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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贤区一位居民、“80后”新上海人
杨亮——
我从大学毕业就扎根奉贤，至今整整20

年了。在这里，我结婚生子，养育两个孩子。

我和妻子平时忙于上班，平日里，两个孩子都

由老人带养。多亏近年来上海学前教育和托

育服务的优质普惠发展，缓解了我们一家的

育儿焦虑和压力。

我家大宝是2012年出生的，正是早教概

念逐渐走向成熟和普及之际，市场上出现了

很多早教培训机构，市区就更不用说了，但无

论价格还是课程都存在参差不齐的现象。当

时，奉贤爱贝早教指导服务中心已成立六七

年了，无论硬件设施还是师资力量都非常成

熟，而且中心的公益早教课收费非常便宜，一

节课只收几十块钱，我们毫不犹豫把大宝送

到中心来参加早教活动。

没过多久，大宝又面临入园的选择。思

量再三，我们没有把家搬到教育资源更集中

的市区。一方面，我们觉得奉贤生态环境更

好，适合老人孩子，另一方面，我们的生活圈

和朋友圈都在这里，孩子也一样。

很幸运，大宝报上市级示范园解放路

幼儿园，能在15分钟生活圈内享受到优质

教育资源。在我的印象里，大宝从上幼儿

园第一天到毕业，每天回家都是开开心心

的，他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老师、同学和玩

具，可以通过老师的指导发现这个世界的

不同。大宝上小学时，小宝也出生了。跟大

宝相比，小宝更幸福了。普惠的学前教育资

源更丰富。刚一出生，科学育儿手册就申领

到家，区里科学育儿“五进”活动、“贤城早教

专列”服务，把早教服务延伸到更多的基层，

给小宝更多接触早教的机会。比哥哥更小的

时候，他就能参加由爱贝指导的普惠早教机

构课程，到家门口的幼儿园参加亲子活动，一

年还能参加爱贝线下的12次早教课程。前

几年，早教中心还开出托班。对我们这样的

二胎家庭而言，这大大减轻育儿压力。因此，

小宝一到年龄，我立马给他报名入托。有了

哥哥的经验，我们对他在爱贝上学很放心，因为我们知道，这里的

老师们都很有经验，也很有爱心。如今，小宝已在爱贝上了半年

多，他的思维逻辑、语言能力、自理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

我听说现在还有像“宝宝屋”这样离家更近的社区托育点，爷

爷奶奶早上去买菜的时候就可以把宝宝托在党建服务中心的“宝

宝屋”，确实方便了不少。

本报记者 马丹 整理

■ 徐汇区华泾镇东湾小区老年居民
钱多多——
我今年65岁，所居住的小区是上世

纪90年代建造，现在老龄化明显，近四

成居民在60岁以上。随着子女成家立

业，如何养老也成了我们最大的心事。

3月23日，在我家对面的党群服务

中心（邻里汇），大桥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开始试运行。社区干部告诉我，它是上

海目前功能较为齐全的综合为老服务中

心之一。现在，我就跟大家聊聊该中心

如何为我们带来幸福的晚年生活。

乘坐电梯来到综合为老服务中心三

楼，第一眼看到的是社工们温暖的笑

脸。他们喊我“多多阿姨”，“家”的氛围

无处不在。中心客厅里，老人们下棋、会

友、聊天、午餐。我喜欢文艺，常带着老

姐妹唱歌跳舞，以前没有场地，只能在大

桥桥洞下活动，多有不便，如今有了这个

服务中心，我们再也不用为场地发愁了。

这里有专为老年人定制的长者运动

健康之家。完成体测后，根据检测数据，

工作人员会设计专属的运动方案。健康

之家所有器械都符合老人身体构造，通

过智能手环监测运动期间心率等，设有

紧急按钮，防止意外。运动过后，还可来

一场理疗放松，极受老年人欢迎。

这里还有认知障碍支持中心。我们

小区的张大爷，近几年记忆力大不如前，

开始都以为是老糊涂，在这里进行了评

估，发现可能是认知障碍，之后去医院确

诊并开始治疗。医生说如果不是及时发

现，病情肯定越来越严重，张大爷和家人

们都对中心充满感激。

参加了这么多活动，如果感觉有些

累了，就到微型日间照料中心休息一下，

可以理发、学习手指操、参加趣味游戏，

或者什么事都不干，美美睡到自然醒，然

后收拾一下回家，结束完美的一天，满心

期待第二天再度来到这里。

总结一下，这里设施先进、氛围温馨、服务专业，大部分

项目是免费的，收费部分也是非常平价。在自家门口，一刻

钟内就能享受上海最棒的公益社区养老服务，我确信，这里

能满足我对美好晚年生活的一切想象。唯一的期盼是，这

样的机构能出现在上海每一个社区，让全上海老伙伴们过

上安心、充实、优雅的晚年时光。

本报记者 李一能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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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场地开放潜力
为满足民众对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的需求，上海市委、市政

