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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总则 

1.1 规划目的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

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15 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加快推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浙政办

发[2019]64 号）等文件精神，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加快实现“幼有善育”，大力发展婴幼儿照护服务，提高我市 3 岁

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的规划建设水平，特制定本导则。 

1.2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引导范围为绍兴市域，其中重点引导范围为绍兴市区，

包括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面积约 2942 平方公里。 

1.3 规划对象 

本次规划引导对象是为 3 岁以下婴幼儿提供照护服务的配套公

共服务设施，包括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医、防、护”儿童健康管

理中心、专业托育机构、幼儿园托班和社区托育服务驿站等。 

1.4 规划期限 

近期至 2025 年，远期至 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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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规划依据 

1.5.1 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订） 

3、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

见》（国办发[2019]15 号） 

4、 《中共浙江省委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

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2022 年 6 月） 

5、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

发展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2019]64 号） 

6、 《浙江省城镇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办法（2022 年修

订）》（浙教基[2022]85 号） 

7、 《中共绍兴市委 绍兴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绍兴市优化生育政策促

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若干举措的通知》（绍市委发〔2023〕7 号） 

8、 《绍兴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绍兴市“一老一小”整体解决方案的

通知》（绍政发〔2022〕23 号） 

9、 《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推进绍兴市卫生健康现代化建

设实施方案的通知》（绍政办发〔2023〕35 号） 

10、 《绍兴市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幼有善育专项实施方案（2023-

2027 年）》 

11、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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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相关规范、标准 

1、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2、 《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1062-2021） 

3、 《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指南》(2021) 

4、 《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导则(试行)》（2023） 

5、 《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2019 年修订） 

6、 《浙江省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2021） 

7、 《浙江省幼儿园托班管理指南（试行）》（2021） 

8、 《浙江省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指南（试行）》（2022） 

9、 《浙江省“医、防、护”儿童健康管理中心建设指南（试行）》

（2022） 

10、 其他相关规范、标准 

1.5.3 相关规划 

1、 《浙江省“十四五”托育服务发展规划》（2022） 

2、 《绍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越城区国土空间

分区规划（2021-2035 年）》等市、区、县（市）级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2023） 

3、 《绍兴市区学校布局专项规划（2021—2035 年）》 

4、 绍兴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人口发展等十四五规划 

5、 绍兴市区城镇社区专项规划、各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各乡镇总

体规划、各未来社区建设规划等其他相关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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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规划原则 

1、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重点是为育儿家

庭提供科学养育指导，并对有照护需求的家庭提供托育服务。优先

建设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医、防、护”健康管理中心等指导培训

设施，提高家庭托育能力。 

2、供需匹配，适度超前。根据居民实际需求提供托育服务设

施，确保设施规模和分布满足发展需要。作为公共服务设施短板，

托育服务设施需在短期快速补齐，并通过适度超前的配置激发家庭

托育需求。 

3、区域统筹，普惠发展。结合城乡和区域的差异化需求，统

筹配置托育服务设施。在人口集聚、生育水平高、需求旺盛的区域

配置多元化的托育设施；在人口稀少、生育水平低、需求不足的区

域优先配置幼儿园托班、社区托育服务驿站或家庭托育点，推动托

育服务普惠发展。 

4、近远结合、分步建设。近期规划充分考虑各区、县（市）

的建设计划，优先解决当前实际问题，突出可实施性；远期引导充

分考虑未来发展需求和方向，突出规划的前瞻性。 

1.7 规划目标 

至 2025 年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千人托位

数达到 4.6 个，普惠托位占比达到 60%，公办（含公建民营、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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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下同）托位占比达到 50%；城镇 5 分钟社区生活圈托育服

