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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盛丽

二孩时代来临

单位复办托儿所
这条道路能否走通？

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 国家卫计委在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提到的 “鼓励女
职工集中的单位恢复托儿所”， 一时成为广大职工认为最接地气的消息， 更是在
“全面两孩” 政策放开后， 让年轻职工看到了 “入托光明”。 但这事儿到底靠不靠
谱， 行得通行不通， 还得多方面考虑之后再行动。

采访中， 陈建明并没有把这
条道 “一棒子打死 ”， 他觉得 ，
企业搞好生产是第一要务， 而更
多的社会责任， 还需要政府担起
来 ， 可以通过 “购买服务 ” 和
“出台优惠政策” 来鼓励社会力
量新办幼儿园， 办公益性质的幼
儿园、 托儿所。

“当年， 我们是有企业托儿
所、 幼儿园的， 很多职工的孩子
都在那里长大， 包括我自己的孩
子也是。 但后来为何取消， 主要
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后， 孩子越
来越少。” 陈建明说， 现在也一
样， 一家企业的员工孩子可能不

多， 所以未必要一家企业承办托
儿所， 但社区里的孩子多啊， 托
儿所完全可以开在社区里， 而且
离家近就拥有了最便利的条件。

工会主席刘燕也提出， 鼓励
单位办托儿所 （幼儿园） 是值得
提倡的， 不过政府要有相关的扶
持政策才行， 比如政府可以在减
免税收、 教育费附加等方面对企
业给予优惠。 “只要单位有心为
员工解忧， 政府也出出力， 那么
单位办托儿所就有可能。”

今年 “两会” 期间，“全面二
孩”政策如何落地，也是全国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热议的话题。 有

代表、委员认为，“二孩”让我们看
到了社会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后续
配套问题， 如果大家看到了国家
政策的配套保障， 看到了生二孩
的好处， 那想要二孩的家庭自然
也就越来越多了。所以，现行托育
公共服务的不足也是影响人们生
育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建
立完备的托育公共服务体系是当
前需要解决的，“鼓励企业办托儿
所”只是体系中很小的一部分，至
于可行不可行， 还需要政府、企
业、有关部门共同推进，共同目标
就是帮助家庭解决育儿的后顾之
忧。

“这大好事儿， 单位要真能
办托儿所， 要二胎这事儿我就不
纠结了！” 在一家建筑公司上班
李娜是个5岁孩子的妈妈， 二胎
这事儿已经困扰她两年多了， 从
“单独二孩” 到 “全面二孩”， 她
一直都没能下定决心。 她告诉记
者， 二孩最纠结的问题就是三岁
前孩子的托管问题， 老人把五岁
的儿子带到现在 ， 已经精疲力
尽， 让老人再带一个老二， 真是
不忍心。

孝顺的李娜实在不想让父母
再被孩子 “缠身”， 她希望父母
退休后有更多时间旅游、 散心 ，
享受生活。 “如果我们单位办托
儿所， 我举双手赞成， 绝对是解
决了大问题了。” 李娜说， 比起
公办托儿所 ， 单位托儿所更便
捷， 也更为人性化， 绝对是实实
在在的福利。

今年33岁的侯磊孩子已经4
岁， 孩子的入托着实让他着了顿
急。 “现在孩子入托太费劲了，
想当初我上托儿所的时候， 根本
不叫事儿， 直接去父母单位的托
儿所， 连钱都不用花。” 在侯磊
看来， 进父母单位的托儿所如今

成了值得炫耀的福利待遇。
侯磊告诉记者， 当年他8个

月就被送进了家属院里的托儿
所 。 “没办法 ， 爷爷奶奶住得
远， 送去托儿所是无奈的办法。”
每天早上， 妈妈上班时， 就把侯
磊送下楼 ， 一拐弯就进了托儿
所， 下班时再把他接回来， 中间
妈妈还会去喂两三次奶。

“那时候， 最小的6个月就
可以入托， 直到上小学， 孩子的
托管问题小小的企办托儿所轻松
解决了， 如今二孩都放开了， 子
女的托管问题愈加严重， 这个办
法可以一试。” 侯磊认为。

“解决了员工的后顾之忧，
员工也能更好地工作。” 职工刘
慧表示， 恢复单位托儿所是一件
“双赢” 的事。

刘慧的儿子已经两岁， 但是
入托问题还悬而未决， 主要是找
不到合适的托儿所， 公办的没有
名额，民办的价格太贵。 “单位像
我这样， 孩子准备上托儿所的职
工不少。如果单位能够办托儿所，
不仅可靠 ， 而是价格也相对公
道。 ”对此，刘慧只能盼望着单位
办托儿所这件事能尽早实现。

