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云港市儿童发展规划

2020 年度监测统计报告

儿童的成长关乎社会的未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后续动

力。2020 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为了全面、准确、动态地反映

《连云港市儿童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以下简称《规划》）

完成情况，对全市《规划》实施情况进行年度监测统计，并在此

基础上形成了《连云港市儿童发展规划 2020 年度监测统计报告》。

一、基本情况

全市各级和各部门能紧紧围绕《规划》有关指标要求，对儿

童事业的发展更加重视，《规划》指标完成进展顺利，《规划》规

定的指标基本完成；但个别指标还没有达到要求。

2020 年，省妇儿工委和省统计局对儿童统计监测指标作了

部分调整，共分 7个部分，66 个指标；在设置的 5 个方面 20 个

重点监测指标中，儿童重点监测指标有 8 个。

全市结合全市儿童发展状况，对监测指标进行了补充完善，

形成了较为完整全面的儿童监测指标体系，并在《规划》中对重

点监测指标完成时限进行了分解明确。

儿童发展省重点监测评价指标

指标名称 单

位

本年 规划

指标目标

上年同期 是否

完成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 98.14 98 98.14 √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 99.2 99 99.2 √

省和设区市优质幼儿园覆盖率 % 93.24 90 90.46 √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 93.08 85 86.95 √

