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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高越

“一米高度看世界”，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儿
童友好城市？儿童参与其中有什么重要意义？
如何能够畅通儿童参与渠道？带着这些问题，中
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儿童友好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标识

“我国有2.98亿儿童，六成以上生活在城镇，
儿童在现代化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宏
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所研究室副主任魏义方认为，
建设儿童友好城市，是推动儿童工作的重要抓
手，不仅造福亿万儿童，还有利于推动城市高质
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发挥未来生
力军作用。

儿童时期是人一生发展的初始阶段和关键
时期，为儿童成长发展提供适宜的条件、环境和
服务，是确保儿童拥有幸福美满童年和良好人生
开端的必然要求。魏义方认为，开展儿童友好城
市建设，优化教育、健康、文体等儿童公共服务，
为儿童成长成才创造良好环境，可为城市发展注
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更好地吸引和留住人才，激
发人们建设城市的主观能动性。有助于提升人
口素质，培养堪当时代重任的接班人。

中国儿童中心副主任杨彩霞认为，儿童友好
城市体现着城市的文明程度、治理温度和高质量
发展成色，寄托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保
障儿童权益，促进儿童全面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建设儿童友好城市，要立足儿童成长发展
的实际，将儿童友好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
方面面，为儿童茁壮成长创造有利条件，满足儿
童日常的基本生活和成长发展需要。

杨彩霞建议，要建设自由安全的儿童友好城
市，通过适儿化的空间改造、安全的上学路径、

“家门口”的公共服务等，尽量降低儿童出行隐患
和意外伤害风险，最大限度还给儿童自由活动的
空间。同时，要开展多样的人文活动，营造良好
的社会人文环境，丰富儿童的精神文化生活。城
市也需积极创造更多渠道和机会，尊重儿童需
要，倾听儿童心声，重视儿童建议。

参与权是儿童的基本权利之一
儿童参与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中有什么意

义？魏义方认为，参与权是儿童的基本权利之
一，推动儿童全方位参与融入城市社会生活，既
是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保障儿童
参与权的重要方式。要保障儿童在社会生活、社
区发展、家庭事务中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
从小根植儿童友好理念、践行儿童优先原则，积
极发挥儿童参与者作用。

“要在社会政策制定、公共服务供给、儿童权
利保障、成长空间创设、发展环境营造等方面建立健全儿童参与机制、
畅通儿童参与渠道，涉及儿童的重大事项事先听取儿童及监护人意见，
培养儿童作为‘城市小主人’的责任感。”魏义方说。

杨彩霞认为，国家多个政策文件中都明确提到儿童参与，家庭教育
促进法通过立法保证儿童参与相关家庭事务和发表意见的权利，《中国
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有10处提及儿童参与，《关于推进儿
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儿童全方位参与融入城市社会
生活，将儿童参与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加强儿
童参与，让孩子们亲身感受城市的发展变化，不仅有利于培养儿童的社
会责任感与参与能力，保障儿童基本权利，也有利于创新城市治理方
式，激发孩子们参与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积极性，增强对城市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彰显城市文明风貌。同时，通过儿童参与实践，孩子们将获得
不同的体验经历，提升沟通表达、团队合作等能力，拓宽视野与格局，促
进全面发展。

在全社会形成儿童参与的良好氛围
在实现儿童参与的过程中有哪些困难和挑战？杨彩霞认为，从理

念来说，儿童是与成人平等的、独立的、发展中的个体，有自主发声的能
力。有些成人可能对儿童参与产生错误理解，认为这些活动占据儿童
时间，并未对儿童产生帮助。有些开展儿童参与活动的成人，自身专业
性也有待进一步提升，可能会影响儿童参与的质量。成人在听取儿童
想法后，也会出现没有后续计划行动，并未反馈儿童后续进展等情况，
从而降低了儿童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杨彩霞认为，要在全社会宣传儿童参与理念，提升开展儿童参与活
动的质量。要重点面向成人开展能力培训，帮助其更好了解儿童发展
规律，掌握儿童参与基本知识和开展儿童参与活动的步骤技巧。开展
活动要基于儿童真实需求，活动设计要紧密结合儿童身心发展特点，活
动内容要与儿童生活场景有联系，让儿童真正参与其中。

