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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1 日，市民胡女士将 2 岁半

的儿子送到托育中心，经过入园晨检

后，她安心地驱车前往公司上班。这

样的生活持续了半年。自孩子入托

后，胡女士重返职场恢复工作。

“孩子进入托育中心后，家中照护

的担子轻了很多，现在只需定时接送

就好了。”胡女士说，托育中心一周可

以照护孩子 6 天，完全满足了“上班

族”的作息要求。

记者在这所托育中心看到，幼儿

们根据年龄、男女比例被分到不同的

班级，每个班级都配有专门的教师和

生活阿姨。幼儿在该中心除了享有全

面照护外，还有丰富的课程，如体能锻

炼、手工美术、音乐舞蹈等。

当前，托育照护是备受关注的话

题之一。随着二孩三孩家庭的不断增

多，婴幼儿托育照护问题变得更加重

要。2022 年，我市将托幼照护纳入年

度十方面民生实事之一。一年来，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民生健康权益保

障工作，聚焦优化婴幼儿照料资源配

置和提升服务惠民水平，切实推进 3

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助

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加快构建“育儿友好型社会”“浙里善

育”标志性成果。

据统计，我市去年新增3岁以下婴

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5 家，托位 750 个

（其中普惠性 450 个）；截至目前，已在

卫健部门正式备案的托育机构 86 家，

托位3318个（其中普惠托位2261个）。

去年以来，我市持续构建“3211”婴

幼儿照护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婴幼儿照

护服务三支队伍、两个中心、一个驿站、

一个品牌建设，建立长效机制，完善以政

府为主导、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

构为补充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打造

高质量婴幼儿照护服务金字招牌。

过去一年，我市共建成 10 家“医

防护”儿童健康管理中心和婴幼儿照

护服务中心，13 家婴幼儿照护服务驿

站，申报 1 家省级示范“医防护”儿童

健康指导中心等，培训婴幼儿照护服

务人员 1310 人次，开展养育小组活动

160次，参加养育小组活动1232人次，

圆满完成年初既定的民生实事目标任

务。

为解决婴幼儿照护人才紧缺问

题，永康卫生学校还与浙江新东方职

业技术学院合作开设婴幼儿照护方向

护理专业，培养既有护理专业知识，又

有婴幼儿照护技能的专业人才，为我

市解决“幼有优育”提供人才支撑。

如今，我市托育照护体系不断完

善，“幼有所托”不再成为难题，不断提

升的托育质量正让托育照护迈向“幼

有优育”阶段。

融媒记者 胡锦

托幼照护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从“幼有所托”向“幼有优育”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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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风采D

“贴近群众、服务基层是我们的

优势，想群众之所想、言群众之所言，

是我们的责任。”龙山镇曙光村党支

部书记景锋格说。作为一名来自基

层的人大代表，景锋格一直关注新农

村发展，在他的带领下，曙光村党员

齐发力，村居旧貌换新颜。一桩桩惠

民实事落地，村民看到眼里、记在心

里。

其间，景锋格深入基层一线，走访

调研选区内各个村庄，收集村庄发展

中遇到的共性问题，并认真做好记录，

梳理汇总。他提出，农村宅基地“建新

不拆旧”问题已成为村庄发展最大的

拦路虎，农宅资产闲置、土地资源浪费

等现象较为严重。盘活这些“沉睡”的

资源，既能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又

能为农村发展增添新动能。

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景锋格认

为，现行的宅基地管理制度不完备。

随着时代发展，农民进城购买商品房

后，原宅基地大量闲置，“老人守房”

现象普遍存在。此外，年久失修的老

旧房不仅影响村庄整体美观，还存在

安全隐患，阻碍村庄规划建设，影响

村庄整体有序发展。

“农村宅基地管理是关系村民切

身利益、农村社会稳定和新农村发展

建设的大事。因此，统筹管理好农村

宅基地，对于改善农民生活、提升村

庄整体规划，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景锋格说。

景锋格认为，推进宅基地管理制

度改革，首先要成立专班开展实地调

研，并在充分调研基础上，选定一两

个较为典型的村庄作为试点村，先试

先行，分步实施。加强对闲置宅基地

的统筹监管与规划，采取“拆旧与改

建、美化与绿化”相结合的方式，防止

拆后荒废、拆不彻底、拆后乱建等后

遗症，坚持拆建结合，切实改善居住

环境，加快新农村建设。

“化解农村宅基地遗留问题，让

农村发展‘轻装上阵’，壮大村集体经

济，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景锋格

说，希望通过自己多跑腿、多办实事，

换来乡村振兴发展更快一点、人民群

众幸福指数更高一点。

融媒记者 王佳涵

市人大代表 景锋格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一名眼科

医生，我始终关注‘一老一小’的眼健

康。”王晓敏说，近视问题已经成为影

响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大问

题。大规模线上教学活动的开展，也

给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带来了新的

挑战。

在王晓敏的推动下，近年来，市

教育局、市疾控中心联合全市各校开

展近视防控讲座并进行近视筛查建

档。“虽然全市学生都已建立视力健

康档案，但近视率降低并不明显。接

下来，我们将继续开展近视防控讲

座，有针对性地制定跟踪干预措施，

同时呼吁政府、学校、家长更加重视，

倡导儿童、青少年开展户外运动，切

实降低近视率。”王晓敏说。

除了“一小”的近视问题，“一老”

