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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镇化加速、人
口老龄化加剧，人民群众
的家政服务需求日益旺
盛。相关部门统计显示，
我国家政服务从业人员已
超过 3000 万人，家政企业
达 100 多万家。据咨询机
构数据，家政服务行业规
模已经超过1.1万亿元。

但从家政服务业发展
现状看，总量供给不足、技
能水平不高、人民群众满意
度不高等问题仍然比较突
出。不少家庭都遇到“找家
政服务员难”“找好的家政
服务员更难”的烦恼。提高
行业的职业化水平，是破解
这一问题的关键。

2024年6月，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部门专门印发《关
于加强家政服务职业化建
设的意见》，提出完善家政
服务职业标准体系、提升
家政服务从业人员职业技
能、加强家政服务专业化
培养等一系列任务举措。

“此次6部门联合开展
家政培训行动，就是落实
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的具
体举措。各地将紧紧围绕
国家职业标准，依托各类
机构统筹确定培训课程，
科学制定培训方案，强化
资 金 保 障 ，确 保 培 训 质
量。”上述负责人说。

3年培训450万人次
人社部等6部门部署开展家政服务职业技能专项培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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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溺水 两村民心肺复苏救回
事发福州南屿镇高岐村，救人的王信义、王世勇长期参与

应急救援培训，抓住了溺水救援的“黄金五分钟”

暖心正能量

A05

“5·20”结婚登记火爆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今起施行，领证

不用户口本

N新华

为突出培训的针对性
和有效性，这次行动明确，
广泛开展家政领域劳动者
求职和培训意愿摸排，对有
家政领域就业和培训意愿
的劳动者做好信息登记。
同时根据不同就业群体的
多样化需求制定家政培训
项目，纳入职业技能培训需
求指导目录，及时向社会公
开发布。

那么，劳动者从哪里能
看到这些培训信息？

按照行动部署，各地、
各相关部门将多种形式、多
种渠道广泛宣传，依托各类
服务平台为劳动者参加培
训提供查询和引导服务。
在相关部门官方网站、国家
终身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地
方政务服务平台等，劳动者
均能查询到家政领域就业
和技能培训信息。

为进一步增强劳动者
的职业归属感、获得感，这次
行动还就规范家政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做出详细安排。

行动要求各地进一步
完善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的
家政服务职业评价机制和
职业评价体系，引导培训后
的劳动者参加职业技能等
级认定、专项职业能力考
核，并在获得证书后按规定
申领国家给予的技能评价
补贴。

“我们要求各地加强就
业对接服务，依据家政企业
与服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
或服务协议、工资流水单
等，做好就业评估并落实培
训补贴。此外，适时跟踪培
训后的家政服务人员技能
等级、就业状况、薪酬情况，
做好培训效果评估。”上述
负责人说。

“实施这一行动，主要
是通过政府积极引导，充分
发挥发改、教育、商务、工
会、妇联等部门的培训资源
优势，带动家政培训机构、
家政企业等广泛开展多渠
道、多层次的家政培训。”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
工作司负责人说。

据介绍，行动突出“大
规模”“广覆盖”，从今年
起，面向有家政领域就业
培训意愿的劳动者和现有
家政服务从业人员，每年
培训 150 万人次。其中包
括补贴性家政培训90万人

次，工会家政培
训 10万人次，巾
帼家政提质扩
容技能提升工
程培训 20 万人
次，教育系统国
开家政培训 30
万人次。

“提升技能，最终目的
还是就业。一方面促进更
多劳动者凭借一技之长在
家政领域稳定就业、提升
收入，另一方面提升行业
整体服务水平，更好满足
人民群众家政服务需求。”
上述负责人表示。

家政业，
一头连着务工人员
就业，一头连着广大家
庭育儿养老需求。

记者5月9日从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获悉，为有效扩大家政服务供
给、提高服务质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部署，自2025
年至2027年组织开展家政服务职业技能专项
培训行动，每年培训150万人次。

培训怎么开展？谁能参加？政府给予补贴
吗？就大家关心的焦点问题，记者采访了权威部门。

培训“广覆盖”
每年培训150万人次

破解行业难题，提高职业化水平

自 2025 年至 2027 年在
全国组织开展家政服务职业
技能专项培训行动，每年培训
150万人次

增强职业归属感
引导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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