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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儿子暑假托管有着落，2岁的小女儿没人带，我这全职妈妈还得继续当。”8月14日，长沙
市民徐梓洋惆怅地说。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现有近3000万名3岁以下婴幼儿，其中超三成的婴
幼儿家庭有入托需求。湖南托育发展现状如何？高质量的普惠托育离我们有多远？连日来，三
湘都市报记者调查走访发现，专业托育机构价格偏高，普通家庭面临“托不起”的难题；而普惠
性托育机构的师资力量、照护服务、饮食安全等问题，又让家长担忧“能否托得放心”。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曾星怡

放心托育难找，机构经营不易
供不应求，高质量普惠托育发展仍存困境与难点

托育难
“意外”生下小女儿
只能成为全职妈妈

想要一个让人放心、价格合理且就近
的公立托育机构，是不少低龄孩子家长共
同的心声。

徐梓洋告诉记者，父母在老家帮哥哥
带娃，婆婆去世，公公中风后右手失去活
动能力。意外怀上二胎后，没人能搭把手
的她纠结了很久， 要不要把二胎生下来。
丈夫一个人的工资养不起两个娃，她也不
想当全职妈妈， 但丈夫要二胎意愿强烈，
表示孩子可以送到托育机构，自己也会在
下班时全力支持。

最终，徐梓洋选择生下这个孩子。“是
个很漂亮的女儿，实现了儿女双全的幸福
人生。”徐梓洋表示，随着产假的结束，自
己那份高兴变得有点沉重。

“找公司申请了延长产假， 和老板相
识多年，她也同意了。”徐梓洋是一家棋社
的老师， 孕期带的学生都转给了其他老
师，对于延长产假，老板给予了支持。徐梓
洋抓紧时间物色保姆， 试用了好几个，都
没找到满意的。“年长的阿姨拿宝宝盆子
泡脚，年轻的女孩每天大声在孩子身边刷
抖音、听小说、打电话，多次劝说都不改，
孩子经常突然惊醒大哭……” 徐梓洋表
示，无奈之下，夫妻俩决定把孩子送去托
育机构，但找一个合适的托育机构也不容
易。

在离家不远的暖房子托育梅溪湖中
心， 徐梓洋先后去了3次，1对3的师资，良
好的环境，还有专业的育婴课程，但6000
多元的托班价格让徐梓洋犹豫了，她上班
只有5000多元工资，难以支付太高的托育
费用。

几番考量之下，徐梓洋把女儿送到了
小区对面的幼儿园托育班， 每月2880元。
但幼儿园有200多名孩子， 女儿去了一个
星期，就得了支气管炎，住院5天才好。

“托育太难找了，贵的上不起，便宜的
难安心，只能自己带。”今年暑假，棋社招
生情况喜人， 老板多次要求徐梓洋去上
班，她不好意思再拖，只好主动走人，成为
一名全职妈妈。

经营难
成本高难盈利，“全省示范性托育机构”招不满

近3年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20亿元，累计新增托位20
万个； 多地出台条例或行动方案建设多元化托育服务体
系；33个城市（区）被评为第一批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
城市……当前，我国托育服务行业迎来快速发展期。

但在托育机构数量大幅增长的同时，供给与需求不匹配
的矛盾仍未解决。家长们纠结“托育难”的同时，托育机构也
遭遇经营难、招不满的困境。

据统计，2023年末湖南省已建成托位22.83万个，每千人
托位数3.46个，全省0—3岁婴幼儿126.24万人，实际入托9.76
万人，托位空置率达57.2%，婴幼儿入托率仅7.73%。

7月中旬，长沙市民罗司琳（化名）被通知，小儿子所在的
托育机构闭园了。“刚续交了1万多元的费用。”罗司琳的小儿
子2岁3个月，在长沙小青苗托育中心（天麓喜欢里园）托育，
没想到会突然闭园。记者采访了解到，该机构因为经营困难
导致工资发放不及时，部分老师离职，只能选择闭园。

托育机构遭遇经营难题并非个案。 记者采访了解到，作
为全国性的托育加盟品牌，暖房子托育梅溪中心与湖南省婴
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仍面临“招不满”
的现实。

暖房子托育中心隶属于成都斯坦丁教育集团， 成立于
2016年，在全国7个城市开设了21家直营中心。2020年，暖房
子长沙梅溪中心成立， 打造了一套标准化的管理、 运营、教
学、养育模式，被评为湖南省首批示范性托育机构。中心主任
周圆透露，中心有托位102个，但目前仅有70多个孩子入托。

“家长吐槽贵，其实我们还在亏。”长沙市开福区一家托
育机构负责人表示，作为一家民办托育机构，在生源不稳定
的情况下，人员成本、场地成本都非常高，抗风险能力弱，生
存比较难。该名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机构2023年的成
本费用比例，人员和场地支出占了75%，水电、伙食等其他支
出约占25%，“目前处于亏本状态。” 该负责人表示，“2024我
们在申请政府补助，希望至少能达到收支持平。”

发展难
托育从业人员要求“模糊”
招人难留人更难

“本来就经营不易， 专业的育婴师难找，
因此导致的服务不专业， 也是困扰托育行业
发展的难题。”干旭日是长沙市天心区一家连
锁托育机构的负责人，她告诉记者，要想为孩
子提供好的服务，行业急需专业的托育人才，
但目前没有明确托育、 保育行业服务人员的
资质规范，“界限”模糊。

“0至3岁婴幼儿的照护难度和强度比幼
儿园适龄儿童高， 对从业人员要求也应该更
高。”干旭日表示，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需
要不同的饮食烹饪方式及营养搭配， 目前能
做到这样精细化的机构不多。

记者走访了解到， 不少托育机构对从业
人员的学历和专业要求不高，一般为护理、幼
师等， 严格的托育机构可能会增设具备育婴
师证等条件，提高从业人员的门槛。

不少托育机构负责人表示，与“招不到专
业的人”相比，留住专业的人更难。薪资待遇
不高，加上托育行业晋升渠道窄，老师离职是
常有的事。

对于专业对口的人员，以护理专业为例，
就业时最先考虑的肯定是稳定的医院， 其次
是薪资更高的月子中心， 选择幼儿园或托育
机构的少之又少。

早在2021年3月，教育部就印发了《职业
教育专业目录（2021）》，在中高职院校和本科
阶段增设了婴幼儿托育相关专业， 但其相关
学科建设、师资队伍、人才培养方案等标准和
规范尚未形成， 培养输送的托育服务人才专
业性仍然难以满足发展高质量普惠托育服务
的需求。

在高品质人才环境优化方面，《关于促进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
确提出：“依法逐步实行工作人员职业资格准
入制度，对虐童等行为零容忍，对相关个人和
直接管理人员实行终身禁入”。 然而，0—3岁
托育行业相关从业人员却没有明确的资质认
定， 也没有具体的从业规范和服务标准质量
规范，高品质人才环境建设存在缺位。

难点03

托育机构中，孩子在开心玩耍。

衡阳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福儿绘本馆夏令

营开启了宝贝们的奇妙之旅。 受访者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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