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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打响南粤家政品牌 争做全国“排头兵”

温州：提质扩容结硕果 奋楫逐浪谋共富

济南：以人为本 构建生态圈赋能家政企业

编者按：家政服务业是朝阳产业，大有可为。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有利于扩

大居家养老和育幼等服务的供给，是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的重要举措，是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人民生活品

质的重要内容。2019年以来，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领跑

者行动重点推进城市（简称“家政领跑城市”）扛起“领跑”

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印发工作方案，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

管、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头雁效应”初步显现，形成了一批

典型经验。为此，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司会同城市和小城镇

改革发展中心、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进行了总结梳理，现予以

刊发，供其他地方学习借鉴，引导全国各地深入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持续推动家政服务业规范发展。

□ 本报记者 程 晖

广东省广州市自2019年成为家政领跑城

市以来，相继成立了“粤菜师傅”“广东技工”

“南粤家政”三项工程羊城行动领导小组，提出

支持发展家政服务业的十类30项措施，确定

了7家领跑企业、3个领跑社区和两所领跑学

校，助力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

彩”。2021年底，广州市家政企业数（不含个

体工商户）774个，较2019年增长39%；家政从

业人员46万人，较2019年增长31%。其中，

员工制家政企业64个，企业产值2.3亿元，在

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亮点之一：打造全国领先的家政产业体系

一是加大财政扶持。对认定为市级家政

服务龙头企业和诚信企业的按规定分别给

予30万元、20万元一次性奖补；对“羊城家

政优质服务门店”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补，

逐步建成供给与需求基本平衡的家政服务产

业体系。

二是促进产业融合。依托176个羊城基

层服务站整合养老、医疗等资源，积极打造“家

政+养老”“家政+智能家居”“家政+社工”等特

色示范项目，满足多样化、差异化需求，较好地

实现了产业融合。

三是大力培育员工制家政企业。出台员

工制家政企业补贴政策，平均每年从就业补贴

资金中安排5000万元。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员

工制家政企业就业，按规定给予每人每年1万

元的专项就业补贴。

四是建立区域帮扶机制。广州积极与梅

州、清远及贵州等地建立家政扶贫对接帮扶机

制，助推对口帮扶地区就业扶贫。2021年 3

月，“南粤家政”羊城行动助推毕节就业家政扶

贫入选全国社会领域公共服务助力脱贫攻坚

58个典型案例。

亮点之二：初步形成“15分钟优质家政服

务圈”

一是建设线下服务站点。依托党群服务

中心布局，搭建起包含居家服务、母婴服务、养

老服务、医疗护理、转介服务等五大服务内容

的服务站点，形成“一街（镇）一品”的“家政+”

多元素组合特色服务模式。目前，家政街镇服

务能力覆盖率达到100%。

二是打造线上服务平台。建设完善公益

性家政公共服务平台——家政服务综合平台，

打通176个羊城家政基层服务站，提供管理平

台和服务端口。截至今年11月25日，平台进

驻家政企业528家，登记在册家政从业人员动

态数据26万条，服务超47万余人次，累计登记

追溯约40万个服务订单。

亮点之三：打造家政培训“广州标准”和

“广州质量”