此外，杨彩霞认为，成人要重视落实儿童的想法。儿童参与并不仅
仅是一次活动，而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成人在与儿童的沟通过程
中，要站在儿童的角度去理解和对待儿童的想法，并进行综合考虑，及
时反馈儿童后续进展，让儿童真正参与到城市发展建设中。

魏义方表示，要健全儿童参与机制。在总结儿童参与实践的基础上，
因地制宜开发儿童参与相关工具指南，明确参与方式，规范操作程序。要
拓宽儿童参与渠道。积极搭建儿童参与平台，拓宽儿童参与途径，培育儿
童观察团、“小小规划师”等儿童参与组织。要提高儿童参与能力。对儿童
和成人协助者开展参与能力培训，提高儿童参与的有效性。开展形式多
样、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儿童参与活动，增强儿童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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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高越

2021年9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3个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在全
国范围启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工作。作为首批14个建设国
家儿童友好城市之一，2024年1月，浙江省温州儿童友好城
市建设模式成功获得“中国城市治理创新优秀案例奖”。

温州有什么独特之处？当记者走进温州这座城市，一
幅真正的“儿童乐园”图景正在徐徐展开……

每个孩子都是“城市小主人”
儿童友好城市究竟应该怎么建？孩子们喜欢什么样

的城市？从“一米的高度看城市”，温州决定俯下身，听听
孩子们的想法。

为了倾听孩子们的意见，2021年9月，温州市面向全
市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地域少年儿童，试点招募首批市本
级“儿童观察团”成员，每月有活动，每季有例会，畅通渠
道，让孩子们积极参与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温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辅导员曾晓蓓依然能回忆起
当时的场景，在宽敞明亮的大厅内，首届“儿童观察团”的小
成员们穿戴整齐，纷纷来到圆桌前坐好，开始了他们的讨论。

“希望家门口有直达学校的校车”“希望可以和爸爸妈
妈一起坐共享单车”“希望能有儿童专属的电影院”……

儿童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眼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想象
和憧憬。

如何将孩子的奇思妙想落实呢？这成了大人们的难题。
“为了实现孩子们的愿望，我们积极和运营商交流，征

求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交警意见等，前前后后修改了无数
次方案，才终于让这辆孩子们喜欢的单车面世。”温州市妇
儿工委办专职副主任王珊珊告诉记者。

2022年4月接到订单，5月完成设计，9月投入正式使
用……这是一款温州市为孩子们量身定制的亲子共享单
车，配备可承载儿童乘坐的座椅和儿童专用安全带，在后
轮位置还安装了防夹脚的护脚网。

孩子们为这辆车起了一个最中意的名字——“叮当
车”。小朋友们坐在单车后座，爸爸或妈妈骑起单车时，车
铃会叮叮当当响，非常好听。

除了单车，孩子们还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公交专线。
2021年温州市推出首条“红领巾”微公交品牌专线，每天早
上7点左右，孩子们就会排好队，秩序井然地下车进校。

这辆特殊的车内有儿童专用的座椅，配备了安全带。
考虑到孩子们的身高，还降低了车上扶手的高度，为学生
及家长提供定时点对点接送。

如今，城西公交开通“红领巾”微公交线路46条，其中
常规公交运营线路5条，定制线路41条，为鹿城区、瓯海区
的23所学校学生提供服务，日均服务达到3000人次，解
决了辖区内住宅小区儿童“最后一公里”出行需求。永嘉
县、洞头区也陆续开通定制公交，守护儿童出行安全。

不仅如此，温州倾听孩子们声音的渠道还有很多。
“我希望社区里能有更多的游乐场，放学后能和小伙伴

一起玩”“我建议公共场所多设置一些儿童洗手台，还有图
书馆里多设置一些儿童桌椅，多点适合我们的读物”……

在《温州建设儿童友好城市调查问卷》中，近2万名市
民参与问卷调查，其中包括3000多名幼儿园小朋友与中
小学生，他们对“儿童友好”的期盼很简单：被优待、受尊
重、有权利。

