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 州 市 总 工 会
杭 州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杭 州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杭州市人民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文件

杭总工〔2024〕43 号

关于印发《杭州市推进用人单位托育服务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县(市)总工会、发改局、卫健局、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

市各产业工会:

现将《杭州市推进用人单位托育服务工作实施方案》印

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杭 州 市 总 工 会　 　 杭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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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杭州市人民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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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推进用人单位托育服务工作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关于推进用人单位托育服务工作的实

施意见》 (浙总工发〔2024〕 8 号)精神,切实推进我市用人单

位托育服务工作,实现“幼有善育”的目标,现制定实施方案

如下:

一、深化托育服务设施建设。 将托育服务设施纳入用人

单位及产业园区建设规划,鼓励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

高等院校、产业园区等整合改造利用现有存量建筑开展托育

服务,尽可能通过空间混合、功能复合,盘活现有的公共服务

场所和设施。 托育场所的设置应远离对婴幼儿成长有危害的

建筑、设施及污染源,有独立的出入口和通道,符合相关安全

质量标准、环保标准和消防安全、建筑隔声、日照标准等相关

规定。 〔责任单位:市卫生健康委、市建委、市规资局,配合单

位:市发改委、市总工会〕

二、鼓励多样化办托模式和服务内容。 用人单位可通过

单独、联合或购买服务等方式,为本单位职工提供方便可及的

福利性托育服务。 基层工会应组织开展职工托育需求调查,

通过托育机构或者微托育等方式为单位职工 3 岁以下婴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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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托

育服务需求达到 20 人以上的需设置托育机构,托育服务需求

20 人以下的可设置微托育点。 〔责任单位:市总工会,配合单

位:市卫生健康委〕

三、提供普惠性托育服务。 符合《杭州市普惠性婴幼儿

照护服务机构认定管理暂行办法》条件的,按规定给予补助。

托育机构用水、用电、用气原则上应装设分表单独计量。 暂不

具备单独装表条件的,由向托育机构转供水电气的主体和托

育机构一起,与供水、供电、供气企业约定采用定量或定比的

方式,确定托育机构应执行的水电气用量。 符合上述条件的,

托育机构用水、用电、用气按照执行居民价格的非居民用户标

准执行,对用于提供托育服务的房产、土地等,符合《关于养

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政策的公告》 (财

政部公告 2019 年第 76 号)要求的,按规定免征契税、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不动产登记费等项

目收费。 符合条件的,可减免教育附加费。 〔责任单位:市卫

生健康委、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市税务局〕

四、加强医育结合专业指导。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

充分发挥自身职能,加强对用人单位举办的托育机构建设的

业务指导;发挥儿童保健人员专业优势,为托育机构提供专业

的儿童保健、科学养育、意外伤害、疾病预防指导,并为入托婴

幼儿建立健康和成长档案。 〔责任单位:市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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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供专业人才支撑。 支持在杭高校设置婴幼儿托育

相关专业或开设相关课程,加快探索养育照护从业人员职称

晋升通道。 搭建托育服务工作职业技能竞赛平台,开展各层

级保育师职业技能竞赛,竞赛中优秀获奖选手优先申报杭州

市技术能手、杭州工匠、市职工经济技术创新能手等,为用人

单位托育服务工作提供人才支撑。 〔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

人社局、市总工会、市卫生健康委〕

六、加大保障支持力度。 工会组织对新建的用人单位托

育机构(不含幼儿园托育部)可根据实际情况,按一定比例予

以一次性补助。 用人单位开展托育服务所需经费,可从工会

经费中列支。 对管理规范、服务模式可复制的示范单位,优先

推荐申报全国爱心托育用人单位。 办托单位可优先推荐参评

各级相关荣誉。 〔责任单位:市总工会、市卫生健康委,配合

单位:团市委、市妇联〕

七、建立评价指导机制。 加强对用人单位托育服务工作

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突出需求导向、效果导向,建立科学

评价机制,组织培训与交流,及时总结成绩和经验,研究分析

存在的问题,不断提升用人单位托育服务整体水平,营造全社

会重视托育工作的良好氛围。 〔责任单位:市总工会、市卫生

健康委、市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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