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

普”，如何越走越顺？

2019年7月10日 星期三
责编 纪晓萌 美编 徐雪茹 值班主任 李伟志

普惠性政策的初衷是让学前教育回归公益、普
惠，让更多幼儿能享受到收费合理、办学质量有保障
的学前教育。
青岛市自2016年获批国家学前教育改革发展实

验区以来，幼教改革发展按下“快进键”，目前全市学
前三年入园率达99%，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
儿占比达83%以上，提前实现了国家设定的目标。不
过，青岛市城镇居住区配套幼儿园规划不到位、配建
不到位、移交不到位、使用不到位等典型问题，还有
待进一步解决。
半岛记者调查发现，小区配套幼儿园产权复杂，
成为其转型普惠园的一大障碍。法学界
和民办教育界普遍认同的一种观点是：以
划拨用地建设的小区配套园房屋应一律移
交收回用于举办公办园或普惠性民办园。而
以出让用地建设的小区幼儿园或小区配套幼儿
园房屋，应尊重私有产权，考虑历史成因，结合该幼
儿园房屋的具体情况、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的约定、历史遗留因素、办园的社会效益、是否已
经产权私有化、社区家长的需求等各种因素，“一事
一议”“一园一案”，区别对待。
业内专家建议，营利性民办园转为普惠园不能

以降低质量为代价，政府部门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
况，以民办园现有的生均月培养成本，合理制定普惠
性幼儿园的收费标准，给足可持续的办学补贴及政
策支持。在补贴不能及时足额到位的情况下，适当的
价格浮动能给转向普惠的民办园以喘息空间，保证
其生存，完成3～ 5年的过渡期。此外，教育主管部门
应对班级人数、办园规模给予更严格的管理，而不是
有多大地方就招多少孩子，教育部门在保留其特色
的同时，应当垂直监管幼儿园的办园场所、伙食以及
师资配置，确保现有的《幼儿园工作规程》得到认真
落实，并进一步完善督学制度。

需继续加大教育经费投入

多名基层教育工作者认为，普惠性幼儿园得到
了大家的普遍认可，市场的作用要充分发挥起来，多
元承担，会更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同时，合理制定
普惠性园的收费标准，在加强监督管理的同时，实事
求是尊重市场规律，给予正常的运营空间。
根据青岛市教育局发布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管理办法》，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最高收费标准由区市
价格、教育、财政部门，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保育教育成本、幼儿园质量等级等情况确定。为了推
动高收费小区配套幼儿园整改为普惠性民办园，目
前，城阳区教育体育局正在根据国务院下发的相关
文件，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城阳区小区配套幼儿园收
费标准及相应的补助政策。
青岛市积极创设条件完善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

财政投入保障机制，2018年实现全市财政性学前教
育经费占财政性教育经费比例为6%。不过，中国教
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经过测算，幼儿教

育经费的投入要占到整个教育投
入的9%才能正常维持发展，如果
想大力发展普惠性幼儿园满足社
会需要，就还需继续加大幼儿教
育经费的投入比例。

建议
“一园一案”合理制定收费标准

有家长反映，孩子上的民办
幼儿园在转为普惠园后，虽然学
费变少，但原先一些会依时节开
设的亲子游、春耕课等活动，以及
轮滑、外教课等特色课程都被取
消了。刚刚转成普惠的李沧区百
果树幼儿园，今年小班招生人数
由60人增加到105人，中班和大
班各扩招50多人。百果树幼儿园
一位老师告诉半岛记者，“幼儿园
转普惠之后，保教费降低至880
元/月，政府会给一部分补贴，我
们会按照教育部门要求的健康、
语言、社会、科学、艺术等五大领
域进行基本教学，但以前的英语
课可能会停掉。”

■探索

降费后如何确保不降质

目前，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推
进符合条件的民办幼儿园转为普
惠性幼儿园，尤其是小区配套园。
半岛记者注意到，多地在推进民
办园转普惠园的工作中，都提出
“降费不降质”。
为了满足中心城区家庭对普

惠学前资源的需求，崂山区面向
城区配套建设的民办幼儿园，出
台扶持认定新型普惠性民办园政
策，由政府根据幼儿园保教成本
和办园实际，以拨付生均定额的
方式进行补助，补助资金列入崂
山区财政预算，补助标准为人均
11000元/年，按实际评审结果分
两个等级补助：A级12000元/年
/生，B级10000元/年/生。为了保
障原有的教育质量不缩水，崂山
区对在承诺服务期内的新型普惠
性民办园每年评审等级。
在这种大力扶持下，一些高

收费民办园“自降身价”。在自主
申报的基础上，崂山区2018年创
新认定新爱弥儿之家幼儿园、红
黄蓝中心幼儿园、智慧熊幼儿园、
智慧熊山水名园幼儿园等4所民
办园为新型普惠性民办园，提供
普惠学位约440个，全区普惠率
达到82%。这些原来保教费至少
2000元/月的优质民办园，自愿
将保教费标准降至860元/月或
更低，大大缓解了

区内普惠幼儿园学位缺口，切实
减轻了家庭负担。
崂山区对新型普惠园补助标

准在青岛市处于领先水平，让其
他区市的不少民办幼儿园经营
者羡慕不已。但尽管如此，
有的高收费民办园
转成普惠园之后，原
有的课程及教育质量
还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缩水。例如，崂山区红黄蓝
中心幼儿园被认定为新型
普惠性民办园之后，每月保教费
从3300元降到860元，但一个幼
儿班扩招到30～ 35人，外教和英
语课也没有了。
有的家长对此颇有微词，但

也有家长表示理解。姜女士是两
个孩子的妈妈，老大在崂山区红
黄蓝中心幼儿园上学，“普惠降费
后班里人多了不少，老师对孩子
生理、心理的关注可能不如以前，
但老师的责任心和爱心没有变，
依然能记得所有孩子的名字及亲
人，乐于解答家长的任何问题，孩
子每天上学都很开心。”
北京市对民办幼儿园给予了

很大的财政支持。今年1月，北京
市级财政对普惠性幼儿园的生均
定额补助统一上调为生均每月
1000元，还对非普惠性幼儿园降
低收费价格转为普惠性幼儿园，
按照3000元/生的标准给予一次
性奖励。在此基础上，北京市朝阳
区还会根据办园质量对普惠园给
予400～ 700元/生/月补助，另有
租金等补助。
“民转普”降费之后，如何保
障教师的工资待遇和办园质量，
避免因待遇问题导致教师管理混
乱？北京市规定，市级财政支持普
惠性幼儿园逐步提高教师工资待
遇，普惠性幼儿园用于人员经费
支出比例占保教费收入和财政
生均定额补助收入之和的比例
原则上不低于70%；而青岛市则
将教师待遇落实情况作为普惠
性民办园认定的重
要内容，政府对普惠
性民办园的补助资
金优先用于提高教
师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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