在温州建设儿童友好城市LOGO征集活动中，由一
个笑脸、一朵红色小茶花、一颗小桃心，还有一缕俏皮的蓝
色刘海（浪花）组成的“笑脸组合”起初并没有获得大人们
的关注，但它却以高票收获了孩子们的“芳心”。

“我们当时还使用了贴小红花的方式让孩子们投票，
孩子们居然都选择了这个图案，到底要不要采纳它？经过
讨论，最后大家决定尊重孩子的选择，把儿童友好城市
LOGO的决定权交到了孩子们手中。”温州市妇联党组书
记、主席吴晓娟说。

“儿童是未来的小主人，我们的城市是为他们而建。”
吴晓娟告诉记者，“希望儿童从小树立对家乡的认同感，建
立情感链接，学会观察城市和世界。同时，还可以培养孩
子参与社会的能力和水平，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从小培
养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与城市共同成长。”

“儿童观察团”成员各显身手
“儿童观察团”的小成员们的使命远不止这些，他们东

奔西走，穿梭在各个社区，积极建言献策，每一个孩子都有
了“城市小主人”的样子。

曾晓蓓告诉记者，如鹿城区松台街道菱藕社区就曾向
孩子们发出邀请，为社区公园建设出谋划策。观察团成员
们经过细致观察，提出了许多建议。

有的小朋友提出设置一个洗手台，“在外面玩的时候
我总会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能不能在公园设置一个洗手

台，这样回家就干干净净了！”有的小朋友则建议，“需要一
个完全敞开的休息室，让爷爷奶奶休息时随时都能看到孩
子们在哪里玩。”

几个月后，菱藕社区“乐享公园”正式开园，温州市儿
童观察团成员们成为首批体验官，打卡公园各类游乐设
备，开展职业体验。成员们惊喜地发现，自己之前提出的
建议在公园得到了落实。一名五年级的孩子还打开水龙
头试了试，满意地点点头，俨然一副小大人的模样。

如今，“儿童观察团”影响力已经逐步扩大，报名火爆，
获得了社会的广泛期待。据了解，温州市陆续成立“儿童观
察团”490个，真正实现了让儿童参与“遍地开花”。

在龙湾区状元街道罗西社区，儿童当起了“小小楼栋
长”，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楼道巡查交给我”“我来
跟居民沟通”……孩子们尽职尽责，用实际行动带动社区
居民积极参与，保护辖区内的干净整洁环境。

同时，孩子们还会上门入户进行文明劝导、文明宣传

等活动，时常检查儿童游玩设施，看看螺丝有没有松动等，
罗西社区副主任赵欢慈笑着说：“孩子们都很积极主动，每
次都盼着开会，社区里的老人也格外听孩子们的话，为社
区治理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鹿城区南汇街道大自然社区，“儿童观察团”的孩子
们提议对小区内的垃圾进行处理和分类，吸引带动200多
个家庭参与其中，孩子们还成立了“童心飞扬”志愿服务
队，捡拾垃圾总时长达到2302小时，回收垃圾超5.16万
斤，业主们也纷纷被孩子们感动，自省乱扔垃圾的行为，整
个社区变得越来越干净美丽。

此外，为了满足孩子们学习的需求，社区还为儿童打
造了家门口的幸福学堂，家长张女士告诉记者：“家长五点
下班，孩子们四点就放学，四点半开始的幸福学堂正好可
以衔接这段时间，让孩子们能够学到各种各样的才艺，也
让家长没有了后顾之忧。”

走进瑞安市安阳街道育才社区，一张张古色古香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剪纸标语抓人眼球，这也来自孩子们的
创意。育才社区副书记谢俊说：“孩子们想要看电影，我们
就为孩子们在社区打造了‘童心向党’影吧，孩子们说想要
在社区种菜，我们就为孩子打造了小农场。”谢俊认为，真
正的儿童友好，就是将每一名孩子的建议都放在心上，每
一处细节都站在儿童的角度考虑。

