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家长若是有心，

可以在上海各中小学和幼儿园门前发现一

块蓝色姓名牌，可根据上面“责任督学”的联
系方式，直接反映各类问题。记者从上海市

教委获悉，目前全市“责任督学”有 791人，工

作范围遍及全市 3276所学校，上海已打造了
一支由专兼职督学、责任督学、督导评估专

家构成的高素质专业化督导工作队伍。

今天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
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透露，到 2022年，

上海将力争建成机构规范健全、队伍专业高
效、标准科学完备、结果运用充分、问责权威

有力的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打造上海教育的
“守护神”。

上海将从五个方面推出改革举措：一是

加强教育督导标准建设，涵盖各级各类学校

的督学标准，提高教育督导的专业化水平；
二是统筹推进督政工作，持续开展对区政府

履行教育职责的综合督政和年度自评公报；
三是创新对学校督导工作，规范学校办学行

为，指导学校办出水平和特色；四是完善教

育评估监测体系。五是优化教育督导方式方

法。统筹安排督导任务，灵活采取综合督导、

专项督导、经常性督导等方式。
《实施意见》要求，今后，各区专兼职督学

总数应按与纳入区域督导范围的学校数 1?5

的比例配备,部分学生数较多的学校按照 1:1

比例配备，其中专职督学占比不低于 30%。
市教委总督学平辉强调，针对市民关心

的诸多教育热点问题，教育督导一定是一个

长期的过程，要“办难事，办急事”，例如疫情
期间，本市就开展了针对学生心理问题的专

项督导，也针对大学生就业情况开展专项督

导。“今后，我们将通过远程云督导、飞行督导
等形式，实现督导常态化。”上海市教委督导

室主任张慧说。

    本报讯（记者 郜阳）提起江南，你的脑
海会浮现出“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的场
景，还是吟出“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

逢君”？你想听听科学家心中的江南是什么样

的吗？9月 19日 9时 30分起，2020年上海市
“全国科普日”活动启动仪式暨科技会客

厅———“心中的江南”科学与艺术对话专场活

动将在科学会堂举行，新民科学咖啡馆为您
准备了一杯文艺范儿十足的“科学咖啡”。

本次活动将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王建宇，上海中国画院

院长陈翔，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分子
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晓亚，央视

《中国诗词大会》命题专家、华东师范大学中

文系教授方笑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海洋
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名誉所长苏纪兰，著名指

挥家、国家一级指挥曹鹏，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沈文庆，上海

纽约大学荣誉校长俞立中，著名作曲家、上海
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陈钢等科学和艺术界大

咖，在“画船听雨眠”“江南可采莲”“春水碧于

天”“能不忆江南”四个篇章中讲述长三角区
域“跨域一体、绿色共生”的发展愿景，将科学

与艺术跨界融合，助力上海全球科创中心建
设和公民科学素质的提升。

精彩不止于此！在活动现场，你还将欣赏
到著名配音表演艺术家童自荣，著名节目主

持人、电影演员陈燕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

家、国家一级演员史依弘，青年作曲家、钢琴
家罗威以及著名旅美小提琴家夏小曹等带来

的诗朗诵、京剧、钢琴独奏和小提琴、大提琴
合奏等。
本期活动由上海市科

学技术协会、上海市生态

环境局、中国科学院上海
分院、新民晚报社、上海科

技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
特邀著名文化主持人阎华

担任嘉宾主持，新民晚报
全媒体将全程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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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首轮托育服务三年行动计划出炉

直击育儿痛点 托好“明天的太阳”

打造“问责有力”教育督导体系
本周六相聚科学会堂
听大咖倾诉“心中的江南”

随着“二孩”政策全面施行，多元化的家庭
育儿指导、普惠型托育服务的需求变得更迫切。
为了满足年轻家庭“幼有善育”的期盼，《上海市
托育服务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 年)》昨天
发布，“普惠”“安全”“优质”等将是未来 3年上
海托育服务的发展“关键词”。这是本市实施的

第一轮托育服务三年行动计划，也是全国首个
托育服务行动计划。

根据行动计划，3年内，上海每年将新增至
少 50 个普惠性托育点，2022 年底，实现全市
街镇普惠性托育点覆盖率不低于 85％的目标，
力争全市一半以上的幼儿园开设托班。