一是强化家政专业建设。2021年，广州

有市属本科高校和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

45所，其中开设家政服务相关专业的共 24

所，相关专业学生1.49万人，市属职业院校

2021 年就业率 92%以上，技工院校就业率

98%以上。

二是打造先进培训体系。构建“技能培

训+操作实训+技能评价+就业服务”一体化的

服务体系，与法国、日本、菲律宾等国家的高端

机构合作，完成4项全省家政课程培训标准体

系编订工作。2021年7月，参加省第一届“南

粤家政”技能大赛总决赛，获得金牌、奖牌、总

分皆为全省第一。

三是落实培训优惠补贴。打造省市区三

级家政培训基地38个，累计发放培训基地补

贴1000余万元。开展引进家政培训课程、服

务标准、评价规范补助，符合条件的基地每个

给予5万元一次性补贴。3年累计培训家政从

业人员21.6万余人次。

四是推进家政领域产教融合。推进国家

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建设，筹划广州市轻工高级

技工学校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等75个重大项

目。截至2022年3月，5家家政企业入选省级

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库。

亮点之四：率先出台多层次的人才保障

政策

一是提高职业保障水平。推出全国首个

家政服务业“商业+公益”保险保障新模式，制

定《广州市家政服务“商业+公益”综合保险办

法（试行）》，推出“商业保险+公益补贴”线上投

保、补贴及理赔申请通道，帮助家政企业及从

业人员增强抗风险能力。

二是给予积分入户优惠。自2020年起,

将家政从业人员纳入广州市特殊技能、特殊艰

苦行业一线从业人员范畴，并给予积分入户照

顾。2020年~2021年，共有11名家政从业人

员通过该项政策成功落户广州。

三是开展行业薪资调查。开展 2021 年

广州市“南粤家政”工资报酬水平调查，发

布保姆、月嫂、育婴员等相关岗位工资价位

数据，为保护从业人员合法权益提供了重要

抓手。

亮点之五：建立可信赖的家政服务信用

体系

一是发放“安心服务证”。2020年5月启

动广州市家政“安心服务证”项目，推进持证家

政服务“可查询、可追溯、可评价”。已累计培

训发证超6万人。

二是开展信用等级评价。创新发布全国

首个家政从业人员信用等级评价标准，将家

政企业信用等级划分为5A~1A五个等级，为

家政服务信用评价提供标准和支撑。目前，

广州市5A级家政企业9家；4A级家政企业

8家；3A级家政企业17家；2A级家政企业60

家；1A级家政企业39家。

□ 刘道生

近年来，浙江省温州市全面推进家政行业

规范化、法治化、标准化发展。现有家政企业

475家，家政从业人员7.8万余人，家政产值达

43.97亿元，培育了70余家竞争力强、服务质

量高、经济社会效益好的员工制家政企业，建

成社区家政服务网点102个，确定了5家领跑

企业、两个领跑社区和3所领跑学校，家政脱

贫工作入选《社会领域公共服务助力脱贫攻坚

典型案例》。

亮点之一：创新打造“法治家政”发展模式

一是出台家政服务管理条例。温州市于

2019年正式启动家政立法工作，2021年3月

26日，《温州市家政服务条例》经浙江省人大常

务委员会审查批准，于2021年8月1日起正式

施行。温州市因此成为全国第一个完成家政

服务立法工作的地市级城市。

二是建设家政服务质量标准体系。2021

年12月3日，温州市正式施行《家政便民服务

点建设与运营规范》《家政服务溯源管理规范》

和《家政服务母婴护理服务规范》三项地方标

准，率全国地市之先建成家政服务质量标准

体系。

亮点之二：创新打造“数字家政”发展模式

一是率先实现家政全流程线上服务。温

州市自主研发了“温州家服云”信息系统，并

与浙江省商务厅“浙里好家政”平台对接，贯

通数据4.3万条，入驻机构191家，数量全省

第一。

二是依托信息平台持续优化服务。温州

市创新构建了家政人力资源挖掘、开发、储备、

适配、评价、信用、保障、监管的全链条立体化

互动式生态服务治理系统，建成家政服务全流

程评价体系。

亮点之三：创新打造“放心家政”发展模式

一是建成家政服务信用工作体系。温州

市全力搭建家政服务信用体系，目前已核对查

验从业人员6.8万名，为消费者享受家政服务

装上“一把安全锁”。

二是建成家政服务健康管理工作体系。

出台家政服务人员健康体检标准，并提供健康

体检补贴，把牢家政服务人员的安全底线。目

前累计持码人员近4.4万人。

亮点之四：创新打造“便民家政”发展模式

一是家政产业集聚实体多点开花。温州

市先后建立4个家政产业园区，并进行政策资

金补贴。温州家庭服务市场目前已集聚20个

家政机构，累计接待市民6万余人。

二是建设社区家政便民服务点。温州市

建成社区家政便民服务点102个，累计发放社

区家政便民服务网点补贴459万元。连续组

织以“沐便民暖风·享云惠家服”“家政小巴进

社区”等系列主题家政便民服务活动，服务市

民3万余人。

三是创新打造家服驿站。依托经济型酒

店、青年旅社等，为家政服务人员每年每人提

供10天的优惠住所。2021年建成家服驿站床

位600张，服务人员超600人次。

四是实现多端驱动的“乘法效应”。温州

市形成以4个家政产业园区为核心，102个家

政便民服务点为触角，“温州家服云”信息平

台为依托，三个层次的线上线下家政服务交

流供给体系，推动与家服驿站、社区服务、

培训机构呼应联动，进一步打通家政“最后

一公里”。

亮点之五：创新打造“品牌家政”建设模式

一是打造独具特色的家政品牌。温州市

各县（市、区）、职业院校结合地方产业和文

化特色，联合家政企业开展品牌建设，先后

建成了“楠溪月嫂”“海霞月嫂”等温州家政

品牌。

二是搭建大型企业合作渠道。引进科技

企业与家政领跑企业共同打造“智慧养老”

家政服务模式，探索建立“机构—社区—居家”