婴儿死亡率 ‰ 2.95 5 以下 2.89 √

乡镇（街道）配备专兼职儿童社会工作

者的比例

%
100 100 100 √



7 岁以下儿童健康（保健）管理率 % 97.25 95 97.34 √

严重多发致残出生缺陷发生率 % 0.68 0.5 以下 0.26 √

儿童发展省重点监测评价 8 项指标，都超过市十三五《规划》

规定的目标， “7 岁以下儿童健康（保健）管理率”和“婴儿

死亡率”虽然达到《规划》目标，但数据比去年有所降低。

二、《规划》各领域的实施情况

（一）儿童健康保障体系不断完善。2020 年，全市级各

部门围绕《规划》，各县区将儿童规划纳入地方政府总体规划中，

完善县、乡、村三级妇幼健康服务网络，改善农村及经济薄弱地

区妇幼卫生基础设施和服务资源短缺状况。

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合格率提升至 100%，完成《规划》合格

率达到 95%以上的目标。其他医疗保障标准，如：婴儿死亡率

2.95‰，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4.57‰，出生缺陷发生率 0.68‰，

低出生体重发生率 2.53%，都分别超额完成了《规划》控制在 5‰、

8‰、5‰、4%以下的目标。托幼机构卫生保健能力进一步完善，

5 岁以下儿童贫血患病率、5 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5 岁以下

儿童低体重率分别为 4.67%、0.34%、0.81%，达到 5%以下的目标

要求。感染艾滋病的孕产妇及所生儿童采取预防母婴传播干预措

施比例、感染乙肝的孕产妇及所生儿童采取预防母婴传播干预措

施比例均达到 100%，超过规划明确 95%以上的指标要求；儿童的

健康管理进一步强化。7 岁以下儿童保健管理率为 97.25%，完成

《规划》 95%以上的指标要求；医疗队伍建设和医疗设施建设逐

年提高。千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为 2.97 人，比上一年提

高 0.12 人，千人拥有医疗机构床位数为 6.31 张，比上一年提高

0.08 张，人均医疗资源在稳定提高。儿童预防免疫接种进一步



扩大，疾病防治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2020 年，全市儿童卡介

苗接种率、百白破疫苗接种率、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率、含麻疹

成分疫苗接种率、乙肝疫苗接种率、甲肝疫苗接种率、乙脑疫苗

接种率、流脑疫苗接种率分别为99.9%、99.84%、99.86%、99.87 %、

99.87%、99.84%、99.85%、99.73%，均达到《规划》95%以上的

目标要求。流动人口中婴儿死亡率、流动人口中 5 岁以下儿童死

亡率均为 0。落实支持母乳喂养的相关政策进一步完善。2020 年，

全市 6 个月以内婴儿纯母乳喂养率 75.03%，超过 50%以上的目标

要求。

（二）进一步保障儿童受教育权利。儿童是国家的未来

和希望，提高人口素质从教育抓起。近年来，全市不断加大教育

投入，加大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儿童受教育的权利得到有效保障。

2020 年地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130.12 亿元，比上一年度增加

8.33 亿元，增长 6.8%。学前教育网络更加完善。幼儿入园公办

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比例达到 93.08%；在园幼儿数 16.48 万

人，比上年度减少 2.12 万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98.14%，达到

《规划》98%的目标要求；城市公办幼儿园数 71 个，比上一年增

加 19 个；镇区和乡村公办幼儿园数 360 个，比上一年度减少 13

个，整体公办幼儿园数量在增长。义务教育质量不断提高，九

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 99.74%，达到 99%以上的目标要求；小学学

龄儿童净入学率、初中阶段毛入学率均达到 100%，高中阶段毛

入学率达到 99.2%；小学阶段巩固率、初中三年巩固率分别为

99.75%、99.72%。流动儿童、残疾儿童教育和特殊教育受到普遍

关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儿童在校学生数 3420 人，比上一



年度增加 15 人；特殊教育在校学生数 1347 人，比上一年度增加

142 人；义务教育流动儿童、残疾儿童巩固率分别为 99.52%、98%，

高于 99%和 98%的目标要求；初中阶段流动儿童、残疾儿童毛入

学率均达到 100%；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

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人数 43327 人；家庭教育工作社会化组织网

络逐步形成。全市家长学校数 1581 个，家长学校培训人次达到

11.87 万人次，100%的学校和幼儿园、城镇社区和 92.09%的行政

村建立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点，配有专兼职指导教师，

中小学及幼儿园的儿童家长年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率达到 100%，

都已完成《规划》终期目标。

（三）儿童的公共文化活动更加丰富。更加注重儿童青

少年文化产品。2020 年全市出版少儿类读物年增长率 5%；儿童

图书出版物 8.4 万册；儿童音像制品 4 万盒（张）；公共图书馆

少儿文献 64 万余册，比上一年度增加 2万余册；儿童文化活动

阵地建设进一步巩固。乡镇文化活动中心设立儿童阅览室或儿童

专用书架的比例、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设立儿童阅览室

或儿童专用书架的比例、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设施开设妇

女儿童活动场所比例、村（社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覆盖

率均达到 100%，儿童公共文化场所教育功能发挥明显。2020 年，

组织未成年人参观科技馆 21.66 万人次，参观博物馆 64.32 万人

次。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成效显著，为儿童公共文化活动提供良好

的平台。2020 年，全市万人拥有公共文化设施面积达到 3817 平

方米，比上一年度增加 316 平方米，增长 9%。

（四）儿童的法律权益更加受到重视。儿童的人身权利



得到有效保护。2020 年伤害儿童人身安全案件查处率和对儿童

人身侵害案件法定审限内结案率都达 100%。预防和减少未成年

人犯罪取得明显成效。2020 年，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占同期犯罪

人数的比例为 1.4%，维持上年比例；未成年罪犯占刑事罪犯的

比例为 4.98%，比上年下降 0.05 个百分点；对符合规定的未成

年人犯罪记录实行依法封存率达到 100%。儿童法律援助制度和

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作用发挥明显。2020 年，全市得到法律机

构援助的未成年人数 502 人，对符合条件的儿童依法获得及时有

效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比例达 100%。

（五）儿童的福利保障制度进一步健全。社区服务机构

加大对儿童的登记管理，2020 年，全市社区服务机构总数 2364

个，比上一年增加 100 个；社区服务中心（站）1695 个，比上

一年度增加 7 个；便民利民网点数 453 个，与上一年度持平。2020

年，全市农村留守儿童数 21577 人，相比去年减少 1938 人。十

三五期间全市不断完善 16 周岁以下流动留守儿童登记管理制度，

保障流动留守儿童的各项权益，留守儿童的教育、学习、娱乐得

到有效保障。残疾儿童基本医疗保障和救助政策得到有效落实，

到2020年，全市建立残疾儿童康复的残疾人康复服务机构25个，

残疾儿童接受康复训练和服务人数 2539 人。儿童福利服务机构

建立力度不断加大，对弱势儿童的服务救助更加关注。到 2020

年，全市儿童福利机构个数 2 个，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数均为 5 个；城市街面未成年人流浪发现救助

