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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业如何助力乡村振兴？商务
部等1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家政兴农行
动计划（2021-2025 年）》（以下简称《计
划》）。当家政与“兴农”结合，如何激发行
业发展潜力、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抓住
风口，宁波家政这样“打样”！

家政从业者待遇提高
有人收入倍增

宋玉军，一位耐心细腻的“东北大汉”，
10年前从东北老家来到宁波，偶然间结缘
家政。如今宋玉军是安健家政服务有限公
司的一名家政服务员工，并多次在公司被
评为“护理之星”。

刚入行的时候，宋玉军为养老机构的
老人做养老护理。由于工作耐心细致，老
人们都特别“认”宋玉军,不少老人一定“要
小宋照顾”。在忙碌工作的同时，宋玉军不
忘在岗培训。在养老护理、病患陪护等领
域，只要有专业培训的机会，宋玉军都会见
缝插针去学习提升。目前宋玉军正在宁波
卫生技术学院学习“老年保健和健康管理
专业”的大专课程。

“成长特别快，现在宋玉军已经是我们安
健的骨干力量。他现在担任安健护理部主
任，这段时间带着一个20多人的护理团队常
驻在鄞州安康医院。现在我们一旦有新的项
目，宋玉军都会在前期负责带队开拓。”

“来宁波进入家政行业之前，我在老家
做过保安、服务员，现在做家政服务工作是
原来收入的3倍。这一行业让我实现了‘一

人就业、全家脱贫’的梦想。”宋玉军感慨道。
像宋玉军这样通过从事家政服务工作，

解决就业问题、脱贫致富的例子不在少数。
由于专业性要求提高，家政服务的技

术含量越高的项目，价格越高。例如钟点
工最高可超过45元／小时，月嫂服务价格
已超过18000元／月，住家育儿嫂一般
6500元／月以上，护工最高可达12000元
／月。家政服务一线从业人员薪资待遇也
随之提高，通过对419名家政服务人员收
入情况调查显示，月收入超过4500元的占
46.5%，月收入超过8000元的占7%。

家政从业者
90%来自农村

商务部数据显示，我国家政服务从业
人员已达3000万人，约有90%的人员来
自农村地区，目前该行业存在2000万人左
右的缺口。且该行业就业门槛低、就业容
量大，待遇正在得到提高，因此在吸纳农村
劳动力方面有广阔空间。

自2017年以来，商务部大力实施“百城
万村”家政扶贫，会同相关部门出台就业、创
业、培训、保险、金融、信用建设等支持政
策。截至2020年底，累计吸纳85万贫困地
区劳动力从事家政服务，取得积极成效。

宁波也不例外。目前我市已有家政类
企业1500余家，吸纳从业人员15万—18
万人，成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再就业人员
实现就业的重要渠道，并在精准帮扶脱贫
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通过对宁波市88家家政服务企业的调
查发现，下岗再就业从事家政服务人数占
比约为5%，农村转移劳动力从事家政服务
人数占比约为95%。其中浙江各地区农村
转移劳动力从事家政服务人数占比约为
30%，来自浙江省外的全国各地区农村转
移劳动力从事家政服务人占比约为65%。

打通供需两端“痛点”“堵点”
宁波走在前列

目前在家政服务领域，从供给侧看，农
村劳动力“出不来、留不住、干不好”是突出
难点；从需求侧看，消费者找家政服务员

“找不着、找不起、找不好”是痛点堵点。
《家政兴农行动计划（2021-2025年）》

提出了7项22条工作举措，亮点之一就是打
通家政服务供需两端的堵点痛点。目前我
市在这方面的建设和探索取得积极进展。

如何确保“出得来”？《计划》提出，强化
重点人群帮扶；加强供需双方对接，建设家
政劳务输出基地；促进家政服务下沉，鼓励
家政从业人员返乡创业等。

实际上，近年来在“百城万村”家政扶
贫工作中，宁波就组织润家家政等多家重
点家政企业，在湖南湘西、贵州黔西南等地
为建档立卡户组织开展家政技能培训并推
荐就业，邀请具有家政服务专业资格、高级
职称和丰富教学经验的师资团队，采用理
论讲授与现场实践指导相结合的教学方
式，向学员讲授涉及家政服务的多种知识
和技能，为当地精准脱贫提供助力。

要确保“留得住”“干得好”，既要提升
家政服务员的职业技能，同时也要维护好
其合法权益。

近年来，我市积极开展家政企业等级
评定和从业人员星级评定工作，目前共46
个单位和2000余人次通过评审；同时构建
家政培训体系，先后完成了家庭保洁员、家
务助理员、病患陪护员、婴幼儿照护员、母
婴护理员等五项家政服务工种的培训体系
建设，按照该培训标准，近两年共鉴定合格
人数1743人。

