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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长宁区儿童友好城区品牌服务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责任部门
实施时间/

开展频次
主要内容及成效 备注

1 儿童友好街区建设

区妇儿办

区妇联

各街镇

正在开展

创新研究制定《长宁区儿童友好街区规划导则》，结合各街镇“15 分钟生活

圈”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公共活动空间情况，打造“一街一品”儿童友好

街区。开展海派文化儿友好街区、红色文化儿友好街区、艺术科创儿友好街

区、滨水宜居儿友好街区、时尚商圈儿友好街区、融情国际儿友好街区、老

少同乐儿友好街区、科普实践儿友好街区、运动活力儿友好街区、绿色生态

儿友好街区等儿童友好特色街区的培育和优化建设，全面打造儿童友好公共

空间和环境氛围。

2
“苏河小宁”儿童

参与行动
区妇儿办

区妇联

正在开展

持续深化儿童友好社区儿童议事会制度，全区打造“苏河小宁”工作品牌，

分层分类推进儿童参与。在“苏河小宁”IP 形象设计中注重广泛征集，发动

中小学生参与设计，并据此制作系列儿童友好宣传品，发送到各个街镇社区

家庭,配送到爱心暑托班。开展儿童友好主题夏令营、引导儿童自导自演制作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短片，促进家、校、社联动融合发展。推出“苏河小

宁”儿童议事会“萌治学堂”研修营项目，12 个中小学校的小小议事员，通

过考察和学习提交了 15 份关于城区治理等提案并得到有关部门的回应和采

纳。11 月 20 日世界儿童日，苏河小宁“萌治学堂”学员做客上海教育电视

台《一起来成长》。在区妇儿办举办的男女平等国策征文中一等奖获得者“10

后”初中生作为首位儿童嘉宾，参加上海市“妇女与发展”论坛第 55 期讲座。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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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区教育数字化

转型
区教育局 正在开展

2021 年，长宁区获批成为全市首个教育数字化转型实验区。先后印发《长宁

区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行动方案（2021-2023 年）》《长宁区教育数字

化转型实验区发展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3)》。在全市率先完成教育数

字基座，走出一条整区推进“标准化+个性化”的转型之路，数字作业、课后

服务、智慧体育、知识图谱、幼儿健康管理、教师画像等六大重点教育场景

不断迭代升级。长宁教师利用基座低代码工具自主开发了 300 多个应用，让

技术应用更加贴近真实需求，实现减负增效。基座目前采集、关联、治理了

1.2 亿条数据，为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教师的因材施教和学生的健康成长

提供支撑。长宁区整区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入选“2022 中国基础教育典型案

例”。

4
青少年“微芯”科

学教育实验室

区教育局

区科委
正在开展

2023 年 4 月 23 日下午，长宁区教育局、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

所牵头组建长宁区青少年“微芯”科学教育实验室。实验室向高中生开设了

线上和线下的芯片设计和微流控芯片课程，并承接中学生科学认知体验活动，

提升儿童对科技创新的认识度和参与度。学生从踏入实验室的第一步，就能

够自己动手真实体验芯片研究的全过程，第一块由中学生自行设计并制作成

功的芯片于 2023 年 4 月如期诞生，这也是上海市中学生的“001”号芯片。

科学教育实验室积极推动青少年科创意识和科创能力，为教育“双减”做好

科学教育加法。

5
全过程人民民主进

校园

区府办

区教育局

区信访办

区司法局

区妇儿办

正在开展

积极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进校园，深化儿童议事会制度，有力推动儿童参与

公共事务。一是当好全国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信息采集员，参与源头

立法，产生全国首例中学生参与国家立法意见征询并被采纳。二是当好政府

重大行政决策建议员，在长宁区重大行政决策进校园中，中学生积极参与新

式里弄卫生设施改造意见征询，关于“增加适老配套设施”的建议被采纳。

三是当好人民建议征集法治观察员，通过法治观察点活动积极建言献策，推

动青少年参与社会法治实践。四是当好校园事务管理员，围绕垃圾分类、手

机管理等参与学校民主治理,一部部校园“法”应运而生。五是当好基层社会

治理议事员，走入社区，走进城区，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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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长宁区图书馆“新

页书房”
区文旅局 正在开展

2022年长宁区图书馆创造性建立上海首家以读者为中心的区级智慧借阅服务

应用场景“新页书房”，打造了沉浸式、互动式的阅读服务；2023 年 10 月，

升级为智慧型主题教育专题馆，具备语音交互、个性化书单推荐、自助约座、

机器人送还书、自助柜借还书等功能，让市民在使用图书馆服务过程中具备

“无感”而有获的体验特性。2023 年 4 月，长宁区图书馆与长宁文化艺术中

心（长宁非遗保护中心）联手，将原“中国元素”（北渔路 95 号）改造升级

为“新页书房·非遗主题馆”，囊括“非遗典藏”“上海民俗”“古典文学”

