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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职工家庭逐渐增多的背景下，家政服务
员在婴幼儿成长过程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其除了要满足基本的生活照料需求外，还要能
够有效地促进婴幼儿的动作能力发展。婴幼儿时
期是人生理、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动作能力的发
展不仅关系到儿童未来的运动能力，更与认知发
展和社会能力的培养密切相关。在此背景下，探
索家政服务员在促进婴幼儿动作能力发展中的有
效策略与技巧对于支持婴幼儿的全面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因此，本文将探讨家政服务员在婴幼儿
早期教育中的作用和效果，旨在提出具有实际操
作意义的策略和技巧以优化家政服务内容，提高
服务质量，从而促进婴幼儿的整体发展和健康成
长，期望本文提出的策略能够为家政服务业务的
专业化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创建婴幼儿安全探索环境
创建婴幼儿安全探索环境要求家政服务员依

据婴幼儿的生理发展特点和安全需求精心设计活
动空间。这一活动空间应足够宽敞，地面应铺设
环保无毒的软垫，以防止婴幼儿滑倒；家具及器材
的布置必须确保所有角落均圆润无锐角，以免幼
儿在活动中触碰到硬物而受伤。另一方面，家政
服务员在选择婴幼儿的玩具和活动设施时也需要
重视其安全性和教育功能。应选择适龄的玩具，
如婴儿健身架、软质积木、音乐玩具等，婴幼儿可
通过抓取、拍打等动作来探索物体的使用方式，从
而增强手眼协调能力和动作控制能力。在这一过
程中，家政服务员应定期检查玩具的完整性，确保
没有破损或锐利的边缘，避免小部件松动造成吞
咽危险。

2.提供多样化的体能活动
为婴幼儿设计一系列既安全又具有挑战性的

体能活动能够有效地促进其大肌肉群的发展，从
而增强其爬行、走路、跳跃等基本动作能力。具体
而言，在初始阶段可设置安全的爬行障碍课程，利
用软垫、隧道和轻质障碍物创建一个刺激的环境，
鼓励婴幼儿自主爬行探索，可增强婴幼儿的体力，
激发他们对环境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促进其认知
能力与动作技能的同步提高。随着年龄增长，可
以引入更多动作游戏，如模仿动物行走、跳舞等，
这些活动有助于婴幼儿理解身体各部位的功能，
同时锻炼身体的协调性和平衡感。而随着动作能
力的进一步增强，家政服务员还应创设更为复杂
的体能挑战，如为年龄稍大的幼儿提供平衡木或
小型滑梯等活动设备，这不仅能进一步提高幼儿
的身体能力，还能在遵循安全规范的前提下增加
他们的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还可以引入球类游
戏，如轻型篮球或足球，培养幼儿的团队协作能力
和竞争意识，同时锻炼他们的反应速度和精细动
作技能。

3.引导和鼓励婴幼儿自主探索
家政服务员应为婴幼儿提供多样化的玩具

和探索材料，如各种质地的布料、大小不一的
球、色彩丰富的积木等，这些物品能够激发婴幼
儿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在这个过程中，家政服
务员要注意关注婴幼儿的反应，观察他们如何
与这些物品互动，从而理解他们的偏好和能力
水平，继而提供适合其发展阶段的玩具和活动
建议。与此同时，家政服务员在促进婴幼儿自
主探索的过程中还需要对婴幼儿的探索行为给
予积极的反馈和适时的鼓励。在婴幼儿尝试爬
过一个小障碍或自行完成一个拼图时，家政服
务员应及时给予肯定和表扬，这种正向反馈能
够增强婴幼儿的自信心，鼓励他们继续探索并
尝试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家政服务员还应细心
倾听婴幼儿的需要和兴趣，使他们能够自主选
择想玩的玩具或参与的活动，从而让他们在游
戏中获得更多的自我驱动力和满足感。

结语
综上，家政服务员在婴幼儿动作能力发展中

的作用不容忽视，他们的专业技巧和细心关怀对
婴幼儿的成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创建
婴幼儿安全探索环境、提供多样化的体能活动以
及引导和鼓励婴幼儿自主探索，将有助于促进婴
幼儿的安全、健康成长。因此，为了进一步提升家
政服务的质量和效果，相关培训机构应加强对家
政服务员在儿童早期发展方面的专业培训，同时
家庭和社会也应给予更多的支持，共同促进婴幼
儿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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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不断
结合中，我国形成了所有制+分配制度+资
源配置体制“三位一体”的基本经济制度
体系，标志着这一体系基本成熟定型。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高质量发展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
务”。在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
化的过程中，推动基本经济制度体系更加
成熟定型是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经济基础，也必将成为新时代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制度支撑。

一是所有制更加成熟定型为高质量
发展提供结构优势。首先，公有制经济
主体作用确保高质量发展的社会主义方
向。“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制度决定了在我国劳动者是生产资料所
有者的根本性质，显示出社会主义不同
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体现了以人民
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保障高质量发展的
社会主义方向，要通过管理创新和技术
变革，不断为公有制经济注入活力和竞
争力，继续发挥公有制的主体优势。其
次，非公有制经济为高质量发展持续提
供活力和动能。“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
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既是市场经济运
行规律的客观要求，又表明非公有制经
济在高质量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2013
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上榜89
家，民营企业仅有7家；2023年世界500
强企业中，中国企业上榜142家，其中民
营企业43家，3家民营企业进入世界前
100强。2023年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
企业256家，民营企业244家；2023年进

