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8 月，省人社厅正式出台《关于印发广东省实
施“南粤家政”工程促进就业工作方案的通知》，并联合
省直相关部门印发母婴、居家、养老、医护四个具体培训
项目方案，力争到 2021 年实现“十百千万”的目标任务。

具体而言，即三年内，广东将建设扶持 50 家省级家
政服务培训示范基地；建设扶持 100 家家政服务龙头企
业； 动员引导 1000 个以上有资质有能力的培训机构参
与培训；每年开展家政服务类培训 20 万人次以上，带动
就业创业 40 万人次以上， 满足社会不同层次家政服务
需求。截至今年 11 月底，全省已组织家政服务培训 19.4
万人次。

值得关注的是， 广东计划三年内支出 14 亿元资金
用于培训和社保补贴、 龙头企业和示范基地奖补等方
面。近期还出台广东省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补贴申领管理
办法，实现“南粤家政”培训补贴全覆盖。 广东省就业服
务管理局相关责任人夏义兵透露， 将根据不同工种，并
结合短、中、长期等不同时长，来给予不同标准的培训补
贴。

记者了解到，“南粤家政”工程的开展，将满足两端
的需求———一方面是城市居民对家政服务的消费需求，
另一方面则是求职人员多元化、高质量的就业需求。 针
对后者，广东更将该工程与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等紧密
结合。

据介绍，广东面向老区苏区、民族地区扩大技工院
校招生规模， 建立家政扶贫输出基地和接收安置基地，
将“南粤家政”工程导入省际省内劳务扶贫协作。到目前
为止，全省已为对口帮扶贫困地区劳动力提供家政服务
培训 12687 人次。 此外，省人社厅还组织专业师资送教
上门，联合广西举办“南粤家政”母婴护理员（壮家女）培
训班。

在高质量就业方面，广东通过大力实施“南粤家政”
就业创业行动计划，重点做好家政服务行业岗位信息收
集发布，专场招聘活动，家政服务劳务对接扶贫、家政实
名制服务等工作。把实施“南粤家政”工程作为培育就业
新增长点的重要举措，将城乡劳动者稳在岗位、稳在广
东。

“通过‘南粤家政’工程，来应对目前一些复杂形势，
同时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夏义兵表示，在调查了解过
程中，发现有些农村贫困户，通过从事家政服务工作，实
现月收入过万，带动一家脱贫，“有的还‘现身说法’，带
动了身边的人一起投入该行业。 ”

目前存在规范难、人员缺、 素质低和年纪大四大痛点

三年内拟支出 14亿元 广东要让家政业提质扩容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日渐突出、生

育政策放开，市场对家政服务需求量日
益增长。 仅广深两地，家政人员缺口即
高达百万。 为了满足“一老一小”对家政
服务的迫切需求，今年 8 月广东“南粤
家政”工程正式启动。 12 月 16 日至 18
日，广东省人社厅开启“南粤家政”工程
媒体采风行活动，记者赴广州、深圳、江
门等地进行实地探访。

家政服务业迎来发展春天的同时，
亦面临着规范难、人员缺、素质低、年纪
大等痛点。 新快报记者在采访中获悉，
未来三年， 广东计划支出 14 亿元资金
用于培训和社保补贴、龙头企业和示范
基地奖补等方面。 其中，更是通过鼓励、
推广家政企业实施员工制，破解“一锤
子买卖”的现状，为行业“提质扩容”的
同时，更保障从业者与消费者的双方权
益。

据省就业服务管理局的不完
全统计，广东目前每 100 个家庭里
面， 便有 85 个家庭具有家政服务
需求。

作为职业技能人才培养的“主
阵地”， 广东各大技工院校纷纷开
设相关专业，为行业输送人才。 广
州市轻工技师学院是省内最早开
设家政服务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
之一，2013 年即创办了健康服务与
管理专业（养老方向），并进行首届
招生。 从最初的 7 名学生，该专业
到目前已累计培养学生超过 200
人。 此外，学院还与高端养老品牌
企业合作，开设“订单班”，并建立

