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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国家卫健委等多部门联

合印发的《母乳喂养促进行动计划
（2021-2025年）》提出，到2025年，
公共场所母婴设施配置率达到80%
以上；所有应配备母婴设施的用人单
位基本建成标准化的母婴设施。这一
目标的实现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完善标准，形成法律法规，才能
更好保障母婴权利。”张荆说。

近年来，各地在此方面持续探
索。广东省出台了母婴室安全标准规
范《母婴室安全技术规范》，深圳市将

“公共场所母婴室配备率”纳入妇女发
展规划指标体系；浙江省实施了《母婴
室建设与管理规范》省级地方标准，规
定了母婴室的建设、管理、服务和监督
与改进的要求，以杭州为例，全市公共
场所母婴室已建成738个，标准化率
达到95%以上……

针对母婴室管理问题，各地也不

断创新做法。在浙江，“智慧母婴室”
服务平台的上线让家长们能快速查到
附近的母婴室并根据导航路线找到准
确位置，等级、设施配置等详细信息也
便于使用者进行个性化筛选。在广
东，广州为确保“专室专用”，有的母婴
室加装了电子门锁，使用者拨打旁边
张贴着的联系电话，就会有值班人员
第一时间前来开门；深圳当地组建起
母婴室社会监督员队伍，建立专家
库，以评促建推动母婴室的服务及运
营管理。

蔡君表示，应加强对母婴室建设
维护单位的培训指导，同时持续开展
宣传科普，提升社会各界对母婴室建
设管理的重视和支持。“希望在各方努
力下，‘母婴室自由’早日实现，我们

‘宝爸宝妈’带娃出行也能更放心。”龚
女士的丈夫胡先生对记者说。
新华社记者张晓洁 胡梦雪 栗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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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母婴室的设置还未达到要求，与人们的期待也还有一定距离——

如何更好地让母爱无“碍”？
“900公里高速，没找到一个能用的母婴室。”不久前，母婴室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议话题，网友们在吐槽找

寻、使用母婴室经历的同时，也对理想中的母婴室提出了更多期待。
现实情况与美好期待有怎样的差距？如何更好地让母爱无“碍”，让“宝妈”们早日实现“母婴室自由”？记者

近日走访多地进行了调查。

走进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一座百
货大楼的“妈妈小屋”，大小不一的婴
儿换衣台有序摆放，三间哺乳房独立
隔开，还有防溢乳垫、母乳保鲜袋等爱
心护理产品。在周边工作生活的邹女
士是这里的常客。

记者走访发现，目前，城市中规模
较大的商场、部分地铁站、高铁站等公
共区域大多配有母婴室，大部分母婴
室可满足喂奶、换尿布等基本需求。
但在一些规模较小的商场、高速休息
区等区域，母婴室却不常见。

一些母婴室标识不够醒目是许多
受访者的共识。邹女士表示，自己常
去的几个母婴室条件都不错，但由于
不熟悉线上搜索渠道，去陌生地方如
无明显标识，容易陷入“找不到、问不
明”的窘境。家住浙江余姚的“宝妈”
龚女士回忆：“时常要问工作人员，有

时自己抱着娃，跑上跑下找半天，确实不
太方便。”

找到母婴室位置后，排长队、被占
用、上锁、周边环境不佳等情况也劝退不
少家长。

部分受访者表示，有些母婴室里面
“锁不上”或外面“上了锁”，甚至被无
关人员占用，体验感大打折扣。母婴
室设置在厕所边有时异味逼人，设置
在吸烟室旁常常烟味很重。“面对这样
的情况，根本无法在里面喂奶。”天津市
民张女士说。

记者调查发现，不同母婴室在设施
配备上参差不齐。家住广州市越秀区的
许女士今年夏天刚生了宝宝，面对有的
母婴室“一张哺乳椅都没有”的情况，她
只能选择坐在马桶盖上勉强完成喂奶。
此外，洗手池有热水、室内有温奶器等也
是许多家长的共同需求。

2016年，原国家卫计委等十部门
和单位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母
婴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经常有
母婴逗留且建筑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
或日客流量超过1万人的交通枢纽、
商业中心、医院、旅游景区及游览娱乐
等公共场所，应当建立使用面积一般
不少于10平方米的独立母婴室，并配
备基本设施。

但目前母婴室的设置还未达到要
求，与人们的期待也还有一定距离。
原因何在？

专家认为，经营者未设置母婴室、
一些人占用母婴室或将第三洗手间等
同于母婴室，反映出公众整体意识有
待加强。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副主
任张荆指出：“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的
经济价值一般较高，在部分公共场所
经营者眼里，母婴室设置与经济利益

本身没有直接关联，更多的是社会责任
的体现，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母婴室变成
了可有可无的存在。”

前期规划也是一大原因。杭州市卫
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李刚表
示：“个别场所在前期规划建设中没有预
留空间，给后期增设、改建带来难度，因
此我们会根据场地条件将母婴室进行等
级划分。现在对于新建场所，我们会提
前与场所主管单位沟通，为母婴室预留
合适场地。”

管理方面，专家认为，一是资金投
入不够。李刚表示，目前各地出台的
母婴室资金补助政策多是一次性补
助，持续性的资金投入机制尚未建立。
二是以劝导为主的监管方式效果有限。

“母婴室目前暂未涉及处罚。”广州市母
乳爱志愿服务队母婴室项目负责人蔡
君说。

找寻使用母婴室确实不太方便

现实与人们的期待还存在差距
实现“母婴室自由”需各方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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