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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哪些弱势群体， 是“弱有所扶” 的重点

帮扶对象？

林闽钢：

首先

，

要关注发展型贫困

，

即由于自

身因素和社会条件而导致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缺

失

。

发展型贫困的实质是能力的贫困和权利的贫

困

。

显然

，

解决发展型贫困比解决生存型贫困更困

难

。

在帮扶上

，

需要促进弱势群体的社会参与

，

拓

展有助于弱势群体社会参与和社会竞争能力提高的

服务项目

，

挖掘其发展潜力

，

由

“

他助

”

转换成

“

自助

”，

使弱势群体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

，

最

终融入社会发展之中

。

另外

，

还要格外关注贫困的代际传递

。

目前

，

我国弱势群体具有社会资本

、

经济资本

、

政治资本

和人力资本等

4

方面的结构性特征

。

这些结构性贫

困要素

，

构成了制约贫困户跨越贫困陷阱的主要障

碍

。

结构性贫困的出现

，

也使得贫困的代际传递很

难破解

。

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

需要破解结构性贫困

，

要从社会

、

政治

、

教育和经济等层面加以革新或建

构

，

特别要提升家庭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

，

帮助弱

势群体家庭采取合适的抵御风险的行动

。

这样

，

才

能够保障儿童的成长与发展

，

从而阻止贫困的代际

传递

。

记者：

帮扶弱势群体， 应该如何着手？

林闽钢：

我国社会救助体系经过

20

多年的建

设与发展

，

开始走向定型和完善的新阶段

。

2014

年

5

月

，

国务院颁布的

《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

正式实

施

。 《

办法

》

将最低生活保障

、

特困人员供养

、

受

灾人员救助

、

医疗救助

、

临时救助等

8

项救助整合

在一起

，

形成较为完整系统的制度体系

。

同时

，

还

首次明确了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

。

社会救助在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中扮演了兜

底的角色

。

我国以

《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

为依据

，

初步搭建起了基本完整的社会救助制度框架

，

覆盖

群体包括低收入城乡家庭成员

、

生活困难的老年人

与残疾人

、

受灾人员等

，

救助内容包括了生活

、

医

疗

、

儿童教育

、

住房

、

就业与临时救助多个方面

，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上述弱势群体在面临困难时维持

基本生活的需求

。

长期以来

，

我国社会救助采取的主要方式是提

供现金或实物

，

无法满足救助对象差异性与多样化

所带来的多样救助需求

，

难以对救助对象的困难和

成因采取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

因此

，

拓展社会救

助服务内涵

，

成了社会救助管理工作中的重要一

环

。

通过现金救助与救助服务相结合

，

能更有效地

缓解困难家庭的贫困问题

，

激发困难家庭走出贫困

的信心和决心

。

在社会救助手段上

，

需要促进由传统的物质救

助转向生活照料

、

精神慰藉

、

心理疏导

、

能力提升

和社会融入相结合的综合援助

，

实现社会救助方式

的多样化

、

组合化

、

专业化和个性化

，

最大程度发

挥社会救助的综合效用

。

这是今后社会救助事业发

展的必然选择和主要方向

。

据人民网

“弱有所扶”应该重点关注谁

记者：

实现“幼有所育”， 目前

面临哪些难题？ 应该怎样攻克？ 学前

教育这个大礼包， 该怎样做大、 做

实？

高书国：

目前

，

我国学前教育在

区域

、

城乡

、

人群之间发展不平衡的

矛盾较为突出

。

同时

，

学前教育在办

园条件

、

教育经费

、

教师编制等方

面

，

以及教育政策

、

理念

、

方法等方

面

，

还存在发展不充分的状况

。 “

幼

有所育

”

既是公平概念

，

要求为所有

儿童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

，

也是质

量概念

，

要求提供有质量的学前教育

及家庭教育

。

目前

，

全面二孩政策对学前教育

的发展提出了新挑战

。 “

幼有所育

”

的要求

，

促使学前教育从

3

—

6

岁逐

步拓展到

0

—

6

岁

，

以实现所有幼儿

的 平 衡 发 展

。

建 议 学 前 教 育 为 每

个 幼 儿 提 供 认 知

、

情 感

、

能 力 与

行为发展方面的良好支持

，

其中

，

应

高度关注农村贫困家庭的幼儿教育

，

可通过教师走教等多种手段送

“

育

”

