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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静安区“宝宝屋”解临时托育难
外孙女送到计时托育点玩耍，外婆安心去老年大学上课

《

老
外
讲
故
事
·

海
外
员
工
看
中
国
》
百
集
融
媒
体
产
品
 18

喜迎二十大

本报讯（记者 王蔚）昨天下

午，在由上海大学主办的全球大学

校长论坛上，来自24所中外大学的

校长们通过线上与线下交流的方

式，围绕“面向未来的大学使命与变

革”的主题，聚焦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探讨高等教育如何为国家、为世

界、为全人类发展作出贡献。

与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相比，

我们还存在哪些不足？上海师范大

学副校长陈恒直言，当下国内的高

等教育普遍存在着三种意识的缺

失。一是问题意识的缺失。搞科研

似乎不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不是

为了解决社会发展的难题，有一部

分学者只是为了职称、为了提级、为

了获奖才去撰写论文和著作，虽然

在课题初始阶段，这样做有一定的

合理性，但学者的整个人生都是如

此，那就违背了学术研究的初衷。

二是分享意识的缺失。各个学科内

部、同行之间的分享看似比较活跃，

但与国际的分享还处于起步阶段，

尤其是跨学科、跨行业、跨国界的交

流还不够显著，缺乏必要的发展机

制。三是世界意识的缺失。如何开

发中国的传统资源并使之成为世界

性的学问，尚需要高校同仁去认真

思考，比如东方学、甲骨文、明清江

南文化等，都是世界文化中的瑰宝，

有生命力的学术一定是世界性的。

在谈及如何培养未来人才时，

英国拉夫堡大学副校长拉切尔 ·汤

姆森说：“我们希望毕业生要具备

15项技能，其中超过一半的技能是

无法在课堂中学得的，比如情商、领

导力、社会影响力、韧性、灵活性、谈

判技巧、沟通技巧等。大学要通过

学术能力的培养，能够让未来的雇

主满意我们的毕业生。其次是要培

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情绪管

理能力和社区参与能力，这些能力

的提升都必须融入到本科一年级的

课程教学里。第三，大学要努力让

每个学生能够最大程度地释放自己

的潜力，比如在培养终生可用的技

能时，就应该根据每个同学的个性

特长制定出专门的培养方案。”

南京大学副校长张峻峰说，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蓬勃兴

起，“后疫情”时期的科教发展模式

加速演进，高等教育发展环境正面

临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在这个充满

挑战与机遇的时代，大学特别是一

流大学，应该更加关注如何在国际

舞台上用基于“四个自信”的内涵式

发展，来创建中国的著名学府；还要

特别关注如何走出一条坚持中国特

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来引领

新时代高等教育的新发展。

搞科研不能只为职称和获奖
全球大学校长论坛探寻高校发展之路，直面存在不足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昨天，

长三角地区知识产权更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论坛在上海举行。

会上，三省一市知识产权局就长

三角深度融合和各地知识产权发展

情况发表主旨演讲，并共同签署《长

三角地区知识产权更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框架协议书2.0》和《长三角地区

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书》。

根据2.0版框架协议，长三角三

省一市知识产权部门在发展共商方

面，将进一步构建常态化的共商机

制，加强对长三角地区知识产权建

设纲要、规划的组织实施和协同推

进；在创新共进方面，将围绕新经济

产业和重点产业领域，依托产业园、

工业园的技术集聚优势，建设高价

值专利培育中心，合作培育跨区域

高价值专利组合；在运用共联方面，

将推动一市三省现有知识产权运营

和交易平台（中心）互联互通，整合

优化平台（中心）功能，推进长三角

知识产权交易信息共享、联动发展

和交易平台一体化；在保护共治方

面，将探索制定长三角地区知识产

权案件法律适用指南和执法标准，

推动落实惩罚性赔偿；在服务共享

方面，将探索推动长三角知识产权

政务申请事项“一窗受理”“一网办

理”“跨省通办”，实现知识产权咨询

投诉事项“一站解决”，协同建设长三

角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此外，三省一市知识产权部门

签署《长三角地区数据知识产权保

护合作协议书》。

长三角地区知识产权一体化论坛在沪举行

进一步构建常态化共商机制

家住常德路的李阿姨（化名）很

喜欢跳舞，退休后常和姐妹们相约

江宁路街道老年大学学舞。2年

前，随着外孙女的出生，需要照顾孙

辈的她不得不暂时给这个爱好按下

暂停键，但这也让她心情有点低落：

“整天围着孩子转，过去的2年里几

乎没了属于自己的时间。”

但最近，她的舞蹈课终于又能

重启了——“江宁路街道社区宝宝

屋（昌平部）”位于昌平路710号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四楼，刚巧在李阿

姨的老年大学舞蹈课的楼下。“宝宝

在宝宝屋玩，我在老年大学上课，带

娃、跳舞两不误，开心！”

在普惠性托育点的基础上，今年，上海开启试点推进社区托育点“宝宝屋”，打
造“15分钟托育服务圈”，首先在静安区江宁路街道试点建设了“嵌入式”“标准
化”的社区托育“宝宝屋”，为居民提供“临时托育”“计时托育”服务。