《计划》还指出，要补齐标准认证、诚信
体系建设等短板。这方面，我市同样也走
在前面。截至目前，在商务部家政信用信
息平台和浙家政综合服务平台上，宁波市
已有272家政企业建立信用档案；家政服务
员信用信息录入62504人。录入家政服务
员数据条数，包括身份信息、健康信息、保
险信息、从业信息、培训及考核信息、身份
核验信息等合计434957条。记者 史娓超

“家政兴农”5年计划出炉

抓住风口，宁波家政这样“打样”！

家政员在护理老人家政员在护理老人。。

200多平方米的室内中庭，宽
阔无界，桌椅板凳随时可以根据会
议、活动、讲座等需求拼搭；长长的
走廊里，蓝色、黄色、橙色的横条标
语，醒目亮眼。芝士公园5楼芝创
空间，这里是“新联会”成员们平时
开展活动的“家”。

“我们这里有60多家商户，经营
者基本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芝士
公园“新联会”会长张磊杰告诉记者，
创业者们从事文化、艺术、创意生活类
工作，大多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因

为这些教育中介机构从业人员年纪
较轻、思想活跃，海曙区委统战部在
前期广泛调研基础上，确定在芝士公
园试点开展全区楼宇统战工作。

2019年8月28日，芝士公园楼
宇“新联会”正式成立了。“同心圆”
怎么画？张磊杰动了不少脑子。首
先，他们组建了微信群，让芝士公园
内的100多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
都成为了“一家人”。

同时，结合“红色思想引领线”
系列活动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让楼宇统战工作“亮”起来。开展
“寻找新时代奋斗强者”活动，分享
创业的故事，全面营造比学赶帮、争
先向上的良好氛围。

此外，“新联会”还架设起了基
层统战“连心桥”，让楼宇统战工作

“活”起来。开展“共建统战之家”交
流讨论活动，经常性开展联谊交友、
创业同行共赢等特色活动，既能让
商户们知情明政，又能助力海曙社
会经济发展。 记者 滕华

通讯员 沈家柱 张静 文/摄

芝士公园有个楼宇“新联会”
是60多家文化艺体商户的“娘家”

当前，楼宇经济已成为驱动新一轮城市发展的重要策略，商务楼宇由“竖起来的社区”逐步发展成为“叠
起来的社区”。在这些楼宇中，集聚了大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民营企业家等统战成员。开展楼宇统战工作、
推进统战多元力量协同治理，已逐渐成为新型治理体系的重要行动。

位于宁波地标三江口的芝士公园，一“出生”就自带“光环”。作为全国首个全时城市学习综合体、具有文化气质
的商业综合体，芝士公园在4.7万平方米的大楼里集纳了60多家文化、艺体、亲子、乐活类商户。自由而青春的创业
者们，在芝士公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简称“新联会”）的引领下，终于有了自己的“娘家”……

扩展渠道、资源联谊
“娘家人”都安排上了

29岁的崔中飞是抖音上有名的手工
艺人，在芝士公园里，他经营着一家木制
品手工店，名叫“骄傲的小木匠”。从2018
年6月芝士公园开园，他就是第一批入住
商户。从当初的40多平方米的小店，到如
今已扩容了3倍。2019年“新联会”成立，
他率先加入。

“有‘娘家’依靠的感觉，挺好的。”崔
中飞是新宁波人，选择在宁波创业。顺风
顺水地度过2018年和2019年，刚进入
2020年就遇到了疫情，这对实体店影响
太大了，直接关停了约半年。“我们的难
处，‘新联会’也看到了，他们积极帮忙扩
展渠道，为商户推荐和销售产品。”

都是创业者，别的商圈、商户有没有
什么地方可以学习，有没有什么资源可以
嫁接？这些，个体创业者很难有机会去获
取。不过，芝士公园“新联会”的“娘家人”
帮他们想到了。在和南站商圈“新联会”
的一次联谊活动中，崔中飞认识了不少从
事休闲旅游相关产业的新朋友。经过一
位朋友推荐，他接到了一笔特殊的订单，
为一家户外基地设计制作儿童城堡和成
品展示区。“我们经营的边界扩大了，以前
是坐在店里等生意，现在能把触角延伸到
外面去了。”

楼宇“新联会”画好“同心圆”，服务青春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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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面积200200多平方米的芝创空间多平方米的芝创空间，，是是““新联会新联会””的的““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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