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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窗爱委员： 

您在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加快建设吉林省普惠性托育服

务体系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我省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关心。2019 年开始，

我省突出“普惠”托育服务，积极推进多元、立体、多样的托育服务体系建

设。您在提案中指出的问题、建议准确、中肯，对我们下步开展托育服务工作

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就您在提案中提出的问题、建议答

复如下： 

一、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情况 

（一）“普惠”优先的政策体系逐步健全。2019 年开始，我省先后出台

“1+7”个文件，全方位发展托育服务体系建设。“1”即，以省政府办公厅名

义印发的纲领性文件《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

“7”即，《吉林省托育机构登记和备案实施细则（试行）》、《<吉林省托育

机构管理办法（试行）>和<吉林省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关于成立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专家委员会的通知》、《全省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

务试点创建工作实施方案》、《关于加强托育机构消防安全管理的通知》、

《吉林省托育机构等级评定工作实施方案》、《吉林省普惠托育机构认定指导

意见》7 个基础性文件。 



（二）“普惠”为主的发展体系逐步形成。一是争取国家普惠建设。落实

国家《“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案》和《支持社

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积极争取国家普惠托育建设项

目，着力增加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能力。2020 年到 2023 年，累计争取国家普

惠托育建设资金共计 3243 万元，新增托位 3243 张，省内 14 家托育机构受益。

二是创建爱心托育单位。支持用人单位创建全国爱心托育用人单位，开展普惠

托育服务。依据国家要求，经申报、评审、公示等程序，向国家推荐优秀爱心

托育用人单位。2023、2024 年，省妇保院、长春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被

评为全国爱心托育用人单位典型，获得国家和省资金补助 35 万元。三是申报普

惠示范项目。选树典型地市，竞争中央财政支持的普惠托育服务示范项目，发

挥区域示范引领作用。经各地申报、专家评审，择优推荐，长春市在国家竞争

性评审中，成功入选中央财政支持清单，获得项目投入资金 2.5 亿元（中央财

政补助 1 亿元，省市配套 1.5 亿元）。四是落实政府专项投资。各市（州）政

府编制了“一老一小”整体解决方案，建立健全土地使用、财政补贴、投资融

资、税费减免、人才培养等支持机制。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为托育机构给

予运营补贴。大安市政府利用专项债资金 1400 万元，投资发展事业性托育服务

机构，依托妇幼保健机构建成我省第一家融“医、育、教”一体的公立综合性

托育服务机构。 

（三）规范化的管理体系逐步完善。一是开展托育机构等级评定。2023

年，制定了《吉林省托育机构等级评定工作实施方案》,明确 5 级托育机构评定

标准，全省 202 家备案托育机构获得等级评定，推进托育机构管理专业化、营

运规范化、服务优质化。二是开展普惠托育机构认定。2024 年，会同省发改

委、财政厅制定了《吉林省普惠托育机构指导意见》，明确了普惠托育机构是

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财政设立补助资金的条件。6 月底前，完成初次普



惠托育机构认定工作。三是提高托育机构备案率。针对备案率低的问题，主动

对接未备案托育机构，告知备案流程和标准，抓好专题辅导；主动对接未能通

过备案的托育机构，组织“干部+专家”指导组，现场工作，提高机构备案成功

率和积极性。 

（四）多举措培育人才的体系有效建立。一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职业院

校基于行业发展和企业需求，通过委托培养、定向培养、订单培养等多途径创

新校企融合育人模式。大安市托育服务指导中心，承担白城医高专毕业生实

训，累计完成 59 名托育专业应届毕业生实训任务。二是实施“1+X”证书综合

育人改革。启动并深化“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简称“1+X”证

书）制度试点工作，将育婴师、保育员等职业资格证书内容整合到人才培养方

案中，通过“课证融通”，有效提升学生专业技能水平。三是形成人才长效培

养机制。省人社厅将育婴师、营养师培养纳入三年职业技能提升计划。省教育

厅在非营利性民办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院校开设托育专业，2020 年开始招收早

期教育、幼儿发展等专业学生 3000 多人。省财政厅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保职工

和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可按规定申

请初级（五级）1000 元、中级（四级）1500 元、高级（三级）2000 元的技能

提升补贴，符合条件的育婴师、托育师可享受此项规定。 

二、托育服务建设下步工作 

结合您在提案中提出的问题，梳理当前我省托育服务现状，当前我省托育

服务机构还存在公立、普惠性托育机构占比少，托位总量不足和存量空置，托

育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就提案中的分析和建议，结合全省实际，我们将从以

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 

（一）关于“加强顶层设计，优化托育服务管理和财政相关制度”方面。

一是开展普惠托育机构认定。积极落实《《吉林省普惠托育机构指导意见》》



推动各地在 6 月底前，完成我省第一批普惠托育机构认定工作。二是出台家庭

托育点政策。依据国家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制定《吉林省家庭托育点实施细

则》，明确机构设置和管理规范，积极推进家庭托育点建设，满足百姓生活圈

就近、就便入托需求。三是落实托育服务优惠政策。对《吉林省进一步完善和

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实施意见》进行责任分工，建立多部门生育政策工作

机制，推进托育支持措施落实。 

（二）关于“丰富托育服务供给形式，鼓励多主体协同提供服务”方面。

围绕千人口托位 4.5 个指标要求，积极推进多种形式公办、普惠托育服务建

设。一是市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拟印发《吉林省托育服务中心建设实施

方案》，部署各市州新建或利用现有机构设施、空置场地等改扩建托育综合服

务中心，开展托育综合服务，提供托育从业人员培训、托育机构管理咨询、托

育产品研发和创新设计、家庭养育指导及婴幼儿早期发展等服务。二是公办托

育服务网络建设。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公办托育服务机构建设资金，支持机关事

业单位利用自有土地或设施新建、改扩建托育服务设施；支持依托多个社区组

网建设的连锁化、专业化公办托育服务机构项目，加强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

设；支持符合条件的公办幼儿园整体改扩建为公办托育服务机构或建设托育服

务设施实施“一园两制”。三是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落实国家普惠专项行

动，新建、改扩建一批连锁化、专业化的托育服务设施，为百姓提供多样化的

普惠托育服务，承担区域内指导功能，发挥项目示范带动效应。 

（三）关于“实施培养与培训相结合的人才战略，保障托育服务人才的高

质量供给”方面。一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职业院校基于行业发展和企业需

求，通过委托培养、定向培养、订单培养等多途径创新校企融合育人模式。推

动托育综合服务指导中心，承担托育专业人才毕业生实训工作。二是实施“1+

X”证书综合育人改革。启动并深化“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简



称“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将育婴师、保育员等职业资格证书内容整合到

人才培养方案中，通过“课证融通”，有效提升学生专业技能水平。 

  

  

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4 年 6月 6日 

    （联系人：庞洪涛  电话：88906336） 

    抄送:省政协提案委、省政府办公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