儿；
家庭托育点婴幼儿人均建筑面
积不应小于9平方米，且收托人
数不应超过 5人……为规范发
展多种形式的托育服务，国家卫
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3月15日
发布《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试
行）（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相关内容也引发业内
讨论。

“将幼儿放进居民家庭里托育，我个

人不太认可这个模式，因为牵涉的孩子

比较小，容易产生监督方面的风险。”作

为来自教育界的人大代表，梁润佳对于

教育机构的安全问题十分关注。她直

指，对托育服务中的安全监督应该是全

方位的，而家庭托育点很难完全做到监

督全覆盖。

梁润佳认为，托育点中的监管需求

来自方方面面，除了大家第一时间就能

想到的食品安全、设施安全、消防安全，

还有很多可能意想不到的方面。即使设

置视频安防监控系统，也还是不能完全

满足幼儿托育的监管需求。“家庭里面的

环境还是有很多意料不到的一些东西。

还有家庭托育点的工作人员的专业能

力，他的性格，他的照顾水平……我觉得

家庭托育点的监督失控风险太大，这种

托育方式比较低端。”

在解决3岁以下托育的问题上，梁润

佳比较支持机构托育的模式，认为当务之

急还是先增加配套的社区托育数量。今

年 2月召开的 2023年广州市卫生健康工

作会议上，广州提出要打造全国婴幼儿照

护服务示范城市，2023年全市3岁以下婴

幼儿托位数达到6.5万个，新增不少于30
家社区普惠托育试点机构和1000个普惠

托位。梁润佳对此深表赞赏，“应该想尽

一切办法，尽快去把社区托育的架构建立

起来。虽然之前没有去运筹帷幄做这些

配套的安排，现在可以做的，就是在成熟

社区把一些功能区域进行改建，例如会

所、条件合适的架空层，去建设一些精致

的，可以实现社区监管的托育点。还可以

加大力度，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

提供福利性托育。例如一些大型企业，有

空余场地，职工数量也有规模，办企业内

的托管能够把职工的后顾之忧解决好，职

工也会更努力。”

梁润佳还建议，未来规划部门在批复

商品房项目开发时，也可以要求配套社区

托育机构，用规章帮社区托育增加数量。

《办法》对家庭托育服务点的监管

也提出要求，包括要有全程视频监控

并保留90天。对此，孙伟文表示，确实

应关注照料者的职业技能和监督管

理，这是家庭托育的痛点问题。

《办法》重在推行“邻里互助”托育模

式，但这类家庭托育的专业能力，不仅包

含婴幼儿的照护本身，还包含家庭内其

他家庭成员的生活习惯、卫生条件等，比

如家里是不是有人吸烟，其他家庭成员

会否对幼儿的日常托管产生不良影响等

等，都会影响婴幼儿的健康发育。所以，

政府的配套监管要整体、有效。

她认为，照料婴幼儿毕竟有一定

的风险，如何规避风险？她建议还可

引入保险机制。“我们社会对家庭托育

的信任度还没有那么高。国家出台试

行办法有助于增加大众对行业的认

知，增加互信，但要落实到位，整体而

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孙伟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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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区某

托育机构中，

老师在教小

朋友画画。

■天河区某托

育机构内，小

朋友们在上运

动课。

■黄埔区某托育机构的配餐室。

■黄埔区某托育机构的小朋友卫生间。■天河区某托育机构内，老师在吹泡泡逗小朋友们开心。

《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试行）》公开征求意见，相关内容引发业内热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