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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态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第十一届上海“为了孩
子”国际论坛日前在沪举行。本次论
坛聚焦“儿童福利与家庭发展”主题
内容，探讨政府、社会和家庭在儿童
成长中的责任，为建立完善儿童福利
体系，提供一个探讨交流、相互借鉴
的机会。在论坛上，上海市科学育儿
基地的陈彩玉、何彩平、华怡佼分享
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上海市公共托育
政策瓶颈及对策研究》，聚焦0-3岁
婴幼儿家庭面临带养困难重重，阐述
了自己的观点，并提出了解决方案。

多重问题叠加导致托育难
2016年2月21日，全国首个“二孩

家庭日”暨二孩家庭关键数据发布会上
公布：86.5%的二孩家庭将“没人照管”
列为要二孩的最大困难。根据科学育
儿基地的《上海市社区公共托育服务需
求调查》也显示影响二孩生育的缘由

“照料困难”比例是最高的，达69.3%。
90.7%的家庭表示需要社区提供就近
的、小规模、喘息式的公共托育服务。

据上海市教委提供的数据，上海
目前共有集体办和企事业单位举办
的、具备独立法人的托儿所仅39个，
实际办学点为90个（因为部分区域
将多所托儿所整合成一个集团或公
司管理）。这些为数不多的托儿所，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较多（主管单位各
异、从教但不姓“教”、师资队伍不稳
定等）严重制约了其自身发展，并致
其每年在不断减少。

过半家长希望有延时托育服务
此次调查显示，对公共托育服务的

时间需求上，61.9%的家长希望能全天
托育（一孩家庭60.8%，二孩家庭72%），
52.5%的家长希望有延时托育服务，另
有48.2%、36.5%、34.8%的家庭有弹性托
育（如每周2-3天）、临时托育（如临时
有事需托育）或半天托育的需求；除全

天托育外，一孩家庭与二孩家庭对其他
服务时间的需求无明显差异；户籍家庭
（50.9%）与非户籍家庭（63.7%）在延时托
育服务需求上有差异。

此次调查还显示，家长认同政府
性质的、正规性的、公益性为主的社
区公共托育，重视机构的师资资质、
服务质量及场地设施的完善等。

该调查还显示，推动社区公共托
育服务的相关政策意向，成为大多数
家长的共同愿望。72.9%的调查对象
赞同在社区中开设政府主导的托育
中心，或者实施在幼儿园年龄段延展
至2周岁的入园规定；65.9%的调查对
象对父母育儿假制度表示欢迎；对企
业中兴办托管中心或者国外较多采
用的社区育儿保姆制度等则不受家
长欢迎。家庭虽然对这些政策建议
给予期望，但在政策实现可能性的推
测中，家长普遍不抱太高希望。家长
们认为我国未将儿童照料与支持纳
入儿童福利（28%）、儿童早期托育尚
未纳入公共服务范畴（28%），缺乏明
确的主管部门（16.5%）以及财政经费
投入过少（15.1%）、缺乏儿童相关的
法律条文（9%）等都是导致儿童托育
政策很难推进和落实的主要原因。

[相关新闻]

上海12岁儿童
患龋率全国最低

上海12岁儿童患龋率为17.7%，

12岁儿童龋齿充填比为60.4%，均为

中国最优。日前，中华口腔医学会、

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爱

牙日”义诊活动传出消息，中国是口

腔疾病发病率较高的地区，上海的口

腔健康状况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市

民口腔健康仍不容乐观，5岁儿童乳

牙患龋率为65％，老年人患龋率更高

达98％，牙周健康率不到15%。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中秋节来临之际，各大
高校纷纷制作出了自家特色的月饼，
许多学校还将校徽印在了月饼上，诚
意满满。鲜肉的、冰皮的、蛋黄的、火
腿的、榴莲的、广式的、苏式的，不一
而足。其中，上海交通大学为新推出

“最好喝”月饼打CALL，而华东理工大
学等高校还会在10月4日中秋节当
天，为去食堂刷卡就餐的师生派赠月
饼，口味任选。

“网红”大红袍茶月饼赠学生
知名大学推“校名月饼”并不鲜

见，早在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就推
出全国高校中首个印有校庆LOGO的
月饼，有细沙、百果、莲蓉蛋黄、五仁
四种口味。北京大学后来也跟进，推
出了有北大校徽图案的月饼。这几
年，校名校徽月饼开始在全国多所高
校尝试。

今年的复旦校名月饼，包括六种
口味，分别是豆沙、莲蓉、五仁、豆沙
蛋黄、紫薯和香辣牛肉月饼，价格从6
元到8元不等。月饼在四个校区食
堂均有售，师生可用校园一卡通进行
支付。月饼的售卖方式则分为散装
和礼盒装两种，礼盒则包括“青花瓷”
和“百年复旦”两种主题包装。

上海交通大学今年从校训“饮水
思源”出发，以饮水思源碑为主体，通
过介绍饮水思源碑的来历，向同学们
传播感恩的文化理念，并在6月于全
校范围内进行了口味票选，最终9938
人参加了非清真口味投票，371人参
加了清真口味投票选出四种口味的
月饼——今年的月饼口味为蛋黄翡
翠（班兰）月饼和大红袍茶月饼（非清
真）；芝士紫薯椰果月饼和大红袍茶
月饼（清真）。