上门

。

程秀兰：

到

2020

年

，

我国学前

三年毛入园率要达到

85%

，

普惠性幼

儿园占比

80%

。

要实现这个指标有相

当难度

，

因为在未入园的

3

—

6

岁儿

童中

，

农村儿童占绝大多数

。

目前

，

我国农村幼教师资数量严重不足

、

质

量不高

，

大班额现象普遍存在

。

继续

提升入园率

，

幼教师资匮乏会更为严

重

。

与此同时

，

城市幼儿入公办园

难

、

入园贵现象依然存在

，

主要原因

包括学前教育欠账太多

、

政府对学前

教育投入不足

、

普惠性幼儿园太少

等

。

为减轻

0

—

3

岁婴幼儿家长的负

担

，

与国家全面二孩政策有效对接

，

“

幼有所育

”

应包含

0

—

3

岁婴幼儿的

教育

。

可以依托幼儿园设置全天制

、

半天制

、

小时制等灵活多样的婴幼儿

入托方式

，

在社区建立高质量的社区

早期教育中心

，

聘请专家对家长进行

专业早教指导

。

北京市朝阳区蓝岛幼儿园园长年

小霞：

当前

，

学前教育发展的主要矛

盾已经不是能否入园的问题

，

而是能

否上质量较高

、

更加实惠的幼儿园的

问题

。

建议重点加大对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幼儿园建设的支持力度

，

着力建

立学前教育成本负担机制

，

解决幼儿

园在教师补充

、

工资保障等方面的实

际困难

。

“幼有所育”要啃哪些硬骨头

B

C

十九大报告指出，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必须多谋民生之利、 多解民生之

忧， 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在幼有所育、 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

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幼有所育” “弱有所扶”， 是十九大报告中的新提法。 实现“幼有所育” “弱有所扶” 需要啃下哪些硬骨头？ 记者采

访了有关专家。

记者：

十九大报告为什么新提出

了“幼有所育” “弱有所扶”？ 这对

于完善民生蓝图有什么意义？

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 研究员

高书国：

“

幼有所育

” “

弱有所扶

”，

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

十九

大报告增加这两项

，

进一步丰富了保

障和改善民生的内涵

，

更精准

、

更全

面地补齐了民生

“

短板

”，

反映出我

们党多谋民生之利

、

多解民生之忧的

人民情怀

。

就教育领域而言

，

我国今后不仅

要办好义务教育

，

还要办好学前教

育

、

特殊教育等

，

努力让每个孩子都

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

未来

，

我

国

1

亿多

6

岁以下儿童

、

8500

万残疾

人等群体将进一步得到实实在在的大

礼包

。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秀

兰：

“

幼有所育

”，

即让所有

0

—

6

岁

的适龄儿童得到更好的养育

、

教育

。

2016

年

，

全国共有幼儿园

24

万所

，

在园幼儿

4413.9

万人

，

分别比

2012

年增长了

32.6%

和

19.8%

。

全国学前

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77.4%

，

比

2012

年

提高了

12.9

个百分点

，

提前完成了教

育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任务

。

然而

，

入园难

、

入园贵的问题仍未解决

，

好 入 园

、

入 好 园 仍 是 人 民 群 众 的

迫 切 需 要

。

十 九 大 报 告 提 出

“

幼

有所育

” ，

正是在发展中补齐民生

短板

、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

完善民生

蓝图的体现

。

南京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

任、 教授林闽钢：

“

弱有所扶

”

中的

“

弱

”，

广义上涵盖了社会中各类处于

生活窘迫和发展困境的群体

。 “

弱有

所扶

”，

也是中国的传统美德

。

长期以来

，

我们主要关注弱势群

体中的绝对贫困群体

。

30

多年来

，

经

济的快速增长和政府采取强有力的反

贫困措施

，

已经使几亿人脱贫

，

减贫

成绩举世瞩目

。

而在帮助绝对贫困人

口的同时

，

也应该把社会中各类处于

生活窘境和发展困境的群体纳入保障

和改善民生的对象范围

。

为何增加“幼有所育”“弱有所扶”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