务设施配置率达到 60%，城乡社区 15 分钟托育服务圈基本形成。 

至 2027年千人托位数达到 5.5个，普惠托位占比达到 70%，公

办托位占比达到 60%，创建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 

至 2035 年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不断迭代升级，千人托位

数达到 6.5 个，普惠托位占比达到 90%，公办托位占比达到 70%；

城镇 5 分钟社区生活圈托育服务设施配置率达到 90%，城乡社区 15

分钟托育服务圈成熟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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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模预测 

2.1 婴幼儿规模预测 

1、市域 3 岁以下婴幼儿规模。根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预期常

住人口规模、人口年龄结构、近年实际人口出生数和生育鼓励政策

等进行测算，预测 2025年市域 3岁以下婴幼儿规模为 10.1-10.9万

人，2035 年为 9.5-10.4 万人。 

2、市区 3 岁以下婴幼儿规模。预测 2025 年市区 3 岁以下婴幼

儿规模为 5.8-6.3万人，2035 年为 5.4-5.9 万人。 

2.2 托位数规模预测 

1、需求托位数规模。参考国内外相关国家、城市的托育政策

和入托率经验，结合本地托育需求调查数据，近期入托需求比例按

20-25%，远期入托需求比例按 40-45%，测算 2025 年市域托位数需

求为 2.02-2.73万个，其中市区 1.16-1.57万个；2035年市域托位

数需求为 3.78-4.68 万个，其中市区 2.16-2.67 万个。 

2、目标托位数规模。根据《绍兴市“一老一小”整体解决方

案》和《绍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等文件和规

划，确定 2025 年千人托位数目标为 4.6，2035 年千人托位数目标

为 6.5。测算 2025 年市域托位数目标为 2.58 万个，其中市区 1.48

万个；2035年市域托位数目标为 4.10万个，其中市区 2.34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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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各区、县（市）规划托位数规模预测一览表 

分区域 

2022 年末

托位数 

（万个） 

2025 年托

位数需求值 

（万个） 

2025 年托

位数目标值 

（万个） 

2035 年托

位数需求值 

（万个） 

2035 年托

位数目标值 

（万个） 

越城区 0.38 0.44-0.59 0.56 0.84-1.04 0.91 

柯桥区 0.38 0.41-0.56 0.53 0.78-0.97 0.85 

上虞区 0.28 0.31-0.42 0.40 0.54-0.67 0.59 

市区 1.03 1.16-1.57 1.48 2.16-2.67 2.34 

诸暨市 0.43 0.46-0.62 0.59 0.85-1.05 0.92 

嵊州市 0.26 0.26-0.36 0.34 0.49-0.61 0.53 

新昌县 0.15 0.16-0.21 0.20 0.30-0.37 0.33 

合计 1.88 2.04-2.76 2.58 3.80-4.71 4.10 

注：规划托位数目标值按市级、区、县（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预期规划

常住人口和托位千人指标测算；托位数需求值按预期规划常住人口规模、人口出生

率及托育需求比例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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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设施体系规划 

3.1 设施分类 

绍兴市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按主导功能分为指导培训

设施和托育服务设施两大类。 

指导培训设施包括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含指导中心、实训基地

等）和“医、防、护”儿童健康管理中心。 

托育服务设施包括专业托育机构、幼儿园托班、社区托育服务

驿站和家庭托育点等其他设施。 

3.2 设施分级 

绍兴市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按管理层级分为市级，区、

县（市）级，街道、镇（乡）级和社区（村）级四级；其中街道、

镇（乡）级对应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社区（村）级对应 5 分钟社

区生活圈。 

3.3 配置体系 

市级：配置婴幼儿照护服务数字化平台 1 个；配置托育综合服

务中心 1 处。 

区、县（市）级：拓展、延伸婴幼儿照护服务数字化平台功能

应用，配置云监管储存中心 1 处；配置托育综合服务中心 1 处；配

置市级公办示范性普惠托育机构不少于 1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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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镇（乡）级：原则上常住人口 2 万人以上的街道、镇