府连续实施“学龄前儿童善育”民心工程和“新增普惠性托育点”

的为民办实事项目，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资源不断增量扩容。

近年来，上海陆续出台规范托育服务的相关文件，构建托育

服务体系。全上海现有托育服务机构共1309个，提供托额5.8万

个；初步构建形成以幼儿园托班为主体，普惠性资源为主导的托育

服务体系。黄浦区、浦东新区、奉贤区“跻身”首批全国婴幼儿照护服

务示范城市，闵行区、虹口区成为首批上海市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区。

今年1月1日实施的《上海市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条例》又在

全国率先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一体发展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构建

学前教育、托育服务两个公共服务体系。一方面，上海已基本建

成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另一方面，

“宝宝屋”社区托育服务和家庭科学育儿指导服务都被纳入15分

钟社区生活圈建设内容，900多个早教指导站覆盖了16个区的所

有街镇，精准助力家庭养育。 本报记者 马丹

■ 长宁区少年科技指导站站长
姜嵘——

我们少科站在安化路上，从

2018年搬到这里后，我们就向周边

居民开放两片篮球场，受到热烈欢

迎。篮球场开放时间平时分为早上

6时到8时，晚上5时到9时两个时间

段，双休日和节假日再长一些。一般

早上老年人来锻炼的多，晚上以上班

族和学生群体为主。

2020年开始，受疫情影响，居民

无法进入操场运动，就拨打市民热线

投诉，希望能重新开放。最高峰时，

短短一周就收到好几次投诉。我们

理解居民的迫切心情，做好解释工

作，告诉他们，只要条件成熟，我们就

开，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提醒自己

一定要有耐心，只要把规章制度解释

清楚，多数人都能理解。相对普通的

学校，少科站的课程安排有其特殊

性，在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的

前提下，这三年来，我们的操场陆续

开放多次。这个月，长宁区宣布有条

件的学校体育场地都逐步恢复向社

会开放，居民可高兴了。

说实话，操场向社会开放，我们

也克服了不少困难。除了每天要认

真登记核实个人信息外，每天大家都

会在微信群里沟通最新遇到的情

况。篮球网一旦坏了要及时补上，

厕所的灯不亮了也要及时更新。一

些居民会落下手机、耳机、水壶，甚至

身份证、钱包等个人物品。操场管理

员孙老师和康老师总会收好，等待失

主认领。操场开放期间，除了防疫物

资外，我们的小药箱里红药水、创可贴

等常用药品也始终备足备齐。

运动场上，我们可以遇到不同的

人群。有一天，我们收到一面锦旗，

是一名家长送来的。原来，他家孩子

性格有点孤僻，和家人关系紧张，听说这里有篮球场，就

每天来打球，是一种宣泄，也是一种逃避。但在球场上，

他也是独来独往，老是和别的孩子起摩擦。老师发现情

况后，就十分关心孩子的情绪变化，一点点教他怎么收敛

脾气，怎么和人相处，孩子逐渐变得开朗起来。家长也没

有想到，运动能让孩子的性格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让身心

一起健康起来。 本报记者 陆梓华 整理

围绕服务健康上海战略和建设一流健康城市目标，

上海把推进学校体育场地向社会开放作为适应全民健身

热潮、满足市民体育健身需求的重要补充。2018年起，

市教委牵头全面实施学校体育场地向社会开放工作，

2021年该项工作被纳入市委、市政府民心工程项目。期

间，市教委会同相关部门采取“上天入地”“立体扩容”等

措施，深挖场地开放潜力。目前，全市1100余所具备向

社会开放条件的公办中小学校将陆续开放体育场地。

下一步，市教委将会同相关部门灵活推行“灯光工

程”等措施，保证场地开放时长；通过技术赋能，优化入校

锻炼流程，让市民到校园体育场地锻炼更便利；各级教育

行政部门也会加强对学校体育场地开放工作的检查指

导，不断提高学校体育场地开放工作质量，更好满足青少

年学生和人民群众健康锻炼需求，持续提升市民感受度

和满意度。 本报记者 陆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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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护“最柔软的群体” 打造“嵌入式养老”
作为“民心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社区综合为老

服务中心主要功能包括社区托养（全托、日托）、医养、康

养、体养、文养（文化娱乐）、智养（智慧养老）等内容，作为

嵌入式养老服务的枢纽和平台，由街镇发挥其在统筹为老

服务资源、完善社区养老服务网络、促进服务与需求信息

对接、提升养老服务综合管理水平中的作用。

上海于2016年在街镇层面全面发展社区养老服务综

合体。截至2022年底，已建成428家，实现街镇全覆盖并

向片区延伸。

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到2022年阶

段性目标为全市建成400家以上，至“十

四五”末达到500家。2022年计划建设

50家，并作为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

截至2022年11月底，已完成建设50家。

本报记者 李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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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贤区托育服务指导中心，老师为孩子上课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 长宁区少科站篮球场向社会开放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 在大桥综合为老服务中心，老人们惬意休闲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