因糖尿病导致视力下降的问题也不

容忽视。“我国约有 1.41 亿糖尿病患

者，其中23%出现糖尿病性视网膜病

变，且血糖控制不佳得糖尿病性视网

膜病变概率明显增加。”王晓敏介绍，

浙 江 省 眼 健 康 行 动 计 划（2022—

2025 年）已将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防治行动计划列为一项主要任务。

她希望推广糖尿病眼底病筛查工作，

让患者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降低

糖尿病眼底病致盲率，减轻患者的身

心及经济负担。

作为一直身处抗疫一线的医护

人员，王晓敏还深感医护人员的不

易。整个抗疫过程中，医护人员冲

在第一线，直面感染者。无论是前

段时间坚守核酸采样点、暖心隔离

点，还是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后

各院迎来的就诊高峰，很多医护人

员舍小家为大家，有的甚至打着吊

瓶还坚持上班。她希望大家能对

医护人员多些理解和关爱，也希望

政府能以更加务实的举措关心关

爱医护人员，激励医护人员继续担

当作为。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王晓敏不仅

立足本职献计献策，还履职尽责地为

民发声。今年两会，她还结合生活中

的所见所闻所感，撰写了两份与群众

生活息息相关的提案。其中一份是

建议加快推进城区多层老住宅加装

电梯，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另外一份

是建议适度放开燃放烟花爆竹，增加

“年味”。目前，她还在不断修改和完

善准备提交的提案，希望不负群众期

盼、切实为民发声。

融媒记者 李梦楚

市政协委员 王晓敏

盘活闲置宅基地 释放发展活力

关注“一老一小”关爱医护人员

我市成功创建
国家级水土保持

示范县
本报讯（融媒记者 马忆玲 通讯

员 陈晨） 日前，水利部发布《水利部关

于公布 2022 年度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名

单的通知》，我市榜上有名，是金华市唯

一入榜县市。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

设，不断优化水土保持生态格局，加强

水土保持队伍建设，创新形成“属地管

理”事项协同机制，出台了一系列水土

保持工作制度、目标责任制和部门协调

机制，确保全市水土保持工作实现“周

检查、月分析、季通报”。

作为浙江省“数字水保”试点县，我

市还积极打造水土保持数字化监管平

台，确保监管效能不断提升。“平台打造

了数字监管、动态遥感、动态监测、生态

治理、试验站点、水保超市等六大场

景。结合我市水土保持规划，借助卫星

遥感影像解译、分析、无人机航测等智

慧手段，可以智能划定水土流失治理区

的范围，并给出治理建议。”市水务局党

委委员、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胡响明

介绍，该平台还具有预警推送功能，提

醒相关责任人及时处置和反馈，切实做

到了“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

同时，我市在全省率先开展生态清

洁型小流域治理工作，开拓“水保乡村”

共富新路径。2021 年至 2022 年，全市

累计创建“水保乡村”8 个。借助生态清

洁小流域、水保乡村、土地综合整治、经

济林治理等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近3

年治理水土流失15.62平方公里，任务完

成率达110%。截至目前，我市水土保持

率为 90.54%，年均增幅 0.4%，土壤涵养

量有效提高，人居环境得到持续改善。

今年，市水务局将积极推动花街镇

“水保乡村”项目建设，通过与当地特色

产业和文化相融合，带动乡村旅游、民

宿等产业同步发展，增强群众幸福感，

助推乡村振兴。

“绿衣”模式
喜结硕果

本报讯（融媒记者 潘燕佳） 日前，

省农业农村厅发文公布首批省级农民

培训促富品牌25个，我市“‘绿衣’：为农

‘触电’披嫁衣”成功入选。

据了解，我市推广的“绿衣”模式，

是以乡村振兴大讲堂为载体，利用永康

农民学校、实训基地、田间学校等培训

机构，通过互联网创业，就地培养一批

乡村农业创新带头人。

去年以来，我市通过打造市青年网

商创业孵化基地和市大学生村官创业实

训基地、强化资源整合和政策扶持、优化

农商对接环境，实现电商人才培训闭环，

树立“互联网+”创业理念，走出一条适合

我市本土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道路。

此外，我市还通过建立农民培训机

构“绿衣”数据库，分层次、分类型、分区

域就地培养和提升适应现代农业需求

的高素质农民队伍。近 3 年，我市共培

育新时代技能型农民 1.6 万人，带动更

多农民成为技能型农民。

接下来，我市将紧紧围绕振兴“三

农”人才、促进产业兴旺的目标，坚持面

向产业、融入产业、服务产业，深化农民

教育培训的“绿衣”模式，继续培养一批

批乡村农业创新带头人，为乡村振兴提

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