（乡）应配置 1 处“医、防、护”儿童健康管理中心；常住人口 5

万人以上的街道、镇（乡）应配置 1 处县级示范性普惠专业托育机

构；人口较少或托育需求不集中的镇（乡）根据实际情况配置。 

社区（村）级：规划中心城区范围内每个 5 分钟社区生活圈至

少配置 1 处托育服务设施，幼儿园托班可开尽开，专业托育机构和

社区托育服务驿站按常住人口和托位数目标配置；规划中心城区外

根据实际需求情况酌情配置。 

表 3-1  绍兴市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配置体系表 

配置层级 设施类型 配置要求 备注 

顶层 

指导 

引领 

市级 

数字化平台 1处 
与“幼有善育”平台

衔接。 

托育综合服务中心 1处 
依托市妇幼保健院建

设。 

区、县（市）

级 

云监管储存中心 1处 与市级平台衔接。 

托育综合服务中心 1处 
依托区、县（市）妇

幼保健院建设。 

公办示范性 

普惠托育机构 
至少 1处 宜独立设置。 

中层 

衔接 

示范 

街道、镇

（乡）级 

“医、防、护” 

儿童健康管理中心 
原则上每个街

道、镇（乡）

1处 

人口较少的乡镇根据

实际情况配置。 
普惠托育机构 

基层 

服务 

覆盖 

社区（村）级 

专业托育机构 

按预期常住人

口和千人托位

数目标配置 

规划中心城区内每个

5分钟社区生活圈至

少配置 1处；规划中

心城区外根据实际需

求情况酌情配置。 

幼儿园托班 

社区托育服务驿站 

家庭托育点等其他

托育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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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规划布局引导 

4.1 托育综合服务中心规划 

规划市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 1 处，县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 5 处，

越城区共建共享市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 

表 4-1  托育综合服务中心规划一览表 

序

号 
设施名称 建设地址 

设施建筑面积

（m2） 

预期托位数

（个） 
备注 

1 
绍兴市托育综

合服务中心 

市妇保院

（新） 
7274 51 装修中 

2 
柯桥区托育综

合服务中心 
柯桥区妇保院 1200 100 装修中 

3 
上虞区托育综

合服务中心 
上虞区妇保院 1000 18  已投用 

4 
诸暨市托育综

合服务中心 

诸暨市妇保

院（新） 
1721 60 装修中 

5 
嵊州市托育综

合服务中心 

嵊州市妇保

院（新） 
1364 40  装修中 

6 
新昌县托育综

合服务中心 

新昌县妇保

院（新） 
2000 100 在建 

4.2 示范性普惠托育机构规划引导 

近期规划市级公办示范性普惠托育机构 7 家，其中新昌县 2 家，

其他区、县（市）各 1 家；远期增至 12 家以上。 

表 4-2  近期市级公办示范性普惠托育机构规划一览表 

序

号 
设施名称 建设地址 

建筑面

积（m2） 

托位数

（个） 
备注 

1 
绍兴市悦享托育有

限公司 

越城区北海街道 

树下王路 15号 27幢 
1314 111 已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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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设施名称 建设地址 

