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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一盘棋”全域推进
2021年，国家发布《关于推进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上

海积极贯彻落实中央的要求，成为

全国首个全域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

设的直辖市。

实现儿童友好，上海怎么做？

上海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胡宏伟介绍，上海注重顶

层设计，加强“一盘棋意识”，将“建

设儿童友好城市”纳入市政府年度

重点工作，构建政府主导、全社会共

同参与的工作体系。

由市发展改革委牵头，上海出

台了三年行动方案，30多个部门合

力推进28项行动、99项任务，“1+

16”市区联动、多部门协同的工作统

筹协调机制逐步完善。

上海还制定儿童友好学校、医

院、“一江一河”滨水空间、母婴设施

等建设标准指引。首创学前教育与

托育服务合并立法，推动家庭教育、

校外实践教育地方立法，强化儿童

法治保障。

前不久，《上海市推进儿童友好

城市建设年度报告（2024）》发布，一

组数字反映了去年上海建设儿童

友好城市的成果：全面铺开社区

“宝宝屋”建设，增加2.4万余个托

位；科学育儿指导站点街镇覆盖率

达100%，每年为有需求的家庭提

供12次以上免费服务；推动249家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科服务实现

全覆盖；推动完成846处体育设施

适儿化改造，公共场所母婴设施配

置率达100%；一江一河沿岸空间新

建约140个项目，建成90余处综合

驿站；推出113个“社会大美育”课

堂，布局建设2100余家学生社会实

践基地……

儿童能不能健康快乐成长，正

是一座城市能不能为人民创造美好

生活的重要体现。上海打造儿童友

好先行实践区，涌现出“童悦空间”

“童乐浦江”“半马苏河”“生境花园”

“生活秀带”等具有区域特点的儿童

友好城区品牌。

“小而美”微更新
位于徐汇区漕溪路、三汇路和

中山西路围合的三角地块，曾经是

高架下的“水泥森林”，如今已经改

造成为上海首座儿童友好型口袋

公园。地方不大，但玩水、滑梯、挖

沙、钻洞等小朋友喜欢的游戏设施

有不少。

患儿搭乘卡通电车在医院巡

游，符合要求的手术患儿开着卡丁

车“自驾”到手术室，是不是很酷？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志愿服务

不断推陈出新，充满童趣造型的“复

儿号”在医院穿梭，为患儿提供暖心

人文关怀。

桂林东街公厕最近完成了适老

适儿化改造，增加了儿童喜欢的海

洋元素，增设扶手，改善照明，提高了

卫生间设施的易用性，第三卫生间和

通用厕间也进行了改造升级……

从“一江一河”滨水空间到“15

分钟社区生活圈”，从宝宝屋、儿童

服务中心到爱心暑托班、专属阅读

站，“家门口”的儿童友好空间越来

越多。

“孩子们的活动范围是有限的，

小朋友的感触也是最为直接和细腻

的。大拆大建造地标，不见得能大

幅提升广大儿童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多俯下身子认真倾听孩子们的

关切，进行小而美的‘微更新’，使整

个城市成为更加温馨的儿童乐园，

才更能提升孩子们的实际体验。”上

海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发展研究中

心决咨委主任焦扬认为，精打细算、

巧妙入微，做好“绣花”功夫，利用存

量资源对城市空间开展有感知度的

适儿化改造，这不仅是“城市温度”

