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5月8日 星期三

本版编辑 宋翠茹 组版编辑 谭 梅 经 济 7

尽管发展迅速，但与百姓的迫切需

求 相 比 ，家 政 服 务 行 业 还 存 在 许 多 短

板，在有效供给、行业发展规范、群众满

意度等方面还有不小提升空间。

为改善行业服务质量，省商务厅专

门制订《家政企业诚信经营规范》，会同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推广家政服务

合同示范文本。青海省“一示范、多领

跑”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三年行动方案

也 提 出 ，要 与 消 费 者 签 订 家 政 服 务 协

议，公开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明确服

务内容清单和服务要求。

为提升家政服务业专业化水平，省

商 务 厅 加 强 行 业 培 训 教 育 ，分 经 营 管

理、家政服务技能、提质扩容 3 个层次，

采取线上线下融合方式，举办 3 期家政

服务培训班，累计培训各类从业人员近

2000 人。同时，鼓励家政企业开展在岗

培训、业务研修、技能竞赛等，以家政服

务业经营管理人才、家政培训师资人员

和家政服务从业人员为重点培训对象，

推行新上岗家政服务人员岗前培训制

度，在岗家政服务人员每两年至少进行

1次“回炉”培训。

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近年

来，青海省商务部门积极完善家政服务

企业和家政服务从业人员信用档案数

据库，落实家政从业人员个人信用记录

注册、跟踪评价和管理制度，逐步实现

为每一位合格的家政从业人员配发“居

家上门服务证”，鼓励家政企业持证派

单，从业人员亮证入门。

此外，为促进家政服务品牌化、规

范化发展，提高家政服务业惠民生、扩

就业、促消费能力，青海省围绕发展员

工制家政企业、推动家政进社区、保障

从业人员合法权益、推动家政领域信用

建设、深入开展岗位培训和校企合作、

培育家政服务品牌、搭建区域间供需协

作机制等方面，促进家政服务企业良性

发展，提高从业人员专业素质。

目前，青海省已为促进家政服务业

发展制定财政资金支持标准，将家政企

业开展信用体系建设、教育培训、进社

区纳入支持范围，采取项目后补助方式

给予资金支持。同时，对评定的“领跑

者”企业、制定标准的单位通过以奖代

补方式给予资金奖励。通过在西宁市

城西区、海东市互助县开展家政服务提

质扩容示范（试点）工作，全省已评定奖

励 10家“领跑者”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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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

本报记者 谭梅 通讯员 许霞

家政服务业是促消费、稳就业、惠

民生的重要领域，关乎千家万户的幸

福生活。

如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养

老服务需求增加以及生育政策的优

化，居家养老、康复护理、育婴育幼、烹

饪保洁等多样化的家政服务需求呈现

刚性增长，家政服务市场规模不断扩

大。

同时，消费者的需求日趋个性化、

多样化，人们对家政服务有了更多期

待。比如，从普通的打扫卫生、保姆照

料等，延伸提升为整理收纳、上门代

厨、养老照护等。因此，加快推进家政

服务业扩容提质，实现行业规范化发

展尤为紧迫和重要。

对此，青海省商务厅印发《“一示

范、多领跑”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三年

行动方案（2022—2024 年）》，推动家政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需求，解决家庭小型化和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问题。同时，

支持社会力量走进社区提供优质家政

服务，尤其是针对“一老一小”，大力培

育龙头示范企业，取得良好成效，让越

来越多的居民享受到了既暖心又安心

的家政服务。

怀胎十月，一朝分娩，妈妈们的身

体与精神都需要专业的产后恢复、调养

和休息。由此，月子会所应运而生，成

为越来越多新手妈妈的首选。

春暖花开的日子，记者来到金月汇

青海店月子会所，在销售经理曾文的指

导下，穿上鞋套，经过全身喷雾消毒后

进入会所休养区域。

在婴儿洗护恒温室，隔着玻璃门记

者看到，一位年轻的护士正在为一名婴

儿洗浴，她一只手托着婴儿的头，另一只

手给婴儿清洗身体，动作娴熟而专业，婴

儿挥舞着小手享受着温馨的沐浴。

来到一间月子房，会所总经理娄欣向

记者介绍了各种设施与服务，“月子房里

都是使用直饮水，单独配置洗衣机，做到

‘一客一清’，床单被套‘一客一换’。每个

客人离开后，都会用紫外线、消毒液对房

间以及洗衣机、窗帘等设施进行消毒。”