“旅游天地”“科创手工”“饮食生活”“少儿”七大类主题资源，具备多

项智慧模块。2024 年，重点建设内设于长宁文化艺术中心一楼的“新页书房

——艺术主题馆”，打造艺术主题式、配套多元化、数字化辅助的全新、创

意、便捷型艺术主题馆，深化“公共文化服务圈”建设，让艺术美育融入百

姓生活。

7
“明德尚法杯”青

少年法治活动

区司法局

区教育局
正在开展

长宁区“明德尚法杯”校园法治品牌自“六五”普法期间启动，至今已历经

近 10 年。构建了政府部门组织、华东政法大学等高等院校支撑、青少年法治

特色学校引领、全学段覆盖的四维工作格局。通过有效整合区内政法高校的

优质资源，着力推动“法律进学校”工作，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进校园，推

动中小学生参与源头立法、法制宣传等，提升青少年法治意识，深化儿童在

长宁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中的参与度和感受度。为确保品牌的持续健康

发展，在法治特色学校的支撑下，开发了《模拟听证》等系列法制教材，确

保了品牌运作的标准化、制度化、长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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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为孩子父母学校

区法院

区妇联

团区委

正在开展

1984 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成立了全国首个“少年犯”合议庭，开创了

人民法院少年审判的先河，已帮助近 4000 名迷途未成年人重归社会，据统计，

约有 93%的未成年刑事被告人来自离异、留守等家庭。为最大限度降低离异

对未成年子女的负面影响，1989 年，区妇联、区法院联合创办了首个“为孩

子父母学校”，联合制作了微电影《离婚了，我们依然是最爱你的爸爸和妈

妈》等作品，35 年来，在这所特殊的学校里，进行融情、理、法为一体的法

制、伦理道德和心理教育，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法官带着鲜活的

案例走进课堂，引导深陷家事纠葛的离异夫妻不要成为“问题”父母。2021

年，区法院和团区委、上海市青少年事务中心共同建立了“青梓荟”，实现

探望场所实体化，组建司法监督人、社会监督人、亲属监督人三支队伍，纾

解探望难题、维系亲情纽带、护航未成年人成长。

9
“宁萌护未”联动

护卫儿童安全成长
区检察院 正在开展

“宁萌护未”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服务中心线上平台小程序，融合了长宁区未

成年人检察社会服务中心的各项职能，为未检工作提质增效插上了科技的翅

膀。小程序设置了“社会服务”“举报咨询”“法治宣传”等版块，通过手

机微信可快速方便转介服务需求、收集监督线索、开展法治宣传等，实现文

书流转更高效、沟通联系更便捷、线索收集更畅通，依托“宁萌护未”小程

序,通过网络实时收集线索，已在电竞酒店治理、母婴室规范设置、校园周边

及未成年人经常活动场所公共安全治理等领域均开展了监督工作。目前，小

程序已经进驻上海首家“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云”和“上海长宁”APP，将线索

收集对接法治副校长、法治辅导员、宁萌卫士队伍，实现涉未成年人权益线

索一键报告。同时推动“宁萌护未”小程序链接市级“人民群众最期待的法

治为民办实事项目”--市场局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服务活动，共同守“未”

未成年人“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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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睛”彩人生，医

路“瞳”行——儿

童视觉健康服务

区卫健委 正在开展

在全市率先成立以区疾控中心为核心的区级视觉健康中心（暨长宁区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治技术中心），形成分工明确的“社区-医院-疾控”三级服务网

络。2019 年开始，实现全区 4～18 岁儿童青少年屈光发育建档的全覆盖，持

续为复诊儿童提供绿色便捷通道。

作为首批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技术试点区，以学校为主阵地，借助

区域“医教结合”平台，创新“健康校长”制度，不断探索学校近视防控的

新方式。持续完善“两年一循环”的学校近视防控工作调研，依据学校特色

实现精准防近，从户外活动、护眼米字操、低强度红光干预等技术层面入手，

持续探索和评估有效的近视干预方式。开发健康教育产品和近视防控科普工

具包，通过学校-家庭-社区-医疗机构，结合“6.6”全国爱眼日、世界视觉

日开展多层面、多途径的入园、入校、入社区的健康宣教。

11
12345+N 长宁模式”