建筑面

积（m2） 

托位数

（个） 
备注 

2 
柯桥区示范性托育

机构 

柯岩街道 

柯岩大道 778号 
1200 100 改建中 

3 
上虞区前江托育中

心 

百官街道青少年综合

活动中心前江基地 
1200 100 已开班 

4 
诸暨市佳贝儿托育

有限公司 
大唐街道智圣路 2号 1486 100 已开班 

5 
嵊州市暖宝堡托育

中心 

剡湖街道东浦社区相

公殿北路 32号 
1236 105 已开班 

6 

新昌县一老一小公

共服务管理有限公

司商城托育中心 

南明街道 

横街 1-3号 
3885 128 已开班 

7 

新昌县一老一小公

共服务管理有限公

司珺悦托育中心 

七星街道 

珺悦小区 5幢 1号 
5000 130 已开班 

规划 46 个街道、镇（乡）宜配置县级示范性普惠托育机构，

其中越城区 14 个、柯桥区 10 个、上虞区 6 个、诸暨市 7 个、嵊州

市 6、新昌县 3 个。 

表 4-3  区、县（市）级示范性普惠托育机构规划引导一览表 

区、县

（市） 

街道、镇

（乡）数量 
街道、镇（乡）名称 

越城区 14 
东浦、灵芝、斗门、马山、沥海（江滨区）、府山、塔

山、迪荡、北海、城南、鉴湖、稽山、东湖、皋埠 

柯桥区 10 
柯桥、柯岩、华舍、钱清、杨汛桥、福全、安昌、齐

贤、马鞍（柯桥滨海）、平水 

上虞区 6 百官、曹娥、崧厦、盖北（经开区）、梁湖、东关 

诸暨市 7 大唐、陶朱、暨阳、浣东、店口、暨南、枫桥 

嵊州市 6 甘霖、崇仁、鹿山、三江、剡湖、浦口 

新昌县 3 七星、羽林、南明 

注：托育需求旺盛的街道可建设多个示范性普惠托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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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性普惠托育机构按《绍兴市托育机构等级评定实施办法》

确定，其中县级示范性普惠托育机构不宜低于办法中“二级托育机

构”的必备条件，即建筑面积不低于 480 平方米，托位数不低于

60 个，具体由各区、县（市）结合实际确定。 

4.3 托育服务设施规划引导 

4.3.1 规划布局规则 

根据人口分布、年龄结构、出生率、规划用地布局和区域发展

潜力，分街道、镇（乡）或控规单元等差异化预测托位数需求和预

期建设目标；结合幼儿园布局、城镇社区布局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情况分配规划托位数。 

托育服务设施为 5 分钟社区生活圈应建公共服务设施，专业托

育机构和社区托育服务驿站可合设；千人指标宜在街道、镇（乡）

或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范围内统筹。 

新建城市居住区按照每百户不少于 25 平方米，且不少于每千

人 10 个托位（含幼儿园托班托位数和建筑面积），统筹规划建设各

类托育服务设施；已建城市居住区改造按照每百户不少于 15 平方

米，且不少于每千人 8 个托位（含幼儿园托班托位数和建筑面积）

统筹配置托育服务设施，并通过新建、购买、闲置设施改建等方式

补足。托育服务设施宜与生活圈邻里中心、社区服务中心、养老、

文化、体育等其他公共服务设施合建。 

工作区按照职工实际需求配套，当产业园区员工规模大于 1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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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企事业单位职工数达到 1 千人或企事业单位职工适龄子女达到

20 人及以上时，鼓励园区（单位）积极挖掘现有资源建设相应规

模的托育设施，鼓励同一园区内、同一商务楼宇内的多家企事业单

位，采用多种方式联合提供托育服务。 

4.3.2 规划选址要求 

托育服务设施的场地和建筑应当符合有关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规定，选择自然条件良好、交通便利、符合卫生和环保要

求，并远离对婴幼儿成长有危害的建筑、设施及污染源。 

专业托育机构宜选择居住社区、产业邻里中心、商务中心等人

口密集、托育需求较旺盛的区域。 

社区托育服务驿站优先结合社区配套服务设施设置。 

4.3.3 未来社区等配置引导 

未来社区、现代社区、完整社区等创建应实现托育服务全覆

盖，具体配置要求如下： 

（1）新建类社区常住人口≥0.8 万人或旧改类社区常住人口

≥1 万人，建设托育机构，并落实社区内千人托位 10 个或 8 个以

上的配建要求（可与社区内幼儿园托育部托位统筹计算）。 

（2）新建类社区常住人口在 0.6—0.8 万人或旧改类社区常住

人口在 0.75—1 万人，优先建设托育机构，条件一时无法满足的，

也可建驿站，并落实社区内千人托位 10 个或 8 个以上的配建要求

（可与社区内或社区周边 5 分钟步行圈 300-500 米内幼儿园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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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其他托育机构托位统筹计算，如统筹计算后仍未能满足托位要

