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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各公司车险业务，人保，平安，太平洋，
中路，国任，紫金，华农，大家……兼办验车，24小
时道路救援，查勘定损，服务理赔一站式服务！

专 业 车 险
电话：13832738807

一 处 设 计 温 馨 的 现 代 化
园 区 内 ，在 孩 童 的 欢 声 笑 语
中，老人们聊天、散步，怡然自
得……像这样“一老一小”和谐
共处的“老幼共托”新场景，在一
些城市越来越多。

当前，不少幼儿园遭遇“入
园难”变“招生荒”的经营困境。
部分民营幼儿园瞄准养老服务，

“老本行”和“新趋势”一起抓，
“老幼共托”应运而生，也成为解
决“一老一小”照护难题的新答
案。

“老幼共托”模式渐兴

从去年开始，招生越来越
难，经营着 11家幼儿园的小金
牛教育集团董事长于波不停思
考出路。“我想过直接关门，但手
底下还有 300多个员工，最长的
跟着我们干了 21年。”于波说，
他得“活下去”。

多番考量后，于波决定转型
做养老机构。5 月下旬，位于山
东济宁的“一老一小”服务中心
正式运营。上午养生休闲，下午
书法绘画……老人和孩子一样
有了“课程表”。

“运营以来，已有 60多名老
人加入‘托老所’。”小金牛教育
集团总园长崔瑾说，进园后右转
是幼儿园，左转是“托老所”，老
人和孩子在同一空间活动，“托
老所”提供休闲兴趣、智慧养老、
膳食餐饮等服务。

在全国范围内，类似尝试正
在进行。所谓“老幼共托”，是将
托老与托幼服务相融合，通过在
同一空间下进行老幼照料、代际

学习和互动交流，缓解家庭对于
“一老一小”的后顾之忧。

在山西，原小雨点幼儿园坐
落在太原市柳巷。现在，这里中
午为孩子提供“小饭桌”和午休
服务，上午和下午变身老年活动
中心，迎来上兴趣课的老人。负
责人李秀玲介绍，兴趣课包括舞
蹈、模特、书画等，由本地一家中
老年教育机构的老师授课。

“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
彩……”在深圳航城街道三围社
区长者服务站，几名老人一边使
用远红外理疗仪灸腿，一边用话
筒唱歌；旁边就是深业幸福家航
城街道托育园。

深圳航城街道三围社区长
者服务站和深业幸福家航城街
道托育园同在一栋建筑内，两个
空间相通相融。养老网点为老人
提供短期托养、康复训练、助餐
助浴、老年大学、居家适老化改
造等服务；托育园为 0至 3岁的
孩子提供全日托、半日托、科学
育儿亲子课等服务。

类似“老幼共托”新模式不
仅适用于幼儿园转型，在新生人
口数量保持一定增长的大城市，
也有助于提升空间利用效率、满
足代际融合需求、减轻老人带娃
压力。

希望与挑战并存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3 年
全国共有幼儿园 27.44万所。对
比 2022 年的数据，全国幼儿园
减少1.48万所，在园幼儿数量减
少534.57万人。

与此同时，数据显示，2023

年新增注册 9.2万余家“老幼共
托”相关企业，同比上涨20.3%。

在于波等人看来，托幼行业
正经历寒冬，托老则是一片蓝
海，部分幼儿园转型“托老所”优
势明显。

于波说，招生情况不好的幼
儿园大多位于年轻人较少、生育
率较低的老城区，这里恰好是老
年人聚集区，幼儿园多年经营的

声誉和口碑能吸引稳定客源。
记者在于波的机构采访发

现，园内老人除周边社区居民
外，更多的是孙子孙女在小金牛
幼儿园上学、与幼儿园有“渊源”
的老人。

34岁的幼师黄冉坐在老人
身边，唠着家常，不时添茶倒水，
逗得老人们开怀大笑。在她看
来，幼师群体往往具备较强的学
习能力，托老与托幼具备一定相
似性，如果个人意愿强，转型成

为养老护理员并非难事。
同时，代际融合的需求切实

存在。“我早晨把外孙送到托育
园，就可以在长者服务站活动。
解放了自己，孩子又有专业的老
师来照看。”68岁的深圳退休职
工刘彩玲（化名）笑着说。

深业幸福家航城街道托育
园园长吴璇拿着《“一老一小”代
际融合手册》告诉记者，“我们在

多个方面探索代际融合，比如园
内的各种设施让老人可见；组织
祖孙同乐活动、祖孙茶话会、祖
辈课堂等互动活动；在‘六一’或
重阳节等节日，也会组织孩子去
看望老人，通过一起画画、游戏，
让‘老小孩’与‘小小孩’收获快
乐。”

挑战也同时存在。
业内人士认为，“老幼共托”

中的养老部分具有较强专业属
性，需要专业人才对老年人进行

心理和身体的双重照料，机构运
营也更精细化、专业化。目前，能
同时照顾老年人和儿童的复合
型专业人才远远不足，现有护理
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均无法满足
高质量养老托幼服务的需求。

受访基层干部认为，“老幼
共托”机构的盈利模式仍有待市
场检验；“老幼共托”机构持续升
级，如向医养结合或智慧养老等
方向发展，或将成为选择。李秀
玲也表示，目前仅靠老年大学课
程收费收益很低，机构后期可能
会通过组织旅行、举办活动等服
务老人。

需总结经验、持续创新

从业者认为，“老幼共托”新
模式打破固有隔阂，实现“一老
一小”资源共享与代际交流，是
对既有社会服务与照护模式的
创新探索，也是积极应对我国人
口发展新形势的务实举措。