的妇幼保健体系
区卫健委 正在开展

一是联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华东师范大学，搭建一个区域妇幼健康服务平

台，二是从政策和保障机制两方面开展探索，三是完善院所联动、高校社区

联动、临床预防联动三相联动，加强辖区妇幼保健服务队伍建设，开通社区

微学堂平台，优化儿童早期发展课堂。四是秉承“优质、均衡”四字法则，

注重服务品质与可及性。五是夯实“生命安全、技术支撑、系统保健、信息

保障、街镇联动”五网合一，最大程度保障了母婴生命安全。六是形成 N个

惠民服务特色，将适宜技术下沉到社区，建立了盆底诊疗康复中心、儿童身

高管理门诊、儿童语言障碍筛查门诊。提升区域妇幼群体的健康素养和幸福

感。长宁区开展辖区妇幼保健服务体系建设以来，辖区妇幼群体对妇幼保健

服务的满意度达到 98.22%区妇幼保健院（所）已成功举办三届“妇幼长宁”

论坛，“建设五网合一妇幼卫生体系，创新互联共享妇幼服务模式”获第四

届“上海医改十大创新举措”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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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困境儿童“艺术护

照”非物质帮扶项

目

区民政局 正在开展

创设“艺术护照”非物质帮扶项目，把人文关怀、社会融入、精神慰藉、心

理疏导和能力提升相互融合，探索从单一的物质救助到依据需求的长期心理

教育的成长保护，从临时救助到注重精神救助和全面成长保护这一全新关爱

方式。开展六年来累计服务困难家庭青少儿 800 余人 2万人次，荣获上海民

政系统第三届“优秀文化品牌”称号。困难家庭儿童文化福利补贴每人每年

300 元，为全市最高。

13
国际少儿创新艺术

邀请展

区文明办

区妇联
正在开展

国际少儿创新艺术邀请展已经连续在长宁区天山公园内的上海艺术礼品博物

馆举办了八届。由上海市儿童基金会、上海市教育基金会主办，长宁区有关

部门协办，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征集，以“家庭”等为主题，展示上海少年

儿童艺术创意作品，共筑当代美育蓝图。

14

“奔跑吧·少年”

儿童青少年主题健

身活动

区体育局 正在开展

区体育局为儿童青少年开展主题健身活动、运动项目体验、体育俱乐部打卡、

校外培训等，每年 3000 余人次儿童青少年免费参与。面向长宁区中小学生举

办长宁区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暨长宁区“青春杯”、“希望杯”中小学生运

动会,预计 3000 余人次中小学生参赛。

15
四年级小学生游泳

体育课

区教育局

区体育局
正在开展

长宁体育厚植游泳全民健身的土壤，将游泳运动发展为长宁体育优势项目，

并涌现出列如徐莉佳、唐奕、唐钱婷等一批“高峰”人才，这得益于我区持

续打好游泳群众体育基础“高原”。为进一步培养我区少年儿童游泳兴趣，

区教育局、区体育局积极开展全区四年级游泳体育课教学工作，确保小学毕

业时学生游泳合格率达到 90%以上，为游泳运动在我区普及与提高奠定扎实

基础。

16
政府实事——托育

服务

区教育局

各街镇
正在开展

加大力度优化公共托育服务，推动幼有善育，2024 年新增 250 个公办幼儿园

托班托额、250 个社区托育“宝宝屋”托额，为区域家庭提供更好的托育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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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政府实事——体育

强身

区建理委

区体育局

新泾镇

正在开展

持续优化儿童运动健身空间和环境，2024 年将完成周家浜全线 2公里健身步

道贯通；新建虹桥体育公园市民健身步道；改建虹桥河滨公园篮球场；新建

改建 10 个市民益智健身苑点。

18
政府实事——文化

惠民
区文旅局 正在开展

加强文化配送和指导力度，优化文化空间，提升儿童友好阅读空间。2024 年

新推出 5处以上区级“家门口的好去处”、18 个居民区公共文化服务示范点；

推出不少于 200 场公益性文艺演出、400 场阅读推广活动、1000 场社区公益

电影放映服务，以及 1000 场艺术导赏、展览展示、微旅行等特色活动；市、

区两级配送文艺指导不少于 1800 课时。

19
小学生爱心暑（寒）

托班

团区委

各街镇
每年

每年全覆盖开办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小学生爱心寒托班，缓解小学生假期看

护和托管难问题，为区域职业女性和家庭提供更好的支撑。在全市率先推出

小学生爱心暑（寒）托班就餐食品安全管理规范指引，全方位确保食品安全。

注：包括至 2025 年正在开展或计划开展的民心实事项目、服务举措、品牌活动等，并在备注中标明“计划开展”或“正在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