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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保障空间营造服务升级

凝聚“一米视角”的小城大爱
记者肖梦琪文/图

衡量一个城市的温度，“儿童友好”是重要标准之一。
2023年，银川市成功入选国家第二批儿童友好城市

建设名单。漫步街头，以“一米高度”为设计标准的改造随
处可见，儿童的需求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回应。

近年来，银川从政策保障到空间营造，从权利维护到
服务升级，将儿童视角融入城市发展规划，让“儿童友好”
从理念转化为一项项实实在在的设施和服务，使孩子们能
够真切地感受到城市的温暖与关怀。

近日，兴庆区紫金社区的“凤城宝宝
屋”正式投运，为辖区婴幼儿家庭提供暖心
服务。走进这个充满童趣的空间，五彩墙
壁上点缀着卡通壁画，活动区域全部铺设
防滑地垫，安全围栏和圆角桌椅都专为幼
儿设计。2岁的小童正跟着保育员搭积
木，妈妈魏霞看着孩子开心的笑脸说：“这
里的临时托育服务让我们能安心处理自己
的事，连洗手台都是适合孩子的高度。”截
至去年底，全市223家托育机构已形成1.2
万个托位的服务规模，每千人口托位数达
4.28个，托育服务能力位居全区首位。

托育服务的蓬勃发展，是银川构建“五大友
好”儿童友好城市的生动实践。银川从社会政
策、公共服务、权利保障、成长空间、发展环境五
个维度发力，打造全链条儿童友好生态体系。

在公共服务方面，银川持续推进文化
馆、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
施向未成年人延时免费开放；实施“小树
苗”关爱困境儿童项目，组织“爱心妈妈”结
对帮扶全市2600余名困境儿童；建成26
家社区科普馆，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接
触科普知识；开展网络生态专项整治，为儿
童营造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通过多维
度构筑未成年人成长护航体系，让每个孩
子都能在友好环境中茁壮成长。

同时，银川以“百千万”家庭教育项目为
抓手，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已挂牌成立
544个家庭建设指导服务中心，选聘543名家
庭教育指导师，开设“父母成长课堂”“名师大
讲堂”，覆盖家长超过3万人次。同时建设
227个家风主题宣传阵地，设计6条“家风传
习之旅”线路，推动科学家庭教育理念的普及。

在权益保护方面，银川建立了“妇联+公
安+司法”联动机制，设立7个12338维权服
务中心和518个村（居）儿童之家，配备55名
乡镇儿童督导员和569名村居儿童主任，实
现每个乡镇（街道）配备一名儿童督导员、每
个村（居）配备一名儿童主任，构建起“最后一
公里”关爱网络。创新“检警医”未成年人救
助模式，成立专门办案组保障未成年人权
益。此外，还建成空中课堂法治基地，织密儿
童权益保护法治网络，为孩子们营造安全温
暖的成长环境。

当12岁的浩浩接过“儿童观察团”成员聘
书时，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作为社区治理
的小助手，他正用自己的视角为社区发展建言
献策。

不久前，浩浩提出的“更换破损路灯”建议
被采纳，75盏新路灯不仅照亮了夜晚的回家
路，更让他明白：孩子们的声音同样值得重视，
也能为生活带来改变。在西夏区金阳社区，像
浩浩这样的儿童观察员还有很多。他们提出的
环境美化、安全隐患等建议，已陆续转化为社区
治理的实际成果。“当我们蹲下来倾听孩子的声
音，会发现那些充满童真的建议里往往藏着治
理的最佳方案。”社区工作人员刘交交说。

近年来，银川市已成立多支儿童观察团
队伍，通过征集儿童意见建议、发布建言献
策信息，为儿童需求搭建发声平台。建设儿
童友好城市，保障儿童健康快乐成长，既是城
市和谐宜居的重要标志，也是彰显城市温度的

“温情名片”。
市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坚持儿童优先

发展理念，通过“机制+空间+服务”三维联动
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具体措施包括：在机
制建设方面，将建立健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工
作机制，指导各行业编制本系统儿童友好服务
体系建设指引。在空间优化方面，持续推进儿
童友好社区、街区、城区建设，将儿童友好理念
融入老旧小区改造和完整社区建设；同时推进
公园、体育场馆、旅游景区等公共场所的适儿
化改造提升。在服务保障方面，重点做好留
守、流动和困境儿童的关爱帮扶与救助保护工
作，推动落实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
法“六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责任体系，为儿
童健康成长构筑全方位的安全发展屏障。

”提升服务品质
守护“一米温度”

小建议撬动大改变
蹲下来听孩子说

红花渠畔。

在在““凤城宝宝屋凤城宝宝屋””孩子愉快玩耍孩子愉快玩耍。。

“城市对孩子们越来越友好了！社
区新建的儿童游乐区设施安全又好玩，
图书馆定期举办亲子阅读活动，孩子们
可以尽情在书海中遨游。这些举措让
孩子们笑容更多，也让家长更放心。”宝
妈王媛的感慨，道出了银川建设儿童友
好城市的温暖实践。

银川以“儿童友好”为笔，构建起
“全链条、沉浸式”的宣传体系，将这一
理念转化为生动的城市语言。“六一”亮
灯行动成为最具仪式感的表达——连
续两年节日期间，地标建筑、核心商圈
同步点亮“儿童友好”主题灯光秀，流动
的卡通图案与祝福语照亮夜空；公交车
载电视、广场大屏幕滚动播放定制海报，
让“儿童友好”的宣言遍布城市每个角
落。更具创新性的是“分众化宣传”策
略：公园设置特色导示牌，医院儿科候诊
区布置宣传展架，学校开展主题班会，让
宣传触角延伸至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

学习、生活场景的创新亮点纷呈：
兴庆区十八小官湖校区的智慧斑马线
充满科技感，行人通过时感应地砖就会
变成绿色；大团结广场南侧的小微公园
以儿童人体工学为设计原点，将儿童尺
寸融入每个细节；阅彩城不仅配备公共
母婴室，提供婴儿车、儿童防走失手环
租借服务，还引入儿童零售、教育培训
等业态，增添丰富亲子互动元素；18路
公交车厢内印着图文并茂的儿童安全
乘车指南，色彩明快、充满童趣；兴庆区
实验二小臻园校区将儿童优先原则贯
穿于政策制定、空间建设、设施配置、课
程设计等各个环节；七子连湖社区打造
专属儿童空间，设置15处儿童活动场
所；焕新后的红花渠以“道路+互动科
普+森林课堂”三位一体模式亮相……
这些覆盖学校、社区、商圈、交通等领域
的适儿化改造，让“儿童友好”成为城市
更新的核心逻辑。

当游乐设施调整了高度、斑马线有
了智能感应、公共场所配备专属服务，

“儿童友好”就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成为
城市递给每个孩子的一把精准标尺，丈
量着他们成长的每一步。

银川绘就儿童友好城市新图景
以童为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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