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越秀区普惠托育示范点建设情况
的专题调研报告

（2023年 8月 29日广州市越秀区第十七届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发展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是一项重要的生育支持配套

措施，事关千家万户福祉。为全面了解我区普惠托育工作现状，

助力我区补齐“幼有所育”短板，根据区人大常委会 2023年监督

工作计划安排，6月下旬，教科文卫工委在区人大常委会邹春

燕副主任的带领下，对我区普惠托育示范点建设进行了专题调

研。调研组实地走访了广州希蒙婴幼儿托育服务有限公司、广

东省公安厅幼儿院，随后召开座谈会，听取区卫健局、区教育

局工作情况汇报，围绕存在问题和下一步发展开展深入交流。

调研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自此，卫生健康部门作为牵头单

位开始负责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托育服务）发展工作。

当前，已建立越秀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制定越秀区婴幼儿照护服务实施方案，成立区级婴幼儿照

护服务指导中心（设在区妇幼保健院），我区婴幼儿照护服务

工作管理体制机制基本建立。目前，广州市全市每千常住人口



拥有3.58个面向3岁以下婴幼儿的托位，托育机构数量和托位数

都居全省前列，在不久前入选第一批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

城市。我区积极落实省市区托育机构示范点建设工作，2020年

推选1家托育机构成功评选为广州市托育机构示范点；2021年

依托民办托育机构开展普惠托育进社区，试点提供临时托、计

时托服务。2022年遴选3家区级普惠托育服务示范点，市区财

政共补贴30万普惠托育经费用于普惠服务发展，并推选1家机

构作为广州市普惠托育服务示范点，当年区内普惠托位104个。

2023年推选1家托育机构成功评选为省级托育服务机构示范

点，广泛发动区内托育机构推进普惠托育服务。截至5月底，

我区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总量2640个，其中普惠托位为1469个，

占托位总数的55.64%。

二、主要做法

（一）多部门协调，健全托育行业的发展保障。区发改局

把推进普惠托育服务纳入区十四五规划、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积极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区财政局今年安排推广