校园成为儿童施展才华的乐园
校园是儿童每天停留最久的地方，在温州，学校成了

“小主人”们施展才华、增长见识、建言献策的家园，也成了
儿童最喜欢去的乐园。

2022年2月14日，温州市南浦小学南塘校区门口南
侧，一条艳丽的黄色斑马线经过3个多小时的“加工”顺利
完成施划，孩子们正兴奋地蹲在地上仔细观察着，时不时
用小手测量着距离。

这条斑马线可不一般，它的设立源于南浦小学学生的
一份提议，在孩子们的推动下，一步步“落了地”，成了温州
市第一条黄白相间的彩色斑马线。

12岁的小学生陈华涵告诉记者，在四年级时，他与班
里的同学发现校门口交通堵塞，不少行人直接横穿马路，
十分不安全，所以建议增加一条特殊的斑马线。

“为了更有说服力，我们还做了各种问卷调查，询问了
不同年级的人，最终交警叔叔采纳了我们的建议，让我们
特别感动和自豪。学校也因此掀起了‘提案热’，学生们都
争先恐后提出更多的建议，想要贡献属于自己的一份力
量。”陈华涵说。在不断参与学校与社会事务的过程中，小
小年纪的他语气沉稳、逻辑清晰。

“学校里如果能有科技馆和博物馆，那该多好啊！”在温
州市广场路小学白鹿洲校区，孩子们的心声变成了现实，学
校利用优秀校友资源，为孩子们建成了贝螺馆和声音科普
馆，让孩子能够真实触摸，感受科技与自然的神奇美妙。

“窗户上面能不能画成蒙德里安的格子画？”“灭火器
的箱子容易撞到孩子，能不能改成圆角？”……每一条奇思
妙想，学校都会认真考量，为了更好倾听孩子们的声音，学
校还设置“校长信箱”，每周五举办校长约饭等，让孩子们
真正参与到校园的建设中。

“在倾听的同时，我们也想要培养孩子们提出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产生获得感和归属感。在探索儿童友
好的过程中，孩子们成长得越来越有自信，学校也发展得越
来越好了，形成了良好的循环。”广场路小学校长潘旸说。

不光是小学生，瓯海区第二幼儿园儿童观察团的成员
们仅有3岁到6岁，但他们依旧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6
岁的林其皓和潘雨彤兴奋地拿着自己的绘画告诉记者，

“幼儿园要举办一场足球赛，我们建议设置休息区，让小朋
友们累了可以休息，饿了可以吃东西！”他们的建议得到了
幼儿园的重视，林其皓也如愿喝到了牛奶。

像这样的学校还有许多，走进瑞安市安阳实验小学，
你可以去萌宠馆看到各种各样的动物，在昆虫馆观察和了
解不同昆虫，在菜地里种上自己喜欢的蔬菜……

而这些，都是孩子们提出的建议。不仅如此，孩子们
还可以在学校里体验各类职业，化身“食堂阿姨”为同学打
饭，化身银行员工为同学“取钱”等，辅导员林春燕告诉记
者，学校还为孩子们提供了可以兑换心愿的“幸福币”，可
以与校长一起吃饭、看电影……

据了解，《温州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促进条例（草案）》
已经进入人大初审阶段，其中有一项重要内容是儿童参与
机制。“六一”将至，温州还将组织儿童观察团成员参观儿
童友好试点单元，参加地方立法征求意见座谈会，让条例
更多体现儿童视角与儿童心声。

儿童的声音能被听见，离不开温州市自上而下的不断
努力，从先行先试到“温州模式”，以儿童友好的“小支点”
撬动城市发展的“大变化”，全域推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与
温州经济社会同步发展，让城市真正成为儿童的乐园，变
得更有温度、更有活力。

——记浙江温州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中的儿童参与

俯下身，倾听儿童的心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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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瓯海区第二幼儿园儿童观察团成员用绘
画表达意见。 高越/摄

温州市南浦小学校长与孩子们交流。 高越/摄

温州瑞安市安阳街道育才社区里的小农场。 高越/摄

亲子共享单车。 温州市妇联供图

温州市南浦小学南塘校区的孩子们正在观察
斑马线绘制。 温州市妇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