本报记者 马丹

名字取自“抱抱我”
年轻的爸爸妈妈临时有事无法

看护宝宝怎么办？带娃的祖辈怎么

才能和宝宝分开一小会儿，拥有一

点自己的时间？江宁路街道党工委

副书记余文君说，江宁路街道地处

中心城区，人口密集，社区里光0到

3岁的孩子有近900个。“尽管教育

部门一直在协调推进普惠性的托幼

一体化服务，但是，市区幼儿园大多

容量有限，还不能完全满足居民的

托育需求，大部分双职工家庭不得

不依赖祖辈带娃。也因此，让原本

还有社交、兴趣的老人们被娃‘套

牢’了。宝宝屋的试点推出，正好能

同步解决这‘一老一幼’的难题。”

“宝宝屋”，取自“抱抱我”的谐

音。余文君说，希望它能为社区里

有临时托育需求的家庭“托底”。截

至9月，江宁路街道和静安区教育局

深度合作，实现教育资源共享，率先

打造了社区“15分钟托育服务圈”，

目前已开设了3家社区“宝宝屋”，分

别位于社区为老服务中心、党群服

务中心和南阳实验幼儿园内，共计

可为周边提供90个计时制托位。

“和全日制托班不同，宝宝屋提供

的是计时托育。目前开放时间为周一

到周五工作日的上午和下午各2小

时。社区里0到3岁的孩子，都可通

过预约，到宝宝屋在专人看护下玩

耍。让祖辈或爸妈能够在带娃间歇

喘口气，或暂时离开处理事务。”

资质齐全让人放心
“江宁路街道社区宝宝屋”位于

淮安路771号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

心三楼，占地面积超过了150平方

米，其中包括了室内活动区域100

平方米，户外活动场地60平方米。

在为老服务中心，记者看到，三楼的

大厅变成了“宝宝屋”的综合服务区

域，周边居民带着孩子完成了检查、

洗手等一系列健康防护措施后，就

能将孩子交给托管老师。孩子们在

老师的带领下玩起娃娃家、滑滑梯

等游戏设施。

“这是目前建设的3个试点宝宝

屋里最大的一间，室内有两间半的

半开放教室，室外有沙坑、水池等游

戏空间，可同时容纳45名1到3岁的

婴幼儿。”今天来做指导的静安区早

教研究中心主任林静说，“宝宝屋”

建在为老服务中心内，更突显“颐幼

相伴，其乐融融”的特色，照顾幼儿的

老年人还能在长者食堂就餐、活动

等，受到了社区居民的喜爱与支持。

“经历和阅历丰富的老人和好奇

心求知欲强的小孩，这一老一小处于

同一屋檐下也许会收获一些奇妙的

反应和效果。而宝宝屋尽管由第三

方机构提供服务，但是从环境创设、

师资培训全都由早教中心全程指导

和监督，让托育更专业、更安心。”

“听朋友说社区里有了这样的

宝宝屋，就带外婆、儿子一起来看

看。”江宁路街道的居民庄海英告诉

记者，她和先生都是双职工，平日工

作忙碌无法照料儿子，全靠外公外

婆带娃。“一方面对外公外婆辛苦带

娃很愧疚，另一方面工作关系也没

法脱开身来。而宝宝屋既能让孩子

有了一定的社交，也能让老人喘口

气。而且，这里有各式各样的玩具，

还有专业的托管老师，环境宽敞明

亮，同时有政府背书，让人放心。”

多种形式“嵌入”社区
今天下午，记者走访发现，3个

试点“宝宝屋”以不同的方式“嵌入”

到居民区，分别在江宁路街道的党

群服务中心、为老服务中心、公办示

范幼儿园等公共服务设施中灵活设

置，通过加一点安全保障设备，多一

点游戏探索区域，增一点开放温馨

的空间，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到便捷、优质、科学、多样化的集中

照护和育儿指导服务。

和“嵌入”到为老服务中心的

“宝宝屋”不同，“江宁路街道社区宝

宝屋（昌平部）”设在党群服务中心

内。室内两间教室分为“融融活动

馆”和“暖暖活动馆”，为幼儿创设了

适宜的运动、游戏和生活区域。教

室外的空间模拟自然情境创设了大

熊猫主题“亲亲竹园”，可以让孩子

在自然环境中运用开放性材料，开

展创造性游戏。而“南阳实验社区

宝宝屋”则设置在南阳实验幼儿园

内，是全市首家在幼儿园内建立的

嵌入式婴幼儿托育服务设施，突显

“蒙宝之家笑融融”的特色。未来，

江宁路街道还将在更多的幼儿园、

居民区内，建成一批社区“宝宝屋”，

让更多的社区居民能便捷地享受到

多元、优质的托育服务。

据透露，江宁路街道已将蒋家

巷居民区、吴江幼儿园、余姚路幼儿

园三处纳入新一批“宝宝屋”的规划

建设中。同时，全区各街镇也将结

合“15分钟生活圈”建设，同步规划

开设更多社区托育服务设施。

“我们正在尝试各种样态的宝

宝屋‘嵌入’方式，令它因地制宜地

适合各种临时托育场景。”余文君

说，为老服务中心的“宝宝屋”让老

人孩子都能享受社区便民服务，“宝

宝屋（昌平部）”除了方便老人接受

终身教育，还借鉴了日本临时托育

的模式，选址在交通便捷的地铁口，

对面就是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嵌入

在社区15分钟生活圈中，方便家长

就近办事。而未来“嵌入”蒋家巷居

民区的“宝宝屋”，则是参考了德国托

育服务深入居民区的先例，将临时

托育送到家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