求的，则应在社区内建设托育机构）。 

（3）新建类社区常住人口＜0.6 万人或旧改类社区常住人口

＜0.75 万人，可建驿站，并落实社区内千人托位 10 个或 8 个以上

的配建要求（可与镇街内或社区周边 15 分钟步行圈 800-1000 米内

幼儿园托育部、其他托育机构托位统筹计算，如统筹计算后仍未能

满足托位要求的，则应在社区内建设托育机构）。 

4.4 市区托育服务设施规划引导 

至 2025 年市区规划预期常住人口约 322 万人，预期托位数约

1.58万个，千人托位数约 4.9个。其中规划预期专业托育机构托位

数约 0.57 万个，幼儿园托班托位数约 0.92 万个，社区托育服务驿

站托位数约 0.10万个。 

表 4-4  2025 年市区托育服务设施规划引导一览表 

分区域 

预期

常住

人口

（万

人） 

预期 

专业托育机构 

预期 

幼儿园托班 

预期社区 

托育服务驿站 预期总

托位数

（个） 
数量

（家） 

托位数

（个） 

数量

（所） 

托位数

（个） 

数量

（个） 

托位数

（个） 

越城区 121 29 1910 79 3620 66 396 5926 

柯桥区 115 34 1990 64 3360 66 396 5746 

上虞区 86 23 1758 60 2200 34 204 4162 

合计 322 86 5658 203 9180 166 996 15834 

注：本表格数据均为预期引导值，具体设施配置应按照规划目标和各区实际情况。 

至 2035 年市区规划预期常住人口约 360 万人，预期托位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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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万个，千人托位数约 6.7 个。其中规划预期专业托育机构托位

数约 0.85 万个，幼儿园托班托位数约 1.40 万个，社区托育服务驿

站托位数约 0.17万个。 

表 4-5  2035 年市区托育服务设施规划引导一览表 

分区域 

预期

常住

人口

（万

人） 

预期 

专业托育机构 

预期 

幼儿园托班 

预期社区 

托育服务驿站 预期总

托位数

（个） 
数量

（家） 

托位数

（个） 

数量

（所） 

托位数

（个） 

数量

（个） 

托位数

（个） 

越城区 140 51 3060 116 5720 118 708 9488 

柯桥区 130 52 3120 86 5010 104 624 8754 

上虞区 90 38 2280 65 3250 66 396 5926 

合计 360 141 8460 267 13980 288 1728 24168 

注：本表格数据均为预期引导值，具体设施配置应按照规划目标和各区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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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设标准引导 

5.1 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标准 

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应符合《浙江省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

指南（试行）》的规定，各功能部分可分开设置。 

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政府托底型公共服务设施，应能满足包括

特殊婴幼儿群体在内的所有 3 岁以下婴幼儿的健康需求，配套相应

设施，体现健康公平。 

5.2 “医、防、护”儿童健康管理中心建设标准 

“医、防、护”儿童健康管理中心应符合《浙江省”医、防、

护”儿童健康管理中心建设指南（试行）》的规定。 

5.3 独立式专业托育机构建设标准 

1、建设规模：宜为 4-10 班。 

2、班级类型：不限，可开设托大班（24-36 个月，20 人以下）、

混合班（18 个月以上、18 人以下），托小班（12-24 个月、15 人以

下）、乳儿班（6-12 个月、10 人以下）等，设计班级类型不宜少于

三类。 

3、用地、建筑面积要求：新建类用地面积宜为 1200-3500 平

方米，建筑面积宜为 800-2000 平方米，用地面积不宜低于 18m
2
/托

位，建筑面积不宜低于 12m
2
/托位，室外活动场地面积不应小于

3m
2
/托位；改扩建类用地面积不宜低于 15m

2
/托位，建筑面积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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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 10m
2
/托位，城市人口密集地区设置室外活动场地确有困难

