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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公园城市乡村表达

农民幸福感日益增强。彭州市农业农村局供图

崇州市北溪湿地一景。崇阳街道供图

去年郫都区德源街道的袁隆平杂交水稻科学园丰收

的场景。园区供图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习近平总书记“乡
村振兴走在前列起好示范”的嘱托言犹在耳，“擦亮四川农业金字招牌”的期望重任在肩。目前，
成都正在走出一条超大城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之路，公园城市乡村表达正日渐清晰。

（据成都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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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省财政下

达普惠托育服务专项

行动补助资金2900万元，按照

0.5万元/个的标准支持5800个

普惠性托位建设。加上市县财

政匹配资金，每个托位将获得总

计10000元的补助，以此引导社

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

出生后、入园前，孩子谁来带？
这样的问题困扰着不少中国父母。
近期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3岁

以下的婴幼儿入托率仅为 5.5%，入
托难、入托贵是主要障碍。“推动三
孩生育政策落地见效，需要切实解
决好‘幼有所育’问题。”省财政厅社
会保障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今年，
省政府将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列
入全省30件民生实事，明确支持新
增5800个普惠性托位，财政与行业
主管部门沟通衔接，迅速拿出实施
方案。

根据方案，对承担一定指导功
能的示范性托育服务机构、社区托
育服务设施，财政按照每个1万元的
标准给予新建、改建托位补助，推动

建设一批方便可及、价格可接受、质
量有保障的示范性托育服务机构。

“目前，这笔资金已分解下达市
县，各地积极性很高。”省卫生健康
委人口家庭处相关负责人介绍，补
助项目按照机构申报、县级推荐、市
级审定、省级备案的方式遴选产生，
突出示范性与普惠性，优先支持规
划科学、基础扎实、政策支持力度大
的地区，鼓励各地盘活社区、公园、
企事业单位等闲置资源，通过新建
及改扩建托育服务设施等方式新增
托位。

按照要求，接受补助的托育服

务机构，需要明确承诺：综合考虑
当地居民收入水平、服务成本、合
理利润等因素，形成普惠托育服务
价格。

根据国家《“十四五”公共服务
规划》，到 2025 年，每千人口拥有 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 4.5 个。省卫
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处相关负责人表
示，四川是人口大省，托育服务事业
起步晚、底子薄，任务艰巨，接下来
还要争取社会各界支持，结合四川
实际构建托育服务体系，满足群众
多层次、多元化的托育服务需求。

（据四川在线）

缓解入托难入托贵
省财政支持建设5800个普惠性托位

P02热点

金堂“大白”驰援广安邻水
去时无畏归来无恙尽显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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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莘学子奔赴高考考场
“志愿红”“城管蓝”暖心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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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现在1斤白芨都200元了？哎！做木偶的成本越来越高……”6月7日
午后，在成都武侯区望江路街道鸿禧花园小区，曾繁金和赖道慧一边做木偶的衣
服和模子，一边讨论制作经费问题。这对年过七旬的艺术家夫妇是四川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成都木偶戏的代表性传承人，两人相濡以沫，携手走过了半个
世纪，一直在从事木偶戏表演的艺术道路上相互合作、相互成就。

巧制木偶手绘布景

全能型木偶戏夫妇“非遗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