一体化智慧医养平台。

三是建立家政企业评价体系。制定《温州

市家政服务机构培育补贴赋分标准》等文件，

对在发展员工制、社区服务等方面取得成效的

给予最高20万元的补贴。2021年，共补贴企

业18家，发放补贴234万元。

亮点之六：创新打造“扶贫家政”发展模式

一是畅通家政劳务协作机制。依托“百城

联动促发展”跨省劳务协作机制，组织家政企

业前往河南信阳、安徽阜阳、四川南充及遂宁、

贵州铜仁、湖北恩施和湖南湘西等地开展35

余场跨省劳务协作招聘会，吸引来温就业人员

2000余人。

二是降低家政人员就业成本。推出家政

服务人员就业专项补贴套餐，目前已累计发放

家政人员补贴452.9万元。

三是融合家政培训就业与扶贫。每年培

训低收入家政人员 2000 多人次，就业率达

94.8%，帮助永嘉、洞头等市内区县500余户次

“零就业”家庭实现就业增收。在四川、江西、

陕西等地通过家政技能扶持“零就业”家庭

1600余人次。

□ 本报记者 程 晖

近年来，山东省济南市积极创新思路，注

重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和品牌培育，形成“政策

引导、市场共建、协会助力”的工作格局，构建

起“创新、融合、共享、多赢”的家政生态体系。

目前，济南市有600多个家政企业，确定7家领

跑企业、两个领跑社区、3所领跑学校。“阳光大

姐”商标被认定为中国家庭服务行业首个“中

国驰名商标”。

亮点之一：强化技能培训，赋能高素质人才

一是育训并举。济南市有5所市属高等职

业院校、两所驻济民办本科院校、22所中等职

业学校面向养老、育幼等方向开设了家政服务

类相关专业，培养家政服务高素质从业人员，

年在校生4.8万人。济南市扩消费、促发展专

项资金中，对省商务厅等有关部门认定或备案

的家庭服务培训机构，通过职业技能鉴定机

构、人力和社会保障部门考试合格，职业技能

鉴定等级在中级以上的育婴员，按照每人最高

不超过500元对家政服务培训机构予以补贴。

二是以赛促教，技能为本。“阳光大姐”被

确定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连续三届夺得

全国巾帼家政职业技能大赛冠军。

三是实施“金围裙”工程。2019年以来，

济南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新开设家政、护

理、早教、人力资源等相关专业287个，吸引相

关专业学生进入家政行业。

亮点之二：强化标准建设，赋能高质量服务

一是加强标准引领。成立了家庭服务行

业协会，出台《济南市家庭服务业行业公约》。

“阳光大姐”作为首批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示

范单位，是全国家政服务标准化示范基地，承

担全国家政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

作，在全国家政行业率先引入了ISO9001质量

管理体系，制定企业标准1260项、地方标准

9项、国家标准5项。

二是加强信用建设。将家政企业为所属

家政服务员建立的信用记录纳入扩消费、促发

展专项资金支持项目，对企业信用记录按每家

不高于10万元的标准进行补助，对家政服务

员信用记录按每人不超过100元给予家政企

业补助。目前，已有90多家企业在国家家政

信用平台建立企业信用记录，归集家政服务员

信用记录近2.5万条。

三是加强家政便民。推动家政进社区，支

持家政企业设置服务网点，每建1个直营门店

给予2万元奖励，每个企业最高不超过20万

元。鼓励家政企业针对社区居家养老提供

专业化服务，济南市四个区县购买的居家养

老服务中，有7家家政企业上门为920位老

人提供养老服务。推进家政院校进社区，带

着“手艺”深入社区为居民开展家政服务活

动。如莱芜职业技术学院依托社区建立的

卫生服务站，一年来已为周边居民小区培养

急救员近1000人次。

亮点之三：强化品牌培育，赋能可持续发展

一是以评促建，引导员工制转型。试点建

设员工制家政示范企业，构建指标体系，以评

促建、以评促改、评建结合，形成员工制家政企

业发展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经验。如“阳

光大姐”对服务人员评分定等级，等级与员工

待遇直接挂钩，吸纳工作年限长、信用记录佳

的从业人员成为正式员工，为其办理社会保

险，引入职业化轨道，以稳人心促进稳服务水

平、以立标杆促进立质量标准。

二是加大扶持，引领产业集聚发展。2019

年~2021年，济南市积极落实家政服务业税费

减免政策，已累计为在国家家政信用平台建立

企业信用记录的78家家政企业落实减免额度

347.8万元。济南市济阳区积极打造“家政之

都”，对接“阳光大姐”开展“十万农村育龄妇女

培训工程”，积极推动“阳光大姐”示范区周边

形成与之配套的家庭用品加工、餐饮住宿、交

通物流等产业聚集，带动更大区域内综合效益

提升，形成集聚格局、发挥集聚效应，产生良好

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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