“广东省公共养老护理实训基地”，
至今已培训高级养老护理人员约
5000 人次。

今年 11 月， 广东南粤家政学
院、广东南粤家政研究院“落户”广
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其采用新型
学徒制的方式，由家庭服务企业对
标选派家庭服务专业名师，参与到
学院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优化学生
技能水平与岗位匹配。 目前，该学
院已成功开展养老护理员及育婴
员等家政特色培训班 6 期，共计培
训 208 人。

同时，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副院
长王惠民亦透露，除了“短期”培

训外， 学院将在明年 9 月开设家
政专业的全日制班级， 初定为三
年制，首招一个班共 50 人。 而在
该专业开设之前， 学院亦通过给
相近专业学生增加“特色课程”，
以培养家政行业人才。“比如现有
的幼儿教育专业、营养保健专业，
学生通过进一步学习母婴护理、
养老护理等课程， 毕业后亦可从
事家政行业。 ”

此外， 各地亦加大力度推进
“南粤家政” 工程， 导入精准脱
贫，帮助更多人实现致富梦的同
时，亦有效缓解行业从业人员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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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内建设扶持
100家龙头企业 【破题】 难点一：规范难

近年来， 涉保姆案件屡有发
生。 家政行业鱼龙混杂，对人员审
查不严、经常充当“中介”、做“一锤
子买卖”等行为，成为纠纷甚至犯
罪的滋生地。 而实行员工化管理则
是破解这些问题的一剂良药。“通
过发展壮大员工制企业，来引领提
升广东家政服务的‘提质扩容’。 ”
夏义兵告诉记者， 实施员工制，既
规范了企业与从业人员的服务质
量，同时也保障了从业者与雇主的
双方权益。

记者了解到，在广州已有家政
企业成为员工制的“先行者”。 创办
于广州的家政企业“51 家庭管家”，
自 2014 年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员工
制模式。 该企业有关负责人介绍，
公司在高端保洁服务项目引入 8
小时工作制， 购买社保和意外保
险，并提供完善的职业生涯规划。

早在今年 5 月，广东省人社厅
出台《广东省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
资格认定及社会保险补贴申领办
法（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稿”）
其中提出，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若
想获认定， 须与 20 名以上的员工
签订半年以上劳动合同并购买社
保。 同时企业必须有完整的家政服
务管理工作制度及人员培训、服务
流程等工作标准，家政服务员个人
档案信息真实有效，能够实现家政
服务的责任追溯。 如此，不仅对“入
口”严格把关，“出口”后一旦出事，
亦可追责。

员工制虽好，推行起来却有不
少阻力。“实行员工制的管理成本
较高，公司至今尚未盈利。 ”“51 家
庭管家”相关负责人举例称，企业
定期给员工进行技能提升、团建活
动、心理疏导等，为的是稳定员工

队伍的人数与心态，确保服务质量
输出，而这都需要付出更多的人力
与财力。

同时，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为
员工购买社保，有消费者担心这一
成本会转移到自己身上。

“员工制家政企业发展作为目
前工作推进的重点。 ”夏义兵表示，
前期摸查发现，目前全省员工制家
政企业比例不到 5%。 政府将通过
奖补的方法，降低员工制家政企业
的用工成本，目前具体办法还在研
究制定当中。

“希望各地政府能确保政策的
落地实施。 ”深圳市家庭服务业发
展协会会长孙景涛接受采访时表
示， 要促进家政企业实施员工制，
关键是落实相关补贴，并提高补贴
标准，鼓励更多企业加入，以促进
行业“结构”的转变。

给员工买社保做培训当顾问 推行“员工制”破解“一锤子买卖”

广东逾八成家庭有需求 校企联动“短期+学制”培养专业人才

难点二：人员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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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家政公司，家政人员在烹饪实训室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