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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博览

新华社长沙6月15日电（记者
李恒）我国现有近 3000 万名 3 岁以
下婴幼儿，调查显示，超过三成的婴
幼儿家庭有入托需求。这是国家卫
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
长杨文庄15日在长沙举行的2024年
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上介
绍的。

今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的时
间为 6 月 15 日至 7 月 15 日，主题为

“放心托育 方便可及”。杨文庄介
绍，随着家庭规模缩小、育幼功能减
弱，越来越需要现代化、社会化的托
育服务。释放托育需求，对于提升生
育水平、保障女性就业、促进婴幼儿
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近年来，全国各地积极探索，通
过协调场地、盘活资源、发放补贴等
多项措施，不断提升托育服务质量。
比如，上海市的“宝宝屋”、山东省济
南市的“泉心托”等社区托育服务品
牌赢得家长信赖；杭州、长沙、西安等
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和中
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
项目城市，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
推广的新鲜经验……

长沙市卫生健康委主任刘激扬
介绍，当地对托育服务需求进行深入
调研，加快建设家门口、单位门口的
便民托育园。截至目前，长沙市共有
托育服务机构 706 家，每千人口托位
数 3.93 个，社区托育机构覆盖率达
78.42%。

记者了解到，今年全国托育服务
宣传月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还将在
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系列宣传活动，
进一步扩大托育服务知晓度，鼓励各
地因地制宜办托育，解决群众对 3 岁
以下婴幼儿送托“不放心”“不方便”
难题，为群众提供最需要的托育服
务。

据介绍，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
委将聚焦群众现实需求，多渠道增加
托育服务供给，提高托育服务质量，
建立健全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加强
托育人才队伍建设。

我国超三成
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
有入托需求

6月15日，人们在G8388次列车上
参加集章打卡活动。

当日，G8388 次列车从上海站发
出，途经长三角19个站点后，回到上海
虹桥站，实现长三角“环线”运营。这
是首列连接长三角一市三省的超级

“环线”列车。
这条“环线”单向行驶里程超过

1200 公里，全程 8 小时 9 分钟，横跨沪
苏浙皖，串联起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南
京、合肥、杭州4座枢纽城市，途经沪宁
城际、宁蓉铁路、京港高铁、宁安铁路、
池黄高铁、杭昌高铁、沪昆高铁共7条
高铁线路，助力长三角“外循环”四通
八达，“内循环”顺畅抵达。

新华社记者 王翔 摄

从上海到上海

首条长三角列车“环线”开行

记者 6 月 14 日从湖南省人社厅获
悉，湖南要求事业单位岗位主要用于招
聘高校毕业生，并放宽毕业生报考年限，
想方设法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

根据湖南省人社厅近日印发的《做
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工作
的若干措施》，湖南各级各类事业单位
出现的空缺岗位，除有专业技术职称、
职业资格或工作经历等资格条件要求
外，应主要用于招聘高校毕业生。

在发布招聘计划时，明确“高校毕业
生”为近3年内毕业、招聘过程中未落实
编制内工作的毕业生，不对其是否有工
作经历、缴纳社保作限制。乡镇事业单
位招聘高校毕业生，可结合实际需要放
宽招聘条件，实行“三放宽一允许”(放宽
年龄、学历、专业，允许限制户籍)等政策。

据介绍，从年限上来看，当年度毕
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劳动合同、缴交社
保等均不影响其身份认定。同时，上两

年度毕业生具有工作经历以及社保缴
交记录的，可报考事业单位面向高校毕
业生招聘的岗位，鼓励年轻人尽早尽快
就业。

为引导高校毕业生向基层流动，根
据若干措施，湖南省加大“三支一扶”招
募力度。招募对象为近3年内毕业、大
专以上学历的高校毕业生和技工院校
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2
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后，将在乡镇事业