扫码
喝“科学咖啡”

现有“责任督学”791人 遍及 3276所学校

    托育点少、离家远、收费高，一

直以来是年轻家庭的育儿“痛点”。

2017年起，上海连续将每年新增 50

个普惠性托育点纳入市政府实事项

目。光是今年，本市就新增 50个普
惠性托育点，组织 74个班级，提供

1467个托额，其中，托幼一体托育

点占比 86%。家门口的“实惠托育”

解了不少沪上家庭的燃眉之急。普

惠成为三年行动计划的“主角”———

● 全市至少新增 150个普惠
性托育点。

● 新建和改扩建幼儿园原则
上都要开设托班，尚未开设托班的公

办幼儿园要积极创造条件增设托班，

鼓励民办幼儿园开设普惠性托班。到

2022年，托幼一体园所在公民办幼

儿园总量中占比不低于 50%。

● 今年底实现中心城区“一街
镇一普惠”，每个街镇至少设立一个

普惠性托育点，非中心城区按照人

口结构和需求布点建设，尽可能为
家长在家门口、单位门口提供便捷

的托育服务。鼓励各区政府、各街镇
通过提供场地、减免租金等补贴措

施，支持社区、企事业单位、园区、商
务楼字等开设公益普惠托育点。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家长受

教育水平的提升、科学育儿知识的
普及，不同类型的家庭对托育有了

多元化的需求，部分家庭也不再满
足于以往“托儿所就是解决孩子吃

喝拉撒睡”的传统，“三年行动计划”

也鼓励城市托育服务的多元化发

展，主要内容有———

● 鼓励引导企事业单位、社会

组织或个人单独或联合开设一批连
锁化、专业化、高品质的托育服务机

构，按需提供全日制、半日制、计时

制等多元化服务。

● 每年，全市至少建成 50个
具有示范效应的儿童友好社区示范

点，在街镇设立儿童服务中心，在社
区内普遍设立独立的儿童之家，打

造环境安全、设施齐全、服务专业的
15分钟社区托育服务圈，就近提供

嵌入式、菜单式、分龄式的多元托育

服务。

    3岁以下的孩童是“社会最柔

软”的群体，然而，新手爸妈面对呱
呱落地的小生命，往往有点束手无

措。为了帮助新手爸妈“升级”，“三
年行动计划”首次提出了“教养医结

合”的育儿指导模式，将成为全市婴
幼儿家庭的“智囊团”，通过科学育

儿的公益服务，让带娃变得轻松、有

爱、科学，让上海爸妈成为“会照料、
会抚爱、会陪玩、会倾听、会沟通、会

放手、会等待”的“7会”家长。
● 首发《上海市母子健康手

册》，育龄妇女从怀孕初始便能通过

手册获得科学孕育指导。

● 各区至少建设 1个、全市至
少建设 18个儿童早期发展基地，为

幼儿家庭提供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
● 每个街镇将会配备 1个家

庭科学育儿指导站，新手爸妈就近
就能获得育儿“支援”。每年为有需

求的常住人口新生儿家庭提供至少

1次上门指导服务，不少于 6次线
下指导服务。

● 上海市公益科学育儿指导
APP“育之有道”等应用，免费推送

线上科学育儿资源。

    托育服务要时刻呵护“社会最

柔软人群”的安全。“三年行动计划”

对落实产假政策、托育人才队伍建

设、托育机构安全防控等作出要求。

● 制定《上海市托育服务机
构日常管理指南》和《上海市托育

机构一日活动方案》，确保婴幼儿
健康安全。

● 研制托育从业人员职业资

格准入标准与行为规范，对虐童等

行为零容忍，对相关个人和直接管
理人员实行终身禁入。

● 各区托育服务指导中心视
频监控系统与辖区内托育机构对

接，完成教育、卫生、消防、公安等多
部门数据互联互通，实现技术支撑

下的有效监管。

本报记者 马丹

痛点 托儿所仅解决孩子吃喝拉撒睡
对策 按需提供多元托育服务

痛点 新爸妈育儿面临“上手难”
对策 推“教养医结合”育儿新模式

痛点 呵护“最柔软人群”责任大
对策 对虐童等行为零容忍

痛点 托育点少、离家远、收费高
对策 新增更多家门口的“实惠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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