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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个

事事
故故 基层服务站

成为综合生活服务平台

据 人
社局统计，截至

记者发稿时，广州已挂
牌运营62个“羊城家政”
基层服务站。这些基层服
务站开展家政培训5000多
人次，提供家政服务9000
多人次，招收就业困难
人员120多人。

去年11月，广州市人
社局出台《广州市实施“南粤
家政”羊城行动工作方案》，提

出 到 2021年 ，建 设 174家 以 上 街
（镇）“羊城家政”基层服务站。今年
6月以来，海珠区在南石头街、海幢街
率先建成“羊城家政”基层服务站，越
秀区首家羊城家政基层服务站落户
北京街，天河区兴华街“羊城家政”基
层服务站正式揭牌，荔湾区西村街

“羊城家政”基层服务站正式投入运
行……上述基层服务站的挂牌成立，
正是该工作方案的落地成果。

找不到、不规范、不满意,已经成
了家政服务业的三大痛点。尤其是
在一些老龄化街道，家政服务需求
大，但却没有专业家政企业。如何
打通家政服务“最后一公里”成为当
下亟需解决的问题。为此，“羊城家
政”基层服务站应运而生。据人社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基层服务站站点
全部实体化建在街镇的党群服务中
心，由街镇的主要负责人担任站长，
引入企业负责运营，日常通过使用

‘广州市家政服务综合平台’对入驻
家政企业进行管理，建立‘可查询、可
追溯、可评价’的家政企业及从业人
员监管机制。所有在服务站的家政
从业人员全都持安心服务证上岗，实
现安全准入，规范升级。”

实现家政服务+培训+
就业一体化

“羊城家政”基层服务站搭建起

线上线下一体化家政综合服务平台，
通过整合政府职能部门、社会组织、
家政企业等力量，融合社工服务站、
居家养老服务平台、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等资源，发挥街镇各级党组织以及
志愿者队伍作用，为区域内居民提供
多层次、多样化、专业化家政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基层服务站
除了提供家政服务之外，还通过创新
开展社区嵌入式技能培训，为家政服
务从业人员、失业人员、新成长劳动
力、社区群众提供家政服务类技能培
训。并吸纳辖区内就业困难人员、高
校毕业生实现就业，将全市羊城家政
基层服务站逐步打造为“就业扶贫安
置基地”，扩大全市家政服务供给。
例如，海珠区南石头街“羊城家政”基
层服务站每年向街道提供 5个社区
公益性岗位用于解决在册就业困难
人员的就业问题，每月面向街道辖内
孤寡老人、行动不便的残障人士等困
难群体提供不少于24小时的免费公
益性家政服务，同时定期组织开展家
政技能培训，截至今年 8月底，该站
已向困难边缘户提供免费保洁5户、
上门慰问探访6户、居家养老上门服
务5人10人次，为1名就业困难人员
提供公益性岗位。

积极吸纳社会力量探
索发展新方式

“羊城家政”基层服务站在政府
搭建平台的基础上，积极吸纳优秀家
政企业等社会力量成为重要参与方，

探索创新发展方式。荔湾区西村街
基层服务站打造“家政服务超市”，甄
选首批 3家机构作为业务承接运营
方，提供多层次全覆盖家政养老服
务，并通过考核机制实现优胜劣汰；
越秀区北京街基层服务站由社会力
量设立“家政公益基金”，为辖内特殊
群体提供家政公益服务；荔湾区东漖
街引入家政“领跑企业”，实施服务+
培训+就业全链条运作，打造全国家
政服务发展“领跑社区”。基层服务
站通过打造“一门式”“一站式”便民
服务品牌，集成推进家政服务供给，
为群众提供居家、母婴、养老、医疗护
理和转介服务等五大服务内容。

目前，广州已被确定为全国家政
服务业提质扩容“领跑者”行动重点
推进城市，推动实现家政养老标准
化、专业化、智能化发展。记者从广
州市人社局了解到，年底前，广州市
174家街镇将建成羊城家政基层服务
站，并同步在有需求、有条件的社区
（村）建设二级站点，形成 15分钟优
质家政服务圈。

6月5日上午，在海珠区南石头街
翠城花园翠城南街62号，“翠城生活
理事会”挂牌成立，同时挂牌的还有
南石头街“羊城家政”基层服务站。
这是广州第一家家政基层服务站，这
里将服务南石头街辖内的16个社区，
街坊们的家居保洁、老人护理、产妇
居家照料等都可以在这里寻求帮助和
服务。