不过， 也有市民提出了自己
的担忧， “现在在私企和外企上
班的人比较多， 这样的托儿所恐
怕只有大型国企才有能力去开。”
也有职工认为， 办托儿所并不容
易， 一个放心的托儿所需要经过
严格的资质审查， 要想办下来，
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没戏， 七八十年代， 单位
和家离得近， 上班走路就能到，
现在住得太分散， 到单位一个多
小时， 如果单位真能办托儿所，
每天送孩子的路程就要命。” 职
工王丽娜觉得办托儿所还要 “天
时地利人和”。

关于企业办托儿所的话题，
不少曾经从事过这项工作的人表
示，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58
岁的职工张国在一家从事机械制
造的国企上班， 曾经负责过行政
工作的他， 也曾见证过企业开办
托儿所的兴衰。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 单
位开始建设托儿所。 当时企业大
约有1300多名职工。” 张国回忆，
当时， 社会也存在着入园难的问
题。 “不少家庭都是双职工， 孩
子小没人带。” 考虑到职工的需
求， 单位行政部门开始组建托儿
所。

“经过商量， 单位将一个曾
经是单身宿舍两层的简易楼， 改
建成托儿所。” 张国说， “这个
楼前本身就有个操场， 之后为配
合托儿所还增置滑楼梯、 转椅这

些设施 。” 建托儿所要有老师 ，
对此， 张国的单位想到这样一个
办法。 “从各个部门找到一些热
爱幼教工作的人员， 什么岗位的
都有， 比如有一线工人、 职工家
属， 然后他们成为托儿第一批教
师。”

张国提到， 这样拼凑的第一
批教师并没有经过专业培训 ，
“这批教师年纪约为四五十岁。”
随着时间的推移， 托儿所也尽全
力改变教师的专业水平。 “开始
组织培训， 还招聘过幼师专业的
毕业生， 来托儿所任教。”

“提升的不仅是教师水平，
托儿所的硬件设计同样需要逐步
提升。” 张国说， 单位的托儿所
陆续建立了音乐教室 、 绘画教
室。 到上个世纪90年代， 托儿所
开始向社会开放， 住在附近的居
民， 也可以送孩子入托。 但是在
2003年， 张国单位的托儿所生源
出现不足， 企业不再投入资金，
最终托儿所解散。

关于这点， 张国表示， 一个
企业办托儿所并不容易。 首先企
业要投入资金， 这些资金用于硬
件建设、 教师工资。 其次， 要有
满足一定需要的场地。 不仅仅是
一个教室、 一个楼的问题， 而是
要更多的配套设施。 再有就是教
师， 不少有幼教背景的人才， 并
没有到企业托儿所任教的想法，
而更看重有发展的有声望的幼教
机构。

“那时候是计划经济， 国有
企业职工的吃穿住行企业都敢做
主， 现在也大不一样了。” 梁宏
伟是一家IT企业的老板， 他觉得
办托儿所， 责任太大了， 而且也
没有办托儿所的经验， 存在安全
风险。 加上现在的家长对孩子的
教育要求很高， 做不好很容易挨
骂。 “现在的孩子多金贵啊！ 这
事儿小企业可不敢尝试， 想都不
敢想。”

一家医药企业的工会主席刘
燕告诉记者， 这些年， 职工反映
上来的诉求中， 子女上幼儿园难
的问题非常集中， 公司高层也通
过关系想方设法去为职工解决这
个难题， 可非常难。 老板甚至想

自己为职工开办一个托儿所， 但
发现现在办托儿所或幼儿园的门
槛太高， 程序繁琐， 企业根本应
付不过来。

“之前还特意咨询了一下申
办幼儿园的程序和条件， 确实比
较复杂 。 比如办园必须拥有公
安、 消防的合格证、 食品安全卫
生许可证、 园舍建筑质量安全鉴
定书等一系列的材料 ， 对园长、
老师也都有很严格的要求。” 刘
燕说， 真不是投些钱， 费些人力
就能解决的， 最终还是决定不办
了。

陈建明是一家国企后勤部门
的负责人 ， 已临近退休 ， 在后
勤部门干了30多年的他 ， 针对

当 前 热 议 的 “ 鼓 励 企 业 办 托
儿 所 ” 表 示 出 了 强 烈 反 对 ，
“想办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 但
企业需要担的担子太重了。” 陈
建明说， 当年计划经济的时候，
施行 “企业社会化”， 企业办医
院、 办学校、 建保障房， 企业不
堪 重 负 ， 后 勤 部 门 压 力 特 别
大 ，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 为
了减轻企业负担 ， 幼儿园 、 学
校、 医院陆续被剥离出来而划归
地方来管理。

如今， 因为 “全面二孩” 的
政策 ， 就鼓励企事业自办托儿
所、 幼儿园， 难道只有重返 “企
业社会化” 的老路才能解决问题
吗？

恢复单位托儿所是 “双赢”

赞成：

托儿所不是说办就能办

忧虑： 企业办托儿所承担责任太大

反对：

建立完备托育公共服务体系

出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