时，面积不应小于 2m
2
/托位。 

5.4 附建式专业托育机构建设标准 

1、建设规模：宜为 2-7 班。 

2、班级类型：不限，可开设乳儿班、托小班、托大班、混合

班等，设计班级类型不宜少于两类。 

3、建筑面积要求：新建类建筑面积宜 480 平方米以上，且不

宜低于 10m
2
/托位，室外活动场地面积不应小于 3m

2
/托位；改扩建

类建筑面积宜 240 平方米以上，且不宜低于 8m
2
/托位，城市人口密

集地区确有困难的不得低于 6m
2
/托位，室外活动场地面积不应小于

2m
2
/托位。 

5.5 幼儿园托班建设标准 

1、建设规模：新建幼儿园配套托班数原则上与小班数一致。

改扩建类幼儿园托班数规模按居民需求和幼儿园招生情况确定，可

设尽设。 

2、班级类型：近期幼儿园托班以托大班（24-36 个月，20 人

以下）为主，远期按照政策设置。 

3、用地、建筑面积要求：幼儿园托班用地及建筑面积除应满

足浙江省《普通幼儿园建设标准》外，还应符合《托儿所、幼儿园

建筑设计规范》的要求。新建幼儿园按规划托位数增加用地及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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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用地面积不宜低于 16m
2
/托位，建筑面积不宜低于 12m

2
/托位，

室外活动场地面积不应小于 4m
2
/托位；改扩建类幼儿园配套托班建

筑面积不宜低于 10m
2
/托位，室外活动场地面积不应小于 3m

2
/托位。 

5.6 社区托育服务驿站建设标准 

1、建设规模：小微型设施，不设托育班级。 

2、建筑面积要求：80-100 平方米为小型驿站，可提供 2 个临

时托位；101-200平方米为中型驿站，可提供 4 个临时托位；200

平方米以上为大型驿站，可提供 6 个临时托位。 

3、配建要求：新建社区驿站建筑面积不宜低于 200 平方米，

已建社区配置驿站建筑面积不宜低于 80 平方米；条件允许时宜设

置室外活动场地，面积一般不小于 4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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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规划实施建议 

6.1 强化组织领导 

坚持和加强党对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的全面领导，由绍兴市婴

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全市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

研究解决重大事项，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市卫生健康委）。 

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工作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牵头，相关部门

和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指导和管理。 

各区、县（市）政府要履行属地责任，指导和督促卫健部门、

教育部门、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等主体整合资源，合理配置

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和场地，及时提供与婴幼儿数量和家庭需求相

匹配的托育服务。 

6.2 强化规划保障 

各区、县（市）卫生健康部门应继续深化导则内容，构建与本

地区人口结构、婴幼儿数量相适应的设施布点规划；各区、县（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应将导则要求纳入各级国土空间规划，并在控

制性详细规划、村庄规划中细化落实，在地块出让(划拨)条件书中

进一步明确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的建设要求。 

各区、县（市）要全面落实设施分类、分级、分区规划建设要

求，新建区域按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设施建设，并按照条件书要求

与建设项目同步规划、建设、验收、交付，无偿移交街道（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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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建区域结合老旧小区改造、未来社区（乡村）、城乡风貌样板区

建设，按照规划导则要求落实设施配置，通过购置、置换、租赁、

新(改扩)建等方式增加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配套。符合条件的托育

服务设施项目列入绍兴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项目清单。 

各级卫健部门要突出规划引领作用，根据年度婴幼儿数量和家

庭托育需求，分解目标任务，明确责任主体，清单式推进设施供给，

确保满足居民需求。 

6.3 强化要素支撑 

婴幼儿照护服务必要的工作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鼓励通过

提供场地、减免租金、运营补贴、以奖代补等方式，支持各类主体

建设、运营托育服务设施。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保障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的用地需求。统筹安排婴幼儿照护服