各站点特色不同服务
理念一致

走进这个约20平方米的服务站
点，可以看到墙上挂着统一格式的服
务流程、服务内容和投诉监督处理流
程，靠墙的长桌上放着一排保洁的工
具，以及基层服务站的一些宣传册
子。房间中央还有一个小小的舞台，
供服务站开展招聘讲解等公益活动
使用。

“这个基层服务站是由南石头街
道办事处委托越秀养老建设和运营，
首批引入合作伙伴 51家庭管家，并
整合社区居家养老、生活照料、康复
护理、母婴服务等服务资源来为基层
社区服务的，它的建成将推动形成社
区‘家政+养老’服务新业态。”站长
陈文龙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刚开业
的时候，很多人前来咨询，瞧热闹的
也很多，如今现在这里已经成为社区
居民的一个社交平台，“平时下单通
过app或者小程序，很多人现在来这
里和朋友聊聊天。”

据记者了解，自今年6月5日建
站以来，这个服务站累计接收居家养
老服务订单37单，标准化保洁系统服
务订单1056单、家政服务年卡套餐订
单29个、充值家政服务卡177555元；
共计服务近千户家庭。同时共计举行
情暖南石公益集市活动16场，为街道
有需求的长者提供义务清洗风扇、磨
刀、义诊服务。对街道孤寡失独长者免
费居家照料、上门家政服务26人次。

在离翠城花园直线距离约3.5公
里的海幢街，有着同样解决“一老一
小”以及各种家政服务的海幢街羊城
家政基层服务站宝贤站点。这家在
今年8月10日成立的基层服务站，从
外观上与南石头街看上去风格截然
不同，在红黄蓝绿彩虹色带下显示出
了更多清新与活泼的气息，和自身特
殊的功能定位。这一站点除了同样
具备 15分钟生活圈内提供居家养
老、生活照料、康复护理、母婴服务
外，还可以在站点内做产后康复、婴

儿游泳和老人健康评估等服务项
目。但是和南石头街服务站一样，墙
上挂着同样的服务流程、服务内容和
投诉监督处理流程。

据了解，海幢街作为典型的老年
化社区，辖区内 60岁以上老人大约
40%，0-3岁的婴幼儿有 1473人，

“一老一小”服务需求旺盛，这一站点
受委托负责运营的是广州市宜尔宝
家庭服务有限公司。开业两个月，这
一站点营业额已经达到了20多万。

用户、社区、企业形成
互惠共赢模式

“在社区基层开设服务站的想法
其实我已经想了很久，但一直没办法
实施。”海幢街基层服务站负责人朱
德毅告诉记者，“家政行业是一个微
利行业，进行社区的前期投入成本很
大，企业并不能够支撑。”而这一次由
政府推动的南粤家政工程，打造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给予了很多政策性
支持，并在观念上进行了普及，从而
能够将这一模式进行推广。“比如由
相关部门提供场地免租，并按居民水
电进行交费，不仅盘活了部分闲置资
产，还大大减轻了企业负担。”

他告诉记者，他理解的目前基层
服务站的运营模式和长者食堂不
同。“长者食堂是政府购买服务，而家
政服务却对个性化和服务质量有着
非常高的要求，无法用购买服务这一
模式解决。”因此，通过降低经营成本
的模式交给企业来经营，一方面将拉
动消费，另一方面由于订单增多，提
供的服务岗位也开始增多，可以增加
就业需求。企业的运营在由政府进
行规范和监督的同时，最后对消费者
让利，是更符合市场化良性运作的模
式。比如在市场上，给婴儿游泳推拿
一次价格约在 80元左右，从而成为
一项奢侈的消费，而在这里由于经营
成本的降低，可以降低到27元。

另外，作为对基层社区的回馈，
这两家基层服务站还承担着利用解
决社区居民就业问题，和对街道辖内
孤寡老人、行动不便的残障人士等困
难群体提供不少于每月24小时的免
费公益性家政服务，同时定期组织开
展家政技能培训的责任。

“上个星期，就有几个人来问招
聘的问题，我都推荐到公司去进行
面试了。”陈文龙告诉记者，如果公
司录用，就会进行统一的培训再进
行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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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幢街服务站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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