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乡村儿童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乡村儿童发展报告 2021》（以下简
称“报告”）在论坛上发布。 该报告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公益研究院联合编制，是我国首份聚焦乡村儿童发展的数据调查与研究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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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成为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重点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乡村儿童被多次写入历年
中央一号文件和乡村振兴战略
文件，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困
境儿童的关爱保护服务是重要
内容。报告全面梳理了国家政策
阶段性进展、 乡村儿童发展特
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儿童发展
的创新以及乡村儿童发展的挑
战和机遇。报告还以附录的形式
对 1980 年以来我国的儿童政策
进行了回顾。

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北师大
中国公益研究院联合实施了问
卷调查，通过村（居）“童伴妈妈”
队伍进行数据收集。调查对象为
未满 18 周岁儿童，即 2003 年 6
月 1 日之后出生的儿童。问卷调
查的抽样设计采取分层抽样和
非概率抽样两种方法，共回收问
卷 7704 份， 剔除超龄样本和重
复样本之后， 有效样本数为
7539 份。

报告显示，2000 年以前，我
国的儿童发展政策以初期发展
建设、现代化转型、与国际接轨
为主要特点，开始逐步经历儿童
保护法律体系。

2000 年—2010 年， 儿童政
策取得的重要成果包括打击与
儿童相关的违法犯罪行为、建
立孤儿救助福利制度， 普及免
费义务教育和减少婴幼儿出生
缺陷， 农村留守儿童首次进入
政策议程。

2010 年—2020 年， 我国将
“儿童优先”纳入国家战略，儿童
福利与保护制度体系完成了从
“兜底保障” 向“分类保障”、从
“补缺”向“适度普惠”、从“物质
保障”向“物质保障+服务保障”
的转型升级。 此外，儿童保护的
法律政策体系也得到巨大完善。

与此同时，儿童发展事业的
资金持续增长，人员队伍持续扩
大。 报告显示，自 2010 年起，我
国的儿童福利支出资金数额呈
“先上升，后稳定”的态势。 2010

年， 国家扩大了孤儿生活保障，
将资助形式转变为现金救助；
2011 年， 两会提出了大量关于
弱势儿童群体的提案。 因此，儿
童福利支出在这两年大幅上涨。
从 2012 年开始， 儿童福利支出
始终保持在 50 亿元上下。

在儿童政策取得进展的同
时，乡村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
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报告指
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成为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重点。

报告显示，国家脱贫攻坚以
来对乡村儿童发展的政策倾斜
有四个特点：一是完善留守儿童
关爱保护服务体系成为重要抓
手；二是建设农村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队伍成为重要基础；三是加
强乡村儿童营养改善成为政策
重点；四是建立素质优良的乡村
教师队伍成为根本之策。

同时报告也指出， 整体而
言，面向乡村儿童的政策整体上
侧重于教育、 福利与健康领域，
保护领域则涉及较少。

2021 年是国家“十四五”规
划和 2035 远景目标开局之年，
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儿童福
利和保护体系将取得重大突破。

乡村儿童发展的挑战和任务

尽管我国儿童发展已经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报告指出，
乡村儿童发展领域依然面临着
突出挑战。

一是乡村儿童基础性、普
惠性、 兜底性资源需求快速释
放。 包括家庭教育、普惠型幼儿
园、乡村健康和卫生资源、义务
教育资源、 课外活动资源等多
方面问题。

二是乡村儿童主任人才队
伍专业化发展落后于城乡一体
化要求。广大乡村地区的儿童主
任队伍的专业能力仍待提升；乡
村服务类社会组织的覆盖范围

不足以辐射全体
乡村儿童， 我国
乡村地区的社工
需求依旧强烈。

三是乡村儿
童福利服务水平
存在结构性短
板。 在制度持续
完善的前提下，
儿童福利依旧存在地区差异，特
别是城乡差异，例如我国乡村地
区的婴幼儿托育缺口极为严重。

四是乡村儿童安全保护和
心理健康需求更加迫切。监护侵
害、学生欺凌、网络侵害等问题
亟待解决；乡村儿童的心理健康
亟须社会关注和干预，乡村地区
的心理健康资源仍然有待补充。

面对这些问题， 报告提出
了乡村儿童发展事业五项基本
任务。

一是普惠性补充。积极发展
心理健康、儿科医疗、学前教育、
婴幼儿托育事业。

二是专业化发展。构建三级
儿童社会工作服务体系。为进一
步加强儿童服务人才队伍的建
设，乡村儿童发展事业的未来方
向之一是打造专业化平台，依托
儿童社工学院为乡村地区培育
儿童服务的专业化人才。

三是制度化转型。加快儿童
福利与保护机构优化，落实监护
干预和家庭教育指导。

四是公共化转变。鼓励多元
主体参与、扩大服务对象、增加
服务内容。各机构可以有意识地
鼓励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和志
愿者等多类主体共同参与。

五是信息化建设。利用信息
平台革新服务手段、工作机制和
服务架构。

社会组织成为重要力量

因为乡村儿童的经济发展、
卫生健康、教育发展和心理健康

面临巨大挑战，农村留守儿童一
直是社会组织关注的重点群体。
在乡村儿童发展面临挑战的大
背景之下，各类社会组织积极回
应各类社会问题，帮助乡村儿童
全面发展。

报告指出，在政策支持和政
府扶持下，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儿
童发展公益事业，打造出一批行
之有效、有借鉴意义的儿童发展
项目， 主要包括儿童心理关怀、
安全教育、课业辅导、疾病救助、
亲子沟通、助学助残等内容。

根据项目是否解决社会问
题、 项目是否有社会影响力、项
目是否有模式创新等三个标准，
报告挑选出 13 个代表项目，具
体包括：

福利保障项目：中国扶贫基
金会“童伴妈妈”项目———搭建
基层儿童工作队伍；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护童成长”项目———提
升儿童工作队伍专业能力。

社会保护项目：“你我伙伴”
性教育支持平台———普及儿童性
教育；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
保护”———普及儿童性教育。

健康卫生项目：“爱佑童心”
项目———救助重病儿童；“免费
午餐”项目———引领乡村儿童营
养改善项目；“爱加餐”项目———
创新儿童营养改善项目。

教育发展项目：湖畔魔豆公
益基金会“养育未来”———支持
乡村家庭婴幼儿养育；中国发展
研究基金会“慧育中国”———支
持乡村家庭婴幼儿养育；“一公
斤盒子”公益创新机构———补充

农村教育资源；北京为华而教公
益发展中心“为中国而教”
———补充农村教育资源。

建立远景目标助力乡村全
面振兴

乡村儿童发展事业不仅关
系到儿童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权
利，更关系到未来新型农民的培
养， 关系到乡村人才队伍成长、
产业振兴、 农村富裕和农民幸
福，关系到整个乡村全面振兴的
未来。报告从乡村儿童事业创新
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角度
提出要以建立多层次、基础性和
普惠性乡村儿童发展支持体系
为远景目标。

报告指出，从满足乡村儿童
发展需求、维护儿童发展尊严和
构建普惠性的儿童发展体系来
说，我国乡村儿童发展支持体系
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21-2025）以
“十四五”规划纲要为目标，提升
儿童发展体系的城乡均等化水
平，实现乡村儿童服务人群向全
体儿童转变、乡村儿童工作队伍
向专业化转变、乡村儿童福利体
系向高质量转变。

第二阶段（2025-2035）以
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 实现
儿童发展的城乡均等化， 儿童
福利与保护水平更加先进，城
乡儿童教育和资源更加均衡，
乡村儿童的成长环境更加良
好， 乡村儿童的获得感、 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深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