务发展用地需求并纳入年度土地供应计划，符合《划拨用地目录》

要求的项目以划拨方式予以保障；营利性设施建设项目，以租赁、

出让等有偿方式予以保障。工业项目配建托育服务设施的，相应用

地及建筑面积不计入《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023）中关

于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及建筑面积的比例限制要求。 

保障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的建筑需求。支持各类主体利用住宅、

商业、办公、工业、文化体育、医疗卫生和仓储等用地性质的存量

房屋建设托育设施，实行过渡期政策，按照相关安全标准改造建设

并通过验收的，不需变更土地和房屋性质。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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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闲置、低效用房，在不改变产权基础上，允许提供给所在街道，

用于托育服务设施建设。 

加强托育服务人才队伍建设，鼓励各类院校设置婴幼儿照护服

务相关专业或开设相关课程，加快培养育婴、保育、保健等专业人

才。鼓励幼教人员、儿童保健人员从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探索

建立保育、幼教、儿童保健人员融合发展的婴幼儿照护服务队伍。 

6.4 强化监督检查 

加强政府托育服务监管体系建设，按照属地管理和分工负责的

原则，构建多部门协作机制，加强对托育服务的监督和管理。 

要全面落实托育服务机构登记和备案管理制度，规范登记备案

流程，建立多部门开办手续一站式办理的绿色通道，及时掌握各类

托育机构建设和运营相关信息，实施全过程监管。 

各级卫健部门要发挥主体责任，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婴幼

儿照护服务的监督管理，并定期对工作推进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加

强指导，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规划引导有序推进。 

6.5 强化动态匹配 

各级卫健部门要着重考虑规划实施过程中的动态供需调配，健

全以街道、镇（乡）为单位的婴幼儿人数及托育需求的年度监测机

制。街道应定期统计托育需求反馈至卫健部门，针对变化趋势作出

提前预警，动态调配托育服务设施供给，保证托育服务设施体系健

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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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强化健康保障 

建设健康中国，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

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提升公民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水平。 

托育服务设施规划建设全过程应遵循绿色、环保、健康的基本

要求，同时做好传染病防治、设施设备公平、生理心里健康等各方

面健康保障工程。 

要加强对弱势群体特别是困境婴幼儿的关爱和健康服务，提升

我市婴幼儿照护服务的健康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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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术语及名词解释 

1、 3 岁以下婴幼儿（0-3 岁婴幼儿）：不满 3 周岁的婴幼儿，本导则

也泛指上幼儿园小班前的婴幼儿。 

2、 千人托位数：指每千人常住人口拥有的婴幼儿托位数，即婴幼儿

托位数（个）与常住人口数（千人）之比。 

3、 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具备承担婴幼儿早期发展及 3 岁以下儿童保

健、托育从业人员培训、托育产品研发和标准设计、托育服务和

辖区婴幼儿养育照护服务工作监督管理指导等功能的综合性公共

服务设施，一般与地区妇幼保健院共建。 

4、 “医、防、护”儿童健康管理中心：具备为儿童提供常见疾病、

多发疾病诊治，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为婴幼儿提供养育照护服

务支持的基层公共服务设施，一般与街道、镇（乡）卫生服务中

心共建。 

5、 专业托育机构：经有关部门依法备案，面向 3岁以下婴幼儿实施

保育为主、教养融合照护服务的全日托、半日托或计时托机构。 

6、 幼儿园托班：经有关部门依法登记，由幼儿园举办的面向 2-3 岁

幼儿实施保育教育活动的全日制、半日制托班。 

7、 社区托育服务驿站：经有关部门依法备案，在社区内从事婴幼儿

养育照护活动的场所（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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