单位入编聘用。
在编制限额内，乡镇事业单位可拿

出全年管理岗位招聘计划的30%，面向
本县(市、区)范围内服务期满且考核合
格的大学生村官等定向招聘。农村订
单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农林水特岗人
员定向培养学生、贫困地区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本土化培养学生等可直接考核
招聘。

据新华社

湖南：近3年内毕业的大学生均可报考事业单位

人间重晚晴！

首份国家级农村养老总体部署暖心
人间重晚晴。
民政部联合 21 个部门出台的《关

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
6 月 13 日对外公布。这是全国层面对
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作出的首份总体性、
系统性部署。

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
满的晚年。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 60 周岁
及以上人口已超2.96亿。老年人口基
数大，老龄化速度快，养老需求随之快
速增长。

今年 1 月，国办发布了《关于发展
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这
份新时代推动银发经济发展的纲领性
文件提出了4个方面26项举措，覆盖老
年人衣食住行、养老照护、健康管理等
诸多方面。

相较于城市养老服务资源集中、市
场成熟，当前，农村老人养老形势更紧
迫、问题更突出，面临不少“坎”。

一是老人多。随着经济的发展，越
来越多年轻人到城里工作、在城里发
展，农村家庭空巢化现象不断出现。从
全国看，农村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
重为 23.81%，比城镇高出 7.99 个百分
点。

二是服务少。我国共有1.6万个农
村敬老院、168.1 万张床位。农村互助
养老服务设施约14.5万个，但由于老人
居住分散，服务便利性、可及性还有待

提高。
针对农村养老一“多”一“少”的现

状，意见定下目标——
到 2025 年，农村养老服务网络进

一步健全，老年人失能照护、医康养结
合、助餐、探访关爱、学习娱乐等突出服
务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意见为农村老年人编织了一张覆

盖县乡村三级的幸福“网”。
县级层面，每个县到 2025 年都至

少有 1 所以失能照护为主的县级特困
人员供养服务机构。这些机构还需承
担统筹养老资源、开展养老人才培训等
工作。

乡镇层面，建立更多能够提供全日
托养、日间照料等服务的区域养老服务
中心。到 2025 年，这样的服务中心的
服务覆盖范围总体上不低于全省地域
的60%。

村级层面，增加养老服务点。在这
儿，老人可以吃上热乎饭、找医生看个
小病、请人代买生活用品等，力争实现
不出村、不离乡满足农村老年人的日常
需求。

靠什么支撑这张“网”？
意见提出“激发内生动力”和“强化

支撑保障”两条腿一起走。
我国农村是熟人社会，人际关系较

为紧密，村民们互助互惠热情高。
当前，各地围绕发挥村集体和村民

参与养老服务的积极性作了有益探索。
有的村子通过“老年人养老金自己

拿一点、子女主动出一点、村集体经济
出一点、社会力量捐一点、争取上级补
一点”办起“幸福小院”；

有的村子建起“积分银行”，帮助送
餐、协助做清洁都有积分，攒的积分可
以兑换物品，也可以兑换服务。

意见吸纳了各方探索经验，并加强
了支持力度。

比如，村民利用自有住宅或租赁场
地举办养老服务机构，意见要求帮助提
升消防、建筑、食品等安全水平；鼓励低
龄健康老年人、农村留守妇女等组成农
村养老互助服务队，相关人员参加技能
培训的，还能拿到职业培训补贴。

“强化支撑保障”，就是要靶向补齐
短板弱项。

养老服务点建在哪？意见提出，完
善用地政策，将农村养老服务设施纳入
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或村庄规划编制。

钱从哪来？意见除明确政府“兜牢
底”外，还鼓励国有或民营企业来农村运
营养老服务设施，金融机构加强支持。

让养老变“享老”。需要指出的
是，当前我国还存在一些制约农村养
老服务的问题。伴随着这份总体部署
的落地，全社会共同努力，养老幸福

“网”会越织越密，夕阳红画卷会更加
美好。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