婴儿房里，给宝宝做视、触、听觉训

练的各种玩具和设施一应俱全。“我们

的护士都经过专业培训，她们会教宝妈

怎么喂母乳，同时还承担着喂奶、早教、

游泳、洗澡、抚触等专业服务。一个护

士最多只服务 2 个客户，每天都会及时

记录孩子的体温、大小便、身体变化等

数据。”据娄欣介绍，她在 2019 年加盟了

西安品牌“金月汇”，创办了青海金月汇

健 康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于 2021 年 创 办 了

“悦子树”这一自有品牌，2023 年又加盟

了北京品牌“月禧”。四年来，仅“金月

汇”就已服务客户 1000 多名，在西宁市

乃至青海省形成了规模和影响力。

为了让“新晋妈妈”安心坐月子，在

省商务厅等各方支持下，娄欣持续改善

三 个 会 所 的 软 硬 件 设 施 ，强 化 团 队 建

设，专业化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考虑到青海空气干燥，我们为每

个房间配备了生态氧吧，还安装了恒温

恒湿设备，确保空气清洁度、氧含量、湿

度、温度适合‘宝妈’康复和孩子发育。”

娄欣介绍，会所还分别引进了知名品牌

的月子汤和疗愈型产后修复等专业服

务。

“刚接触‘金月汇’的时候，已经怀

孕 四 五 个 月 了 ，是 我 爱 人 的 同 事 推 荐

的。我们过来看了一下环境，房间很温

馨，配套也齐全，通过介绍了解到护理

团队很专业，产后就直接入住这里了。”

张圆开心地对记者说，入住后感觉挺好

的，工作人员服务非常用心、细心又有

耐心，会关注妈妈们的情绪变化，及时

进行心理辅导，感到非常满意。

据了解，“金月汇”拥有一支具有三

甲级专业背景的医护团队，建立了月子

会所八大标准化管理体系，中高层管理

技术人员均有五年以上医护专业经验

背景，确保宝妈和宝宝能接受系统、完

善、规范的专业护理。而这种专业的服

务，也让“金月汇”在西宁市的妈妈群体

中形成了良好口碑，深得客户认可。

2023 年，“金月汇”整体业绩保持稳

定增长，总收入同比增长 15%，客户数量

和留存率也显著提升。现在，他们又推

出了婴儿保健理疗、月子餐外送等新的

服务项目，取得良好的市场反响。

让“新手妈妈”安心坐月子

对于家政业来说，把触角“伸入”居

民社区，才能更好地服务千家万户。

作为青海省家政行业“领跑者”，冠

卓护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卓护

理公司”）积极响应商务部“一刻钟”社区

便民生活圈建设号召，致力打造“家政示

范社区”，将邻里中心作为家政进社区的

阵地和窗口，还加盟了养老行业的享老

驿站——“小迪管家”，依托社区设立家

政服务网点，提供各类便捷家政服务。

在冠卓护理公司运营的“小迪管家”