社区普惠托育试点专项经费 15万元，安排区婴幼儿照护服务

指导中心工作经费 10 万元用于我区托育工作发展。区税务局

重点针对 2022 年新出台的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

项附加扣除政策，积极开展宣传辅导。区卫健局、区教育局等

部门根据职能加强了对托育机构和幼儿园托育班的办学质量

监控和指导，落实幼儿园教师和保育员持证上岗制度，对还没

有取得教师资格证和保育员资格证的从业人员要求限期整改，



鼓励其参加继续教育考取资格证。

（二）多主体合力，增加普惠托育的服务供给。稳步推进

区妇幼保健院和民办托育机构联合办园，每年为辖区内卫健系

统干部职工及区内医疗机构医护人员提供 72 个学位，得到医

疗卫生系统医护人员的广泛欢迎。广东广播电视台独资打造的

职工福利爱心托育园，建设托位 60 个，由签约的民办托育机

构负责运营，服务职工并辐射周边，已于 6月底完工，9月份

开班运行。积极推进托幼一体化工作，鼓励符合条件的幼儿园

举办托儿班，招收 2至 3岁的幼儿，增加托位的有效供给。在

保障适龄幼儿入园的基础上，2022年 18所幼儿园提供 42个班

840 个托位，其中普惠托位 800 个。2023 年 27 所幼儿园计划

开设托儿班 36 个，可提供托儿学位共 720 个，其中普惠托位

680个。

（三）多渠道宣传，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通过我区

基本公共卫生大型宣传活动，派发托育照护相关知识小册子，

现场讲解等方式，加强对托育服务的宣传。联合广州市少年儿

童图书馆建立省优生优育指导中心，在区妇幼保健院建立家庭

健康服务中心，开展“越秀区普惠托育宣传服务月”集市宣传活

动，协助引导托育机构服务质量向好发展。充分利用互联网宣

传载体，运营“云端保健服务•关爱母婴健康”系列服务，开发多

类型家庭育儿服务课程，多平台全方位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信

息传播，满足群众托育需求。积极组织机构填报“广州托育地

图”小程序，我区已有20间通过卫生保健评价的托育机构在“广



州托育地图”小程序上点亮。

三、普惠托育存在问题

（一）多种因素制约，托育机构数量少、规模小。作为中

心老城区，土地资源缺乏，租金成本高，建设成本大，这些因

素严重阻碍了各种资本对托育机构的投放，造成我区托育机构

发展缓慢。一是场地要求高。托育行业场地性质只能是商业用

地或幼儿园用地，而且消防要求严格，如“托育机构设置在高

层建筑内时，应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托育机构中

建筑面积大于50平方米的房间，其疏散门数量不应少于2个”，

符合条件的场地比较稀缺。全区35家托育机构中，只有3家是

获得区消防管理部门的消防合格证并完成备案，备案率只有

8.5%，在广州市排末位；另外7家获得第三方出具的消防验收

证明且时间较为久远、25家是没能获取任何证明，不符合备案

要求。二是生存困难。从托位数量看，我区每千常住人口托位

数2.75个，全区适龄儿童入托率为6.18%，在全市11个区排名靠

后。在规模上，多数机构属于小型机构，全区最大规模的托育

机构只有7个班126人，并且超过100个托位的只有4家。在2020

年4月国家出台发展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的文件以来，

我区先后共有41家托育机构，但关停了6家，原因很多，主要

的是由于新冠疫情影响，经济大环境不景气，资金缺乏引起经

营困难而关停。

（二）开设托班的幼儿园少。全区在册幼儿园有134家，

只有30家开设托班，招收30-36月龄的幼儿不足900人，其中属



于教育局公办性质的为0，机关事业单位办园为4家，托班人数

201人。根据国家颁布的《幼儿园工作规程》和《幼儿园建设

标准》，我区现有的122所幼儿园，有部分幼儿园的生均建筑

面积和生均户外面积未达国家标准。为了创建全国学前教育普

及普惠区，促进我区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我区必须通过减少

不达标的幼儿园在园幼儿人数来解决达标问题，为此，我区的

幼儿园需要在满足区辖常住人口适龄（3-6岁）幼儿入园需求的

基础上，才能开设托儿班招收2-3岁的幼儿入园。

（三）托育服务价格偏高，托育使用率低。2022年12月省

发改委印发的《广东省“十四五”时期“一老一小”整体解决方案》

提到“增加普惠性服务供给，普惠养老托育机构按照不超过政

企协议约定价格提供普惠服务（普惠托育机构价格不超过同等

情况市场化价格的80%）”，但对于何为“普惠”暂无明确标准目

前广东尚未出台统一的普惠托育指导价格，而在实际运营中，

各地托育机构收费标准也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存在较大

差异。我区以“普惠托育服务价格不高于市场定价的85%”来计

算，普惠标准是3600元/月（不含餐费），这个标准比幼儿园的

普惠学费标准（1700元/月）高出一倍，一般家庭难以负担。从

托位使用率看，我区实际入托1689人，托位使用率63.98%（其

中幼儿园开设托班托位使用率58.45%，托育机构托位使用率

66.56%），普惠托位使用率为60.38%，仍然有近40%的普惠托

位空置。

四、意见建议



（一）理顺托育服务管理机制。一是强化政府主导责任。

明确将婴幼儿托育服务纳入公共服务范畴，发挥政府的主导作

用，编制中长期“越秀区普惠性托育机构发展规划”。明确发改、

住建、教育、医卫、消防、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以及属地街道、

社区的职责，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二是完善托育服务资

金保障机制。合理区分托育服务中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和市

场化服务，制定由政府兜底、社会补充、家庭分担的资金保障

机制，在保证公平的基础上兼顾效率，加快补齐我区普惠性托

育服务供应短板。三是强化规范化发展保障。建立价格费用标

准体系，规范费用收取。设置价格费用参考标准，推动服务价

格进一步透明化、合理化。引入多元评价模式。建议发展自我

评价、第三方评价、家长评价以及行政部门检查监管等多元评

价方式。

（二）探索多样化托育服务模式，增加托位供给。一是加

大公办托育服务供给。统筹考虑在城中村改造、老旧小区微改

造等工作中加强社区托育机构的建设，盘活利用区内闲置公有

物业、现有社区托育服务设施，持续增加价格可负担、质量有

保障、运行可持续的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提高我区每千常住

人口托位率。发挥公共服务设施婴幼儿照护服务功能，鼓励在

公共服务空间建设儿童早期发展基地、妇女儿童之家、家庭支

援中心等福利设施。加快普惠托育机构建设试点，对于具有指

导功能的示范性托育服务机构建设，建议区财政给予启动资金

的扶持。二是引导企事业单位发展内设托育服务。引导鼓励有



条件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利用现有场所、设施

新建、改扩建托与服务机构或设置服务点，为职工提供福利性

托育服务，有条件的向社会开放。三是积极发展托幼服务一体

化模式。充分利用和挖掘公立托育机构资源，鼓励有条件的公

办幼儿园和民办普惠性幼儿园向下延伸，提供全日托、半日托、

计时制、临时托等不同的服务类型，精准满足不同家庭个性化

需求。四是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各类托育机构。出台更多扶持政

策，构建更加科学、灵活、规范的托育机构准入机制，在资金、

场地、人员等方面对各类社会托育机构给予相应的补贴或税收

优惠，降低托育成本，减少倒闭现象，支持国际、国内知名婴

幼儿照护服务企业、学前教育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机

构，落实登记备案制度。

（三）营造和优化从业发展环境，强化从业人员队伍建设。

一是建立托育从业人员准入制度。建立托育管理和服务从业资

格准入制度，严把从业入口关，建立统一的认证标准体系，推

行托育服务行业从业人员持证上岗。二是健全职业保障机制。

依法保障托育行业从业人员福利待遇，对取得职业资格的人员

给予补贴，逐步提高托育行业对从业人员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提升从业人员的职业荣誉感，降低流动性，促进托育服务产业

健康有序发展。三是培育托育服务志愿者队伍。充分发挥婴幼

儿家长、社区工作者、托育行业退休人员等力量，引导其积极

配合托育服务工作，充实志愿者队伍。

（四）培育健康婚育观念，促进生育意愿提升。建议区计



生协会、区妇联、团区委等群团组织及各职能部门利用现有宣

传平台和阵地，加强婚育文化及托育工作宣传，区卫健局进一

步做好妇幼健康服务保障工作，提高常住人口生育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