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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友好城市是指为儿童成长发
展提供适宜的条件、环境和服务，切实
保障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
和参与权的城市。今年3月，第三批建设
国家儿童友好城市名单公布。继2022年
全国公布首批14个入选城市名单以来，
全国试点城市已接近100个。“六一”国
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记者走访看到，多
地持续改善儿童安全出行体验、拓展儿
童人文参与空间、开展儿童友好社区及
友好自然生态建设，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取得新进展。

安全上学路，快乐家门口

拐进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街道筑溪
街的街巷，一条200米长色彩斑斓的安
全上学路引人注目。当地在旧水泥路铺
上沥青，通过设置止车柱、减速带、警示
牌等构建慢行系统，增加排水口避免雨
天积水……同时，道路两侧还有彩虹互
动墙、壁挂游戏等，在沿街商铺1米左右
高度设置蓝色“护童岗”标志，方便孩子
们需要时寻求帮助。据介绍，这样的儿
童友好通学路，广州已建成83条。

在长沙，为缓解上学路上因拥堵造

成的接送困难，长沙麓山国际第二实验
小学在运动场下架空层建了车库，新增
240 多个停车位，在全市首创不受天气
影响、不增加周边交通压力的学生地下
接送系统。学校还计划采用智慧校园体
系，家长通过手机App就可以看到学生
何时放学，实现精准接送……

除了解决儿童安全出行，多地还加
快推进儿童友好社区建设。

成都市龙泉驿区书南社区打造了
“儿童友好路径”，在路旁墙壁上绘制打
弹珠、踢毽子、丢手绢等生动展现儿时
游戏的绘画，以中华传统文化为设计理
念，将儿童友好与社区文化有机结合。

“社区还有儿童阅读角、儿童手工
作坊，孩子有了更多去处，家长也更省
心。”社区居民李先生说，平时经常带 6
岁的女儿参加社区举办的各种亲子活
动，孩子从中收获颇多。

在广州市越秀区的广九社区，老城
区旧楼之间的空间被利用起来，布置了
色彩明快的儿童游乐设施，如儿童拓展
游戏墙、童车小跑道、爬坡滑梯、跳房
子、共享书屋等，社区被“童趣”点亮。

广州永曜北小学五年级学生马晟

策说，经过改造之后，家门口有了更多
活动场所，放学后可以攀爬、滑滑梯，有
了更多乐趣。

贴合“一米高度”需求，拓展适儿化
人文参与空间

有趣可爱的彩绘图案，丰富的课程
设置……记者近日走进位于成都市锦
江区的成都市文化馆，占地 2000 余平
方米的儿童友好区域让人眼前一亮。

小小主持人课、儿童创意绘画课、
年画启蒙课、古筝古琴体验课……在课
表上，一系列专门为儿童定制的免费个
性化课程引人注目。成都市文化馆艺术
普及部副主任叶骏嵩说：“儿童友好即
尊重儿童的需要、感受和体验，营造适
宜儿童成长的环境，文化馆针对儿童不
同方面需求提供免费兴趣课程，同时为
了不占用孩子上学时间，这些课程一般
安排在晚上或周末，比较灵活。”

在广州图书馆，针对不同主题和年
龄段的中外绘本在亲子绘本阅览区整
齐摆放，旁边设有舒适的座椅、沙发，很
多孩子周末在附近上完少年宫兴趣班
就来这里享受阅读时光。

目前，广州拥有 1 个少年儿童专属
图书馆，1个市级、11个区级图书馆均设
有儿童阅览专区或独立馆舍，图书馆服
务延伸到550所学校，在学校可实现通
借通还。

可看、可学、可玩，打造儿童亲近自
然的乐园

最近，每个来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
界游览的小朋友都在门口领到一本“玩
趣科普节”小册子，上面精心绘制有园
区探索地图，标明了科普游戏互动点，
孩子们揣着小册子，坐小火车，听解说，
分辨犀鸟的雌雄，观察考拉的爪印，找
亚洲象和非洲象的不同……

广州市妇儿工委办副主任吕毅娜
说，近年来，广州在自然生态环境适儿
化改造中，结合碧道建设打造适合全
年龄段人群的亲水生活场景，增加儿
童游憩空间，全市累计建成儿童友好
碧道 35 条，将儿童游憩空间作为广州
绿地系统特色专项规划来打造，系统
构建“市儿童公园—区儿童公园—社
区儿童游憩场地”三级儿童游憩空间
体系。

