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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近年来，像保姆这样的家政服务，已走进千家万户。如何提升

家政服务的质量和水准？又怎样消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这是住

浙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知联会副会长、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管理

合伙人黄廉熙一直关注的话题。

日前，在浙江省政协举行的第十七次民生协商论坛上，与会人

士围绕“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探讨。

黄廉熙认为，论坛上大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为促进家政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全国两会即将召开，她也想把这

些金点子和家政服务发展的鲜活样本带到全国两会上，和来自全国

的政协委员们共同探索家政服务业长期健康发展的可行性方案。

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浙江有很多金点子和活样本

全国政协委员黄廉熙
要把保姆话题带到全国两会

本报记者 詹程开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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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点子
政府向社会发放家政消费券，推动市场恢复发展

现实样本
深受欢迎的“常山阿姨”
有何秘诀

这次出发前往北京参加全国两会，

和以往一样，黄廉熙要准备不少提案建

议。在笔记本上，她着重记录了“保姆”这

个话题，准备带到全国两会上去讨论。

“浙江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金点

子’和‘活样本’，我也想和来自全国的政

协委员们共同探索家政服务业长期发展

中的无限可能。”

采访中，黄廉熙委员围绕规范发展

家政服务行业，谈了自己的四点看法：

一是健全家政服务行业规范。

针对家政服务行业门槛低、职业化

和组织化程度低、从业人员流动性大等

特点，建议研究制定家政服务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团体标准，鼓励制定高水平的

企业标准，建立家政服务行业准入制度。

二是健全家政服务行业诚信体系。

家政机构对家政从业人员身份信息

真实性、从业经验无从核实，又缺乏后续

服务跟踪管理，容易造成消费者、家政机

构和家政服务人员之间信任缺失。建议

加快全省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建设进

度，尽早建立家政服务行业诚信体系。

三是健全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

建议有关部门针对家政服务行业的

特殊性，研究制定并推广使用家政服务

合同示范文本，规范家政服务三方权利

义务关系，减少和避免劳动争议及法律

纠纷。

四是健全家政服务行业健康体检制

度。

制定家政服务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标

准，加大体检费用政府补助力度，在疫情

防控“健康码”基础上，总结推广绍兴、金

华等地家政服务人员“安心码”做法。

相信很多人应该都听过“衢州保

姆”和“常山阿姨”吧？在省内的家政服

务业里，这可是两块响当当的金字招

牌。

在省政协民生协商论坛上，常山县

委书记叶美峰也通过网络远程协商的

形式，和大家分享了他们的发展经验。

“2016 年 11 月，我刚担任常山县

委书记不久，就接到一位朋友电话，请

我帮助找个保姆。当时我就觉得非常

有必要重视保姆的培训与就业，于是建

立了‘常山阿姨’领导小组，我担任组

长。”叶美峰说，常山是劳务输出大县，

有非常好的保姆基础，口碑一直都很

好，“平常，我们习惯管保姆叫阿姨，这

样听起来更温情一些。”

那么，“常山阿姨”为何能够在市场

上广受好评？

叶美峰介绍说，“常山阿姨”的组织

化程度很高，他们都有个人档案，政府

会为每个阿姨的信用背书担保。而且，

阿姨们都经过专业培训，通过与浙江树

人大学合作，建立“常山阿姨”培训学

院，进行常态化培训。通过技能鉴定，

还将“常山阿姨”分为初级“简单劳务

型”、中级“知识技能型”和高级“综合管

家型”，可以有针对性地为雇主提供不

同需求的服务。

“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常山阿姨’

实行的是AB岗机制，三户家庭共用四

个保姆，如果 A 岗出现不能服务的情

况，B岗马上可以接替，这样一来，就能

确保一年365天高质量全方位服务不

间断。”叶美峰说。

目前，“常山阿姨”品牌已经探索出一

整套成熟、规范、可复制的标准体系，正在

积极探索推进家政服务学历教育、信用体

系、省级实训基地和认证中心建设。

这些发展经验，或许可以为全省的

家政服务业提供参考样本，通过学习和

探索，不断培育更多的浙江家政服务品

牌。

从调研情况来看，浙江省家政服务业总体水平处于全国前列。随着

《浙江省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实施意见》的制定出台，行业扶持政

策逐步健全，标准化建设不断推进，家政服务市场总体规模加速扩容，从

业人员素质逐年提高。但是，对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深切

期待，行业发展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省政协委员、省总工会干部人事处处长胡柯说，目前，家政行业准入

制度、企业服务标准等有待规范。

“比如，从业人员技能认证不统一，目前存在家政学校、企业自行培训

等资格认证，且培训标准师资教材都不同。”胡柯说。

她建议，尽快制定完善家政服务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制定完善有利

于推动行业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项目的地方标准，规范技能认证、

颁证。“开展家政服务标准化试点专项行动，在全省范围内，每个业态类别

至少开展两个试点，提升行业服务标准和规范。”

省政协委员、杭州美通家居集团董事长徐力表示，很多用工家庭最关心

的，就是家政服务人员的健康安全和诚信，“用工家庭要了解家政人员，很多

时候，只能自己花时间去判断，凭个人经验观察考察其人品、能力等。如果政

府能建立一个面向用人家庭和家政人员的平台，只要家政人员能出具有效期

内提供的平台证明（相当于从业资格），雇主就可以放心使用。”

徐力表示，这个平台证明应当包括：指定的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证明，

公安机关提供的无犯罪记录证明，由金融机构提供的个人信用评定，以及

相关延伸信息，如专业清洁、专业育婴、专业护理、专业烹饪等级别评定等。

“只有健全家政服务行业诚信体系，完善家政行业健康体检制度，才

能推动家政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徐力说。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家政服务业因其“进门入户”的特殊性质，受到

了较大冲击。

在对全省111家家政企业的调查统计中，只有3家企业的业务量与去年

基本持平或增长。人工工资、房租、购买防疫用品、外地员工隔离及待岗的食

宿等费用的支出，使得家政服务企业经营成本增加，利润明显下降。再加上

消费信心和意愿尚未恢复，复工复产明显迟缓于其他行业。

对此，浙江树人大学现代服务业学院院长朱红缨建议，可以通过支付

宝等平台，征集优质家政服务企业，向社会发放家政服务消费券，用政府

补贴和企业让利来拉动家政市场的恢复发展。

朱红缨还建议，可以加大员工制家政企业的社保补贴力度。“目前我

省实际享受到社保补贴的员工制家政企业的比例较低，建议进一步放宽

补贴条件，加大补贴力度，将补贴标准从现行的50%提高到70%，补贴最

高年限从现行的 3 年延长到 6 年。为避免家政企业产生社保补贴依赖，

补贴可采取逐年递减的方式进行。”

浙江省家庭服务协会会长、三替集团董事长陶晓莺也建议，切实减轻

家政企业负担，“家政企业大多是小微企业、轻资产，没有抵押物，但是企

业要有大发展就要有大投入。建议政府能够在贷款、贴息方面给予专项

支持，降低融资成本，减轻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