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营收门槛分别
为3429.8百万美元和2249.8亿元，营收
总额为329万亿元，这表明千亿级营收民
企正在成为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中坚力
量。民营经济获得平等、充分、健康的发
展，能够极大地增加税收、推进技术创
新、促进金融发展，民营企业是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

二是更加成熟定型的分配制度在高
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推进高质量
发展需要完善初次分配制度。社会主义
社会的劳动报酬不能完全由市场力量来
决定，这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体面劳动
和尊严生活的关键。聚焦高质量发展要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使社会财富尽可
能向劳动者倾斜，使劳动者收入增长与
国家GDP增长基本同步，才能在劳动者全
面发展、社会稳定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推进高质量发展
需要健全再次分配制度。当前，间接税
占比高导致中低收入人群实际税负较
重、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地区收入
差距大、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覆盖面和
水平不够高、不够精准等都需要在再分
配环节更加注重公平。要强化政府在不
同收入主体之间进行再调节的机
制和功能，通过公共服务和替代收
入来促进社会公平。推进高质量
发展需要激发第三次分配热情。
第三次分配是在坚持自愿性原则
的基础上，鼓励全社会尤其高收入
人群，积极投身慈善事业，推动资
源与财富的再次流动。充分动员

第三次分配，对于消解“仇富”“躺平”等
负面社会意识、促进共同富裕能够起到
积极补充作用。

三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高水平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
障”。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首先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这是加
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
容，对于全面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活力，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
次要推进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现代化，形
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合力。经济高质量
发展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政府
宏观调控功能的理性运行，使宏观治理
能力和治理效率进一步提高，“有效市
场”和“有为政府”高度契合。

实现高质量发展，要以构建高水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抓手，继续坚
持“两个毫不动摇”激发各类市场的活
力，持续完善分配制度扎实稳步推进共同
富裕，推动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体系更加成
熟和定型，从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提供制度支撑和动力支持。

以更加成熟定型的
基本经济制度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

康爱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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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
的经济发展成就，然而这也带来了许多
问题，如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压力，城乡区
域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工业化带来的污
染等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开始
了“新型城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
践。长三角地区是中国最具活力和经济
实力的地区之一，率先实践了中国式现
代化。本文将就中国式现代化在长三角
率先实践的可行性进行论证。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定义和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的现代

化，是中国根据自身国情和历史文化传
统，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一种具有中
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其特征包括：一
是产业结构升级。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
重要特征是产业结构升级，即从劳动密
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
服务业转型。这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
率，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二是创
新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另一个重要特
征是创新驱动，即加强科技创新，培养创
新型人才，提高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推
动经济转型升级。三是绿色发展。中国
式现代化的第三个重要特征是绿色发
展，即将环境保护放在首位，采取可持续
发展的方式，以解决资源环境承载力的
问题。

二、长三角地区的优势和挑战
长三角地区包括江苏、浙江、安徽和

上海一市三省，是中国最富有活力和经
济实力的地区之一。其优势主要包括：
一是地理位置优越。长三角地区位于中
国东部沿海，与全球主要经济体距离较
近，是中国最重要的开放门户之一。二

是人口基础雄厚。长三角地区的人口基
础雄厚，人才资源丰富，有助于推动经济
发展和产业升级。三是经济结构先进。
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结构先进，工业化和
城市化程度较高，有助于实现经济转型
和产业升级。

长三角地区也面临一些挑战，主要
包括：一是资源环境承载力问题。长三
角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面临巨大压
力，尤其是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供应短
缺和环境污染问题，这给实现绿色发展
带来了挑战。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长
三角地区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
和区域差距较大，这需要加强区域协调
和统筹规划。三是创新能力不足。长三
角地区的创新能力相对较弱，需要加强
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提高科技含量和
技术水平。

三、长三角地区率先实践中国式现
代化的可行性

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
具活力和经济实力的地区之一，具备率
先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条件和基础。
具体可行性分析如下：一是产业结构升
级的可行性。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
转型已经初见成效，服务业和高技术产
业的比重不断增加，劳动密集型产业和
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这表
明长三角地区具备产业结构升级的可
行性。二是创新驱动的可行性。长三
角地区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和优良的
创新环境，尤其是上海的科技创新能力
和人才优势明显，这为实现创新驱动提
供了可行性。三是绿色发展的可行性
长三角地区的政府已经加大了对环境

保护的力度，采取了一系列环保措施，
如限制排放、治理污染、推广清洁能源
等，这为实现绿色发展提供了可行性。
四是区域协调的可行性。长三角地区
的省市之间经济联系紧密，区域协调和
统筹规划的机制已经初步建立，这为实
现区域发展协调提供了可行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道路，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
具活力和经济实力的地区之一，具备率
先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条件和基础。
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创新驱动和绿色发
展，长三角地区将有望实现经济转型升
级和可持续发展。然而，长三角地区也
需要加强区域协调和资源环境保护，解
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创新能力不足等
问题。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
需要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坚持绿色发
展和环境保护，建立科学的资源环境承
载力评价体系，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
协调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在长三角率先实践的可行性论证
张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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