据介绍，目前广州已建成“1+12”儿
童公园群落，即 1 个市级、12 个区级共
13个儿童专类公园，面积共180公顷。

在长沙马栏山鸭嘴公园，这里因地
制宜设有儿童友好马栏山气象站、水位
雨量观测站等，并建有户外儿童游乐
区、沙池等配套设施。

“为了让孩子们能更好地拥抱大自
然，我们成立了全市首个‘儿童友好工
作站’，设计了一系列富含大自然元素
和自然科学原理的游乐场景，让孩子们
在这里可看、可学、可玩。”长沙市开福
区马栏山片区相关负责人说。

随着更多儿童友好社区、人文参与
空间、公园及户外自然活动场所等落
成，多项实实在在的举措让城市变得更
加温暖、更具活力。

“今后，我们将持续推进与儿童友
好有关的系列工作，把理念从城市向乡
村延伸、向产业链延伸、向每一个角落
延伸。相信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孩子
们一定能遇见更美好的未来。”长沙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段宁说。

（记者郑天虹、谢樱、董小红、霍思颖）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据《长江日报》报道，有老师发
现，不少一年级小学生不知道人民币
没有3元、6角的面额，不懂“换钱”“找
钱”的概念。当老师拿出人民币现金
时，全班40名学生，没见过1元纸币
的占一半以上。孩子不认识钱的情
况，近几年越来越明显。不少小学生
不认识现金，也不知道钱从哪儿来，
对“花钱”的理解就是“刷手机”。

孩子不认识钱，并非学校不教。人
教版小学一年级数学教材中，一直都有
一堂重要的课《认识人民币》，老师还会
布置作业，让家长配合课堂，教孩子认
识货币，学习买东西时如何看价、如何
使用现金付账。过去，有这样一堂课就
够了，生活实践会成为课堂外的有益补
充。然而在数字支付时代，孩子们很少
接触现金，课堂所学无法与生活建立有
效链接，也就无法固化为常识。于是，孩
子不认识钱，就成了一个问题。

这其实提醒我们，常识是动态
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常识。20世
纪80年代，如何惜字如金地发电报
是常识；20世纪90年代，在邮局寄
信、打长途是常识；电商蓬勃发展之
后，取快递、点外卖是常识。同样是
做“打电话”的手势，是用手比出一
个“六”放到耳边，还是直接用手掌
贴在脸侧，一下就“暴露了年龄”。从
这个角度说，有些父母辈视为常识
的东西，在孩子们这里“断档”了，不
用大惊小怪。毕竟，如何网购、如何
下载音视频内容、如何使用各种智
能家电，这些新的生活常识，孩子们
可能掌握得比家中老人更娴熟。

那么，还有没有必要让孩子们学
习那些看上去“过时”的常识呢？当然
有必要。认识货币、懂得现金支付这
样的常识，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尽管当下移动支付非常普及，
但现金仍然有不可替代性。掌握不
同的支付手段，可以让孩子更好地
适应不同的社会环境。无论是国内
外旅行、市场交易，还是面对未来
技术的变化，不认识货币、不会使
用现金，会限制孩子们对不同环境
的理解力和适应力。同时，当电子
支付遭遇系统故障、电量不足或断
网等情形时，不会使用现金，会限
制孩子们的应急处理能力。

认识现金，也是一个人金融素
养的重要起点。传统的现金支付因
为有实际掏钱的动作，触觉和视觉
反馈会让人对支出有更强的感知；
而数字支付过程的流畅与便捷会
减弱“支付痛感”，让人面对消费诱
惑时，更容易冲动消费，导致不必
要的开支增加。成年人尚且容易陷
入数字消费陷阱，更何况未成年人
呢？所以，对孩子从小开展财商教
育、教授金融常识，在数字支付时
代有了更迫切的需要。

通过认识现金，可以让孩子更
直观地理解金钱的价值、储蓄和消
费的概念，培养健康的金钱观和理
财能力；通过现金交易，可以让他
们学会计算价格，在求整找零的过
程中，锻炼数理逻辑；学习算账的
过程，也让抽象化的消费记录和账
户余额变得更为具象，使孩子对预
算和支出有更清晰的认识。

数字支付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但也伴随着新的消费心理挑战，帮
助孩子理解和应对这些挑战，对于
培养健康的消费习惯和理财能力
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数字支付时
代，不仅不应该弱化孩子对钱的认
知，反而应该强化。与此同时，面对
时代变迁，常识课也得与时俱进。

（作者：马青）
来源：中国青年报

5月31日，中卫市宣和中学学生在腾格里沙漠学习、体验扎草方格（无人机照片）。
当日，60余名中学生在宁夏中卫沙坡头景区参加沙漠徒步、扎草方格研学活动，了解当地的治沙历史和取得的成效，实地学习治沙技