和“城市高度”的体现，也是“城市精

度”的展现。

“金点子”结出“金果子”
最近，长宁区举办了“苏河小

宁”儿童议事会“萌治学堂”研修营，

招募了30名小小议事员。经过专

题培训后，孩子们将走进百年愚园

路进行实践探访，实地考察愚园路

红色文化儿童友好街区的设施和环

境，走进少儿图书馆、少年宫、钱学

森故居、名人墙等红色文化景点，深

入了解街区历史和文化，激励孩子

们提出更多推动儿童友好街区发展

的金点子、好提案。

鼓励孩子发现问题、提出建议，

参与到城市建设中来，正是上海建

设儿童友好城市的关键一招。

需求被看见，声音被倾听，意见

被采纳。通过拓宽人民意见征集、

红领巾理事会、红领巾议事会、“青

声”邮筒、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校

内外实践参与平台等儿童参与渠

道，上海的城市建设与治理不断扩

大儿童参与的覆盖面。目前，上海

人民建议征集儿童参与平台、儿童

议事会的街镇覆盖率已达100%。

上海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标识征

集活动中吸收儿童创意；在“一江

一河”民心工程推进中充分吸纳儿

童意见；全国人大未成年人保护法

立法修订采纳了华政附中学生建

言；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修订采

纳了少年日报小记者建议……孩

子们的“金点子”越来越多结出

“金果子”。

据悉，上海将在今年开办500

个小学生爱心暑托班、150个小学

生爱心寒托班；新增3000个公办幼

儿园托班托额、7000个社区托育“宝

宝屋”托额；打造100个儿童友好城

市阅读新空间；为300户困境未成年

人家庭进行“追光小屋”居室微改

造。未来，上海将以更大力度、更实

举措、更优机制为儿童成长创造更

加有利的环境。下一步将持续对标

国际一流，融合中国特色与上海特

点，以探索构建儿童优先评估机制

为重要抓手，从“一米高度”出发，倾

听儿童声音、看见儿童需求、关爱儿

童成长，共同推动上海成为中国特

色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引领标杆。

本报记者 叶薇

“从抵达上海的那一刻起，我

就爱上了中国。”俄罗斯人司懿德

是 H&M集团零售大中华区总

裁。2023年初，他和家人搬到中

国定居。在他眼里，上海是一座

非常特别的城市，也是世界上建

筑风格最为多样化的城市之一。

这次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

全会召开，司懿德印象最深的是

公报中关于“健全促进实体经济

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的内

容，他认为这不仅帮助许多中国

企业转型升级，也为在中国投资

的外国企业提供新的机遇。

“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正在

重塑全球商业格局。H&M也在

积极应对，进一步融合线上、线下

渠道。我们的多个电子商务平台

已经成为客户与品牌之间的重要

纽带。让消费者无论身在何处都

能享受时尚多样的产品和优质的

客户服务。”据司懿德介绍，今年

H&M不但重新打造了上海南京

东路旗舰店，去年还在京东等互

联网平台上推出了自己的产品。

作为时尚行业资深从业者，

司懿德认为这个行业本身就在不

断变化，要想取得成功，唯一途径

就是不断适应变化。“在中国，这

种变化的速度要快十倍。中国的

消费者令人着迷，他们非常清楚

自己想要什么，他们的消费行为

也总是在朝着最好的方向改变。”

因此，司懿德来到中国后的第

一件事，就是根据这些变化制定新

战略。在他看来，中国的消费者喜

欢时尚、优质、价格合理的产品，也

期待他们喜爱的产品不断推陈出

新。“这与H&M的商业理念完全

吻合。通过实施新战略，我们正

朝着更符合消费者预期的方向前

进。我们将继续扩大数字化版图

和实体店网络，让顾客能够线上、

线下无缝衔接地在H&M购物。”

据司懿德介绍，H&M已经连

续三年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呈现了在前沿时尚设计、供应

链转型、突破性创新等不同领域

的实践。同时，借助自身在时尚

行业的影响力，H&M与中国供应

商和合作伙伴等也就持续推动生

产价值链绿色转型开展探索。

“H&M始终与中国市场保持着紧

密合作关系，不仅提升了自身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也为未来的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司懿德认为，外国投资者对

中国信心不断提升的关键，在于

中国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未

来，中国将通过改革进一步放宽

市场准入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推动营商环境持续改善，探索实

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这

些都将为创新增长和共同繁荣铺

平道路。“展望未来，我们对在中

国的长期发展充满信心。中国一

直是，而且将永远是H&M非常重

要的市场。”司懿德说。

本报记者 潘高峰

上海全面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立足一米视角 关爱宝宝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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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集团零售大中华区总裁司懿德：

实体经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为在华投资外企提供新机遇

中国通过改革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推动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将为创新增长和共同繁荣铺平道路。

这个暑假，儿童阅读新空间、宝宝屋、爱
心暑托班等“家门口服务”开展得如火如
荼。江宁路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二楼有
一片儿童阅读区，许多孩子坐在懒人沙发上
和宽大软凳上，尽情享受阅读的乐趣，还可
以参加“国风好少年”和“乐乐亲子阅读”等
特色活动；四楼则是“宝宝屋”，防撞门槛、彩
色爬垫、各种小玩具等一应俱全，只见一名
  个月大的小宝宝已经开始和老师互动
了。宝宝的外婆说：“这里环境好，老师好，
离家近，还可以通过手机预约，我们一个月

会来七八次。”自    年3月静安区江宁路
街道开出上海市第一家“宝宝屋”至今，全市
共建设   余家“宝宝屋”。

儿童友好，是人民城市理念的生动实
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健全覆盖
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
人口高质量发展；提高基本生育和儿童医疗
公共服务水平，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
设。上海通过政策引领、规划先行、特色实
践等多种方式，全面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
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