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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猛 文/图

家政服务不只是群众家里的“小事”，还是持续增进
民生福祉的“大事”。 面对供需矛盾，我市家政市场怎么
样？ 家政市场环境变化莫测，从业人员如何应对？ 近日，
记者走访了我市多家家政服务公司。

“前段时间，家里老人不小心摔了一跤，我一直找不
到护工。 没想到与家政服务公司联系后，问题很快得到
了解决。 ”市民杨女士说。 4 月 22 日一大早，在中心城区
一家家政服务公司，杨女士特地送来一面锦旗感谢该公
司负责人李先生和护工赵阿姨。

2020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还处在事业迷茫期的李
先生投身家政服务行业。 “那时候家政服务行业发展没现
在成熟，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社会认可度也不高，创
业初期遇到了很多问题。 ”在李先生看来，家政从业人员
需具有较高素质和专业水平，除了日常照料老人外，还要
对老人进行心理抚慰， 同时还需掌握一些基本的康养护
理知识。

临近中午，李先生的手机响个不停。 卧床老人需两个
小时翻身一次；老人有高血压，饮食要多注意……李先生
在笔记本上记录下客户的需求，然后根据员工特点进行
一对一安排。

“家政服务行业看似门槛很低，想要做好难度很大。
干家政与干好家政完全是两码事。 ”李先生告诉记者，家
政服务行业并不是我们认为的简单做做家务，而是需要
专业技能、细致关怀与人性化服务。

近年来，随着以育儿、养老为主体的家政服务需求
不断攀升，我市家政服务行业发展迅速。目前，我市家政
服务行业协会覆盖 278 家企业，从业人员超 15 万人。

4月 22日下午，在市家政服务职业培训学校，刚上完
产后康复课的郑女士并没有急着离开，而是拿着笔记本与
老师交流。 95后马女士是某高校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专
业的毕业生，也是刚踏入产后康复行业几个月的护理员。

“家政服务行业要求从业者要有耐心和爱心，可方
式、方法有很大差别，因此需要用心学习、刻苦钻研。 ”对
于未来，马女士有着清晰的职业规划，先通过上门护理
积攒经验，逐步提升自己的实践能力。

近些年，像马女士一样勇闯“家政圈”的年轻人越来
越多。 过去人们对月嫂有着刻板印象，比如要年龄大些
的，最好是自己生过孩子的……实际上年轻月嫂也有自
身的优势，她们更容易接受科学的育儿观念，更适应现
代家庭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要求。

长期以来，家政企业多是中介制，从业人员流动率
高、服务水平参差不齐。为适应家政市场新的行业形势，
近年来，在政府的引导支持下，我市多家家政服务公司
逐步向员工制转型，但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
跟，还需进一步加强规范化管理、提升职业化水平。

“帮助老年人翻身要注意姿势。 ”“要调配好宝宝辅
食中所需的维生素。 ”……4 月 23 日上午，在市家政服
务职业培训学校实训基地内， 为期 3 天的岗前培训正
在进行，30 名学员认真聆听老师讲解，仔细领会动作要
领。 目前，该校培训项目有母婴护理、病人陪护、育儿早
教等。

市家政服务行业协会会长吴鹏介绍：“除了定期开
展入职培训外， 我们还对学员进行实操培训、‘回炉’培
训等，通过查漏补缺，切实提升服务规范性。 ”记者看到，
市家政服务职业培训学校实训基地配备了各家政工种

的标准化实操间、家庭场景模型和全套教辅教具，能满
足上百名学员的教学需求。

提高家政企业职业化水平，既做培训，也谈合作。吴
鹏说：“近年来，我市持续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
了一批符合家政服务行业中高端需求的专业化、 职业
化、高素质技能人才。 ”此外，作为家政企业的“娘家人”，
市家政服务行业协会充分发挥在行业规范和纠纷调解

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不断提高行业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家政服务看似简单， 却事关千家万户的生活品质。

日前，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制定了《关于促
进家政服务消费扩容升级若干措施》， 以更好发挥家政
服务行业促消费、惠民生、稳就业的重要作用。

“如今，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老龄化加剧，以
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家政市场需求日益旺盛。未来，这一
定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朝阳行业。 ”谈及家政服务行业的
发展前景，吴鹏充满信心。

������开栏的话：“家事国事天下事， 让人民过上幸福
生活是头等大事。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五年新年贺
词中再次表明了“民生为大”的笃定初心。 民生连民
心，实事暖人心。近年来，我市聚焦民生关切，持续大
力推进民生实事工程， 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哪些看
得见、摸得着的新变化？

为扎实推进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切实提升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本报特推出“生活圈里的‘幸福
事’”专栏，记者深入我市城乡一线，以群众为第一视
角，对话基层工作者及相关部门负责人，报道群众身
边的幸福事， 了解民生实事如何办实、 好事如何办
好，让民生服务更有温度、更有力度。

□记者 黄佳 文/图

“我们这里有各种款式的汉服， 看您喜欢哪一
款？ ”4 月 23 日上午，记者见到吴卫时，她正忙着给
顾客挑选汉服，她是清澜汉服阁汉服妆造店的老板，
店内主要业务是汉服拍摄。

从断断续续的聊天中， 记者还原出吴卫的大致
人生经历。 80 后吴卫出生在商水县，2005 年，她考上
了郑州一所专科院校，所学专业为多媒体艺术。毕业
后，她在周口一家婚庆公司当摄像师，对中式婚礼十
分感兴趣。 “中式婚礼的服装、仪式感和文化韵味太
有吸引力了。 ”吴卫说，从那时起，她对中国传统服饰
就有了很大的兴趣。

结婚后，吴卫把重心放在养育孩子上，但是照顾
孩子的辛苦没有磨灭她心中对中国传统服饰的热

爱。 闲暇时，她经常看 87 版电视剧《红楼梦》化妆师
杨树云的视频号，学习影视、化妆技巧，看《中国古代
服饰结构图集》《古衣之美》等书籍，研究中国传统服
饰。 但是，吴卫对自己干什么工作没有头绪。 迷茫之
际，2023 年，周口市人社局开展的免费技能培训促增
收活动让她看到了希望。 “当时在网上看到了免费技
能培训的信息后，我很振奋，不仅能学技能，而且学
费全免！ ”吴卫说。

“近年来，周口市人社局站位全市发展大局，坚
决贯彻执行河南省‘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工作
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新文旅产业’，抢抓机遇，因势
利导，结合沉浸式文旅体验，大力开展摄影摄像、化
妆造型、美容美发、短视频剪辑等各类技能培训。 ”周
口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 像吴卫这样通过培训掌

握一技之长的人就有 83 万人。
吴卫学习半年影视化妆后，由于肯钻研，她在同

期毕业生中优势明显。 经过考虑，2024 年，她在关帝
庙景区开了一家汉服妆造店， 平时她负责妆造，她
的丈夫负责拍摄，每逢周末和节假日 ，店里的生意
非常火爆。 “是一技之长让我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
吴卫说，现在她仍会抽空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服饰
等知识。

吴卫还有更远大的理想，她说，近些年，年轻人
开始关注和选择中国传统服饰， 这不仅源于中国传
统服饰的古风古韵， 背后更多的是年轻人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她希望，顾客来她这里不止是一
次汉服拍摄体验， 还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更深
地了解和热爱。

祝福吴卫，梦想成真。

小家政撑起大民生
———我市家政服务行业提质扩容观察

靠一技之长打拼出幸福生活

学员在练习老年人康复护理技能。

吴卫为顾客妆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