深圳健康养老学院院长刘
鸫根表示，我国养老事业和养老
产业正处在快速发展的关键时
期，随着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
剧，建立“机构、社区、居家”一体
化的链式医养模式是提高养老
服务质效、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举措。

“从幼儿园转为‘托老所’并
不简单，二者虽有共通之处，但
功能仍有不同，需要持续创新，
进行精细化管理。”于波说，眼下
老幼一体化试点刚刚起步，仍需
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持续优化方
法。

据新华社

在孩童的欢声笑语中，老人们聊天、散步，怡然自得……

“老幼共托”新模式渐兴

考核检查是开展基层工作
的基本方法，适当精准的考核能
更好推动工作落实，激励鞭策干
部担当作为。但记者调研发现，
一些地方热衷于运用考核检查
指标应对千头万绪的基层工作，
出现数据达标、治理失效的现
象，甚至陷入“指标越多、实效越
差”的怪圈。

一些考核检查指
标难以实现治理效果

推动殡葬改革等移风易俗
事项长期是农村地区的一项重
点工作。在中部多个乡镇工作
20余年的一位镇党委书记谈起
当地的“火化率”考核：“村里有
人去世，乡村干部要盯着人家去
火化。乡村干部软磨硬泡做工
作，才能完成火化任务。”

倡导火葬的一大目的是减
少因土葬造成的土地占用，实际
上，逝者火化后，当地一些亲属
仍会将骨灰重新入棺土葬，照样
占用土地资源。

在基层工作中，考核指标与
考核目的不匹配的情况并不鲜
见。比如财税指标考核，多名县
区干部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
时提及完成财税指标比较困难，
一些地方搞起“总部经济”，以优
惠税收政策吸引企业在当地注
册公司，虽然没有实际生产经营

活动，却可以将部分税费缴在当
地，让当地财税指标“好看”。“企
业肯定不会白来折腾，有的地方
许诺税收返还 80%。”北方一名
县级干部说，这就导致当地没落
到好处，无形中造成无底线减税
的恶性竞争。

有的检查安排不合理，也容
易导致结果失准、工作失效。基
层反映，一些地方发生安全事故
后，往往急匆匆开展安全排查，
要求短时间内摸排清楚全域范
围内安全隐患。“拿房屋安全排

查举例，上级要求今天安排，后
天上报。一个乡镇数万户人家，
而且有些村庄交通不便，排查一
两户就需花费半天时间。”北方
一名镇干部说，危房检测、隐患
排查工作本应做在日常，且需要
专业人员鉴定，但短时间内很难

找到足够的专业力量，只能动员
乡村党员干部全体上阵。“基层
干部咋确定是不是危房？只能靠
感觉。最后排查率达到100%，但
结果准确度可想而知。”

一些考核检查指
标成了“卸责管道”

在考核检查过细过急的同
时，一些事项设置本身也不合
理。比如信访稳定考核，虽然信

访相关规定明确，事项的事发地
或有权处理的部门是化解的责
任主体，承担主办责任，但在实
际操作过程中，一些“三跨三分
离”信访案件，不是本地发生的
事、人也不在本地居住，因为是
本地户籍，属地就要做好稳控工

作，否则可能面临追责。
“只是因为信访人户籍地在

这儿，我们迫于考核和问责压
力，就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
力去做好稳控工作。但最终很难
帮助其解决在其他地方发生的
实际问题，给不了对方一个满意
的说法。”中部一名镇党委书记
说，一些部门三令五申，要求乡
镇稳住反映问题的人，但乡镇不
是矛盾产生地，“本是为了追求
社会稳定，最终却成了信访数据
维稳”。

受访干部认为，要警惕一些
领域陷入“考核越多，标准越高，
问责越急，结果越假”的怪圈。有
的上级部门借考核之手，将属于
本部门的责任推卸到基层，不管
权责是否匹配、人员是否专业，
对考核指标一放了之、一审了
之，将治理决策简化为考核把
关，这不应是基层工作流程中的
一个常态。

“工作期限紧缩，乡村两级
难以高标准完成工作，有时候基
本数据都统计不过来。”北方地
区一名镇领导说，县里一些职能
部门与乡镇本是平级，不存在领
导关系，但各项指标层层下压之
下，它们对乡镇的“指导”变成

“领导”，把乡镇“协助”变成“承
办”。基层为了在短时间内展示
工作成绩，又习惯“自我加压”，
容易使焦虑心态在基层环境中

“传染”。

让基层掌握工作
主动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严格控制面向基层的督查、检
查、考核总量，提高调研质量，下
大气力解决过频过繁问题”，“制
定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
单，健全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
中央此前明确要求，市、县级党
委和政府要规范乡镇（街道）、村
（社区）权责事项，并为权责事项
以外委托工作提供相应支持。未
经党委和政府统一部署，各职能
部门不得将自身权责事项派交
乡镇（街道）、村（社区）承担。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武
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主任贺雪峰认为，试图通过严厉
问责，用庞杂指标体系来推进基
层治理，就会出现指标代替目
标，形式主义泛滥，以及有限治
理资源浪费的问题。

“从基层角度看，一些考核
检查指标失灵，根本原因是乡镇
缺乏乡镇自身工作的主动权、话
语权。”一名受访乡镇领导分析，
一些上级部门下达的考核任务，
在考核制定过程中，乡镇未充分
参与，导致对任务目标和预期效
果了解不全面，执行时只能被动
落实，难以根据本地实际灵活调
整优化。 据《半月谈》

一些地方热衷于运用考核检查指标应对千头万绪的基层工作

“指标越多、实效越差”的怪圈

孩子和老人一起互动孩子和老人一起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