西宁城东旗舰店，记者看到，四位五六十

岁的退休人员在娱乐室内翩翩起舞，脸

上流露着自信的微笑。另一个房间里，

几位老人在开心愉悦地打麻将。店内象

棋室、书画室、艾灸、泡脚等娱乐、理疗设

施一应俱全，养老服务项目丰富。

“西宁市有很多老人的子女在州县或

外地上班，子女不放心，就会委托我们提

供服务，我们也提供上门服务。”据总经理

夏文标介绍，公司准备在西宁市各区都开

设分店，确保15分钟内能抵达客户家中。

从传统子女养老，到集中养老和居

家养老相结合，再到更专业更智能的全

方位服务，在一批领跑企业的带动下，青

海养老服务产业正迈向“3.0”时代。

据了解，早在 2010 年，冠卓护理公

司就创办了家政服务部，走上了员工制

的正规化发展道路。近两年，在省商务

厅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企业大力

开展员工护理知识专业培训，深入社区、

医院提供专业化养老、护理服务。2023
年，公司在城东区培训了 300 多名护理

员，为 3万多人提供了养老和护理服务。

“我们既提供到店服务，也提供上门

护理服务。譬如，一些老人因心梗、脑梗

导致瘫痪的，我们可以上门护理，提供褥

疮护理、尿管更换、造瘘口护理、鼻饲管

护理等专业护理服务，这些护理问题老

人无需再去医院。”“小迪管家”西宁城东

旗舰店店长说：“我们的护士团队都拥有

国家颁发的护理证书，我本人在省中医

院做了 13年的护士长。”

对企业而言，越专业就越具有市场竞

争力。冠卓护理公司创始人车桂莲透露，

她从事护理行业有14年，一直致力于提升

护理和服务的专业水平，在省市所有家政

技能大赛中均获得养老护理第一名。

数字化赋能，让冠卓护理的专业化水

平再上新台阶。据车桂莲介绍，经多方考

察，他们加盟了“小迪管家”，引进了“小迪

管家”社区智慧享老中心智慧化设备设

施，提供安全预警、健康预警、大病预警、

应急救援、康养保健、在线问诊、老年学

堂、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诸多服务，让退

休老人“在无人陪伴时不再孤单，发生意

外时不再无助，闲暇无事时不再空虚，生

病就医时不再迷茫。”

“这是煤气泄漏自动报警设备，如果

有煤气泄漏，报警系统会自动关闭煤气

阀门、打开窗户，通风安全后自动关窗。

还有这个智能防漏水设备，漏水时会自

动感应并关掉水龙头，为独居老人提供

安全保障。”夏文标指着两款设备介绍

说：“我们不卖产品，卖的是服务，客户只

需办理服务年卡，我们就会把这些设备

安装到客户家中，提供 24 小时服务。哪

怕是老人突发疾病，我们都有救护车第

一时间赶到提供救援，及时送医后，我们

还会免费照顾三天，等子女过来照顾再

离开。”

养老服务迈向“3.0”时代

本报记者 谭 梅

春末夏初，正值马铃薯播种季节，

走进西宁市湟源县申中乡申中村奎儿

种植专业合作社，一袋袋种薯整齐码放

在地，农户正在为下地种植做准备。“合

作 社 马 铃 薯 种 植 面 积 450 亩（1 亩 ≈
0.0667 公顷），亩产能达到 2500 公斤左

右。”合作社负责人晁奎介绍。

今年 35 岁的晁奎，曾从事蔬菜批发

行 业 ，2012 年 回 村 开 始 种 植 马 铃 薯 ，

2013 年 成 立 湟 源 奎 儿 种 植 专 业 合 社 。

为助推产业发展，晁奎积极参加县农业

广播电视学校组织的各类技术培训，种

植技术不断提升。“起初，各种化肥简单

混合就用了，后来经过学习，施肥方式

和病虫草害管理都更加科学。”晁奎说，

2013 年合作社马铃薯种植亩产量 1000
多公斤，现在通过全膜双陇栽培技术和

专门的马铃薯配方肥，以及科学的田间

管理，马铃薯品质更高，产量也进一步

提升，亩产可达 2500 公斤。目前，合作

社机械化率超 75%，生产效率大幅提高。

在青海，马铃薯除作为产区农民口

粮外，50%以鲜薯销售，其种植对增加农

民收入，带动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意义重大。作为湟源县的特色产业，近

年来，当地立足马铃薯种植基础，推进

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应用推广先进

栽培技术和病虫害防控技术，马铃薯种

植面积逐年扩大。通过化肥减量增效

行动推行轻简控施技术集成推广，形成

了“马铃薯有机肥替代化肥栽培技术”