保护率为 100%，达到《规划》目标要求。

（六）儿童生存的社会生活环境进一步改善。随着地区



经济的持续发展，人们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对高质

量的环境条件的追求更加迫切，近年来，地区不断加大环境治理

力度，儿童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得到极大的改善。2020 年，城镇

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现住房建筑面积分别达到 49.32 平方米、

57.27 平方米，比 2015 年分别提高 7.01 和 16.96 平方米；建成

儿童中心（儿童之家）1677 个，村（社区）妇女儿童之家建成

省级示范基地的比例达到 10%；农村集中式供水受益人口比重达

到 99.7%；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达到 99.6%，比去年提高

2.19 个百分点，远超《规划》95%的目标；空气质量良好以上天

数比重为 81.1%；地表水好于Ⅲ类水质的比例为 81.8%，比去年

提高 9.1 个百分点；全民体质测定网络覆盖率，家庭、学校、社

会多种途径对儿童进行环保知识教育，儿童环保知识知晓率均达

到 100%。

（七）儿童的安全庇护保障措施进一步健全。社会对儿

童人生和饮食安全更加重视。2020 年对儿童人身侵害案件法定

审限内结案率达到 100%；人员配备更加齐全，乡镇（街道）配

备专兼职儿童社会工作者 97 人；村（居）聘请专兼职儿童社会

保护督导员数 1702 人。儿童保护的法治宣传教育更加广泛，学

校、家庭、社会形成良好的保护儿童氛围。2020 年，全市中小

学配备法制副校长（辅导员）比例达到 100%。儿童活动设施和

场所的服务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娱乐安全得到保证。在用大型

游乐设施的定检率、儿童娱乐设施抽查批次合格率、儿童玩具质

量抽查批次合格率均达到 100%。儿童的用品安全、饮食安全、

出行安全受到高度关注。校车定期检验率、儿童用品抽查批次合



格率、儿童药品、儿童食品抽查批次合格率均达到 100%。

三、《规划》实施需要关注的问题

“十三五”期间，我市各级政府、各相关部门坚持“儿童优

先”原则，认真实施《规划》，儿童事业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

成绩显著，截至 2020 年底，我市儿童各项发展目标基本实现，

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一些亟待关注的问题。

一是关注弱势群体中的儿童教育问题。残疾儿童、家庭贫

困学生、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农村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

的教育问题仍较突出，亟待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促进儿童的全

面发展和权利保护，仍然是今后一个时期儿童工作的重大任务。

二是完成情况相较去年下降。部分重点检查指标虽然到达

《规划》指标标准，但是整体趋势还在反复，有指标低于去年同

期，这方面应该引起重视。特别儿童健康方面，神经管缺陷发生

率为 0.57/万，相比去年发率 0.21/万，有较大增长；婴儿死亡

率为2.98‰高于去年0.06个千分点；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4.57‰，

比去年高了 0.6 个千分点；5 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 0.34%，比

去年高了 0.12 个百分点。还有 0-6 个月以内婴儿纯母乳喂养率

75.03%相比去年下降 2.21 个百分点；7岁以下儿童健康（保健）

管理率、新生儿疾病筛查率相比去年也有所下降。此外，有些活

动受去年疫情影响有所减少，指标下降，如家长学校培训人次、

未成年人参观博物馆人次等。

四、对策建议

一是关注《规划》指标完成情况，加强后续跟踪。虽然

全市《规划》中儿童各项发展目标基本实现，但是部分指标



后需继续提高，例如儿童健康管理方面，需要继续提高出生

缺陷综合防治服务体系；提高免费婚前医学检查率、免费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产前筛查率和新生儿疾病

筛查率，注重儿童健康发展

二是同步推进质与量建设，确保《规划》全面落实。各

级各部门在重视抓好监测指标落实的同时，要对《规划》所列内

容认真研究在质量建设上下功夫。着重保护儿童生存、发展、受

保护和参与权利，切实提高儿童工作社会化、专业化、科学化

水平，努力缩小儿童发展的城乡、区域、群体差距切实提升儿童

社会福利水平，提高儿童整体素质，促进儿童全面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