投票结果一经公布，新晋“网红”
大红袍茶月饼最是吸引大家的目光，
这款月饼被戏称为交大史上“最好喝”
的月饼。发放以行政班级形式领取，
每位同学还将获得一张用饮水思源碑
和手绘钱学森图书馆设计的书签。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节日加餐是
上海交通大学数十年的传统。自
2016年起，交大确定了一年四次的
加餐模式，其中三次为定制食品（校
庆喜饼、端午粽子和中秋月饼），一次
为元旦加餐券，并赋予每一次的加餐
不同的文化主题。校庆主题为荣校，
端午主题为爱国，中秋主题为感恩，

元旦因临近期末考试，主题定为诚
信。为充分契合文化主题，学校在定
制食品的包装上以及加餐券的设计
上也是煞费苦心，色彩、图案、诗文、
形状，每一点都蕴含深意。精美的设
计加上独特的口味，使得节日加餐成
为了交大学子最为期待的时刻，如今
亦称为诸多毕业校友最美好的回忆
之一。

养生月饼校庆月饼款款有新意
今年，同济大学月饼分广式系列

和苏式系列。其中，广式的有豆沙月
饼、百果月饼、榴莲月饼等。苏式系
列包括奶黄流沙流心月饼、叉烧月
饼、鲜花月饼、鲜肉月饼外，还新推了
日式桃山皮月饼。据介绍，桃山皮起
源于日本桃山，采用白芸豆，蛋黄，牛
奶，奶油等食材秘制调配而成，改变
了一直以小麦粉做月饼皮的传统，口
味更细腻香甜。

以华东师范大学校徽为花纹的
学校定制月饼共有四种口味，今年的
月饼一改去年口味的标识方式采用
了更为环保的方式，直接将口味印制
在包装上。

2017版华东理工大学月饼也强
势来袭，共13种口味，椰蓉、豆沙、百
果、莲蓉、紫薯、椒盐、黑芝麻、枣泥、
凤梨、蔓越莓、蛋黄莲蓉、蛋黄豆沙、
五仁。今年恰逢学校65周年校庆，
学校特地为在校师生和校友定制了
一款穿了“华理外套”的礼盒装月饼，
加了华理元素包装的月饼。10月4
日中秋节当天，中午到正常营业食堂
刷校园卡就餐的师生，均可免费获赠
一只华理LOGO月饼，口味任选。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生食堂推出
了富有中医高校人文气息的“中秋养
生特色月饼”，其以太极八卦、学校校
徽为模图，馅料以莲子、枸杞、红豆、
核桃、陈皮等药食两用之原料加工制
作而成，风味独特，入口酥软，同时具
有健脾益胃、补肾温肺、养心安神之
食疗功效。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食堂师傅们将
校徽、图文消息中心的图案印在了月
饼上，推出了工程大专属LOGO月饼，并
有凤梨、莲蓉、豆沙、鲜肉多种口味。

东华大学食堂特别推出印有“东
华”LOGO的中秋定制月饼，口味多达
六种。此外，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大
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海洋大学、
上海音乐学院、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等
也推出了月饼。

中秋来临上海10余所高校校名月饼火热出炉

口味多多创意足 诚意满满含深意

三成家长希望有弹性托育、临时托育等
专家为0-3岁婴幼儿家庭带养难问题支招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黄草编织、创意扎染、
手绘彩蛋、麦秆画……日前，2017
年上海市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
题月系列活动展示暨上海市未成年
人暑期工作总结表彰会在宝山区智
慧湾科创园举行，与会领导为 9 个
2017 年上海市未成年人暑期工作
团队颁发优秀组织奖、72个优秀活
动项目颁奖，并为第四批上海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研习暨非遗进校园优
秀传习基地授牌。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今年1至8
月，本市57所优秀非遗传习基地在
大世界开展传习传艺展演总计130
场；有 32 所学校建立“一校带动十
校”的机制，辐射周边300余所幼儿
园、中小学、青少年活动中心等。

在昨天的活动现场，“我是非遗
传习人”优秀参赛作品琳琅满目，16
个区37所非遗传习基地的非遗手工
类现场展示令人目不暇接，14所非

遗传习基地（演艺类）的舞台秀表演
更是引来阵阵喝彩。嘉定区徐行小
学的展台上，摆满了用黄草编织而成
的各种用品：拖鞋、草帽、挎包、杯垫、
托盘、花瓶等等，让人看了爱不释手。

徐行小学副校长徐敏介绍说，徐
行草编产自嘉定区徐行镇，具有悠久
的历史，徐行小学挖掘地域资源，传
习草编文化，确立了草编艺术教育两
大目标：草编文化进校园、草编文化
出校园。为此，学校建立了草编博物
馆，开发了《黄草编织》特色课程，并
分年级精心编制三类教材。“徐行小
学是上海市首批非遗进校园传习基
地，学校开设了草编课程，从一年级
到五年级都有相关课程，其中四年级
重点开展黄草编织的课程，学生们都
很喜欢。”

据介绍，从2013年至今，本市文
化、教育部门共同联手，着力构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六进”的长效机制，
在进教材、进课堂、进课外、进网络、
进师资、进评价等方面积极探索。

第四批非遗进校园优秀传习基地授牌

华东理工大学月饼。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