“有机肥+N 的配合施肥技术”等多项技

术示范模式，对提升马铃薯产量和品质

效果显著。

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离不开像晁奎

这 样 的“ 新 农 人 ”的 引 领 和 示 范 带 动 。

2021年，晁奎向农业部门专家请教新品种

农作物生产技术，并积极筹措资金试种新

品种，试种第一年便创造了可观收益，试

种的新品种（薯冀张薯 226 号）平均亩产

达2500公斤—3000公斤，比老品种(青薯9
号和青薯2号)增产750公斤—1000公斤。

随着效益提升，合作社带动更多当

地农户增产增收。晁奎说：“来合作社

务 工 的 大 多 年 纪 较 大 ，不 方 便 出 去 打

工，在合作社务工每年能增加至少 1 万

多元的收入。”

湟源县有 2.05 万公顷土地，近年来

种植大户、种植专业合作社数量逐渐增

多。据湟源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一些刚开始种植的农户，

由于品种选择和肥料把控方面的问题，

产量并不高，像晁奎这样的合作社能够

起到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近年来，湟源县因地制宜制定培育

模式，不断创新培训思路和方式，形成

了“分层次、分类别、分产业”和省内外

“理论课堂+田间课堂+基地参观+选树

典型”的培育模式，对各乡镇种植养殖

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及种植养殖大户

进行充分培训，重点推进重点区域产业

带 头 人 培 育 等 专 项 培 训 ，完 成 九 期 共

465人的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

产业振兴推动乡村振兴，农业产业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专业合作社这样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更需要像晁奎这样

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农人”。

“新农人”助力乡村振兴

4月下旬，高原正式进入春耕生产的关键时期。青海省海东市化
隆回族自治县查甫藏族乡村民抢抓晴好天气种植马铃薯。村民三五
成群，分工明确，有条不紊地种下薯种。成片的马铃薯覆膜在阳光照
耀下“波光粼粼”，充满了丰收的希望。

本报记者 谭梅 通讯员 甫小豆 摄影报道

查甫大地种薯忙查甫大地种薯忙

小迪管家荣誉墙。张娟娟 摄

在婴儿洗护恒温室，隔着玻
璃门记者看到一个婴儿躺在小
洗浴盆里，一位年轻的护士一只
手托着婴儿的头，另一只手给婴
儿 清 洗 身 体 ，动 作 娴 熟 又 专
业。 张娟娟 摄

小迪管家休闲娱乐室内，老
年人在进行文娱活动。

张娟娟 摄

家政服务是朝阳产业，事关千
家万户福祉。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老
龄化进程加快，家政服务业发展规
模不断扩大，群众需求更加多元。
母婴照护、居家护理、养老服务、助
餐服务……家政服务早已不再仅
仅只是节日现象。相关数据显示，
2023年以来，全国家政服务行业稳
步回暖，已成为促消费、稳就业、惠
民生的重要领域。

前不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商务部等部门出台《关于支
持和引导家政服务业员工制转型
发展的指导意见》，鼓励有条件的
家政企业积极发展员工制。相关
政府部门认真贯彻落实解决行业
难点、痛点的政策措施，为家政服
务业转型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
保障。

在全国各地积极探索和创新
发展的同时，青海省也通过组织
培训、税费减免等多项具体举措，
助力培育品牌家政服务企业，有
效推动全省家政服务行业规范
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针对消
费者对家政服务需求的日趋个性
化、多样化，商务部门也在积极助
力行业进一步创新服务发展模
式，从过去“中介制”模式向规范
化、员工制方向转型发展，不断提
高服务供给质量。

目前，青海家政服务业已经迈
出了可喜的步伐，服务标准、信用
体系等配套建设进一步完善。当
然，在家政服务业逐步向行业规范
化、标准化、品牌化迈进的过程中，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较明显
的就是信用缺失等。这些都是我
们需要花大力气去改善的。

令人欣喜的是，相关部门正在
积极运用数字化信息技术，着力完
善家政服务制度规范。数字化信
息技术将着力创新信用监管与信
用核查机制。在建立权威的第三
方信用平台的基础上，增强供需双
方的信息透明度。只有进一步规
范行业发展，不断释放消费潜力，
才能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
暖心的优质家政服务，创造更和谐
的发展环境。

相信在政策引导、需求牵引和
市场布局的共同推动下，青海家政
服务业也将释放更多活力，迎来更
广阔的发展前景。

家政服务业
前景广阔

谭 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