术，增强生态环保意识。
上世纪50年代，宁夏创造性使用草方格固定沙丘法，避免我国首条沙漠铁路——包兰铁路沙漠段被流沙掩埋。据介绍，位于国家5A级

旅游景区沙坡头景区在腾格里沙漠组织进行的治沙研学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全国多地上万名学生前来体验学习。今年5月以来，这里每周
都会有两三场研学体验活动。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摄

移动支付时代

有必要让孩子认识

现金吗

打造儿童健康快乐成长的温暖之城
——多地推进建设儿童友好城市一线扫描
□新华社记者

沙漠里的
治沙研学课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记者姜琳）
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最新数
据显示，截至3月末，我国基本养老保险
参保人数为 10.7 亿人，同比增加 1434
万人。经过多年稳定发展，中国已建成
世界规模最大的养老保险体系。

为保障人民群众“老有所养”，我国已
建立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两大制度平台，目前实现了对法定人群的
制度全覆盖。截至3月末，全国社保卡持卡
人数达13.8亿人，覆盖98%的人口。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
萍表示，近年来，我国统一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制度，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
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实现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建立个人养老金制
度。目前，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基本形成。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 年末，
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2.96亿，老年人
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快，加快完善养
老保险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人社部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开展省
级政府养老保险工作考核，积极发展第
三支柱养老保险，全面推开个人养老金
制度，提高覆盖率和缴费水平。健全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稳步推动更多有
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等对参保人缴费
给予补助，鼓励多缴多得、长缴多得。

社保体系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网和
社会运行的稳定器。在增强社保可及性
方面，人社部门计划将更多的人群纳入
覆盖范围。将聚焦新业态就业人员、灵
活就业人员、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完善
参保政策措施，使参保人数增长、结构
优化、费率与待遇水平相适应，推进解
决“漏保”“脱保”“断保”问题。

覆盖10.7亿人！
我国建成世界最大
养老保险体系

6月4日，在“承德匠心汇”工匠市集上，职工代表观看展出的工艺品。
当日，“中国梦·劳动美——凝心铸魂跟党走 团结奋斗新征程”全国职工工间操展演暨太极

拳交流大赛在河北省承德市奥体中心开幕，本次大赛共有36支代表队691名职工参赛，包括全国职
工工间操展演大赛、太极拳交流大赛和健步走大赛三项活动。大赛现场同时还举行了“承德匠心
汇”工匠市集，端午体验项目、群体才艺展演等。

□新华社记者 才 扬摄

工匠
市集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记者李恒、董
瑞丰）健康教育人才队伍更加壮大；全国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持续提升，平均每年
提升2个百分点左右……国家卫生健康
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日前联
合印发《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三年行动方
案（2024-2027 年）》，提出上述主要目
标。

记者 6 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
到，这份方案旨在全面系统提升全民健
康素养，教育引导居民个人真正成为自
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进一步推动卫
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
康为中心”转变。

方案提出包括加大优质健康科普
产品供给、规范健康科普信息发布与传
播、加强健康教育人才队伍建设、加强

社会倡导动员等四方面主要措施。
其中明确，继续推进健康县区建

设，坚持政府、社会、个人共建共享，改
善各类健康影响因素。以健康促进医院
建设为抓手，推动实现从以医疗卫生部
门为主向多部门多层次参与转变，从以
个人为主向个人和社区共同参与转变，
从以疾病治疗为主向以预防为主转变。

方案规定，将每年 6 月份作为健康
素养宣传月，推动行业协会、学会向全
系统、全社会发出倡议，组织策划开展
健康相关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健康中国战
略，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开展健康知
识普及行动，取得明显成效。监测显示，
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呈现持续增长
态势，2023年达到29.70%。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记者罗沙、冯
家顺）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最高
人民法院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
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国务
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共青
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单位共同建设的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事例库6月1日正
式上线。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事例库依托
现有人民法院案例库，专门收录以上 9
家单位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事例。通
过入库案事例，统一涉未成年人案件裁
判规则和尺度，规范和推广维护未成年

人权益保护的工作经验和做法，为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
定提供有力保障。

据最高法介绍，社会各界可以从入
库案事例中了解人民法院以及相关部
门在维护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中的
经验做法，各方共同推动完善相关制度
和工作机制，为未成年人营造更加良好
的法治和社会环境，共同守护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

公众可以通过互联网访问人民法
院案例库首页，点击“未成年人权益保
护案事例库”入口，即可进入页面。

我国多措并举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水平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事例库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