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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7月31日,

《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用工缺口

大！家政服务“培”出未来》的报道。

今年3月，来自沈阳的保洁阿姨白

莹，成为一名“北漂”。本想着在大城市

里赚大钱的她，很快就陷入了迷茫：供

职平台要求她先要完成专业的培训课

程，才能获得更多收入。对此，她颇有

腹诽：“在老家干了几十年，现在还得浪

费时间从头学起？”

但这种不理解很快有了转变，“系统

学习后，我才知道擦地、擦桌子有那么

多学问。以前都是蛮干，其实很容易受

伤。”而且白莹告诉记者，她所在的平台

还将职业培训与评级挂钩，通过考核的

学员，将自动获得职业认证评级，并优

先获得平台派单，收入普遍提高500至

1000元。

今年6月，为优化家政服务供给，

人社部等7部门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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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表示，供需

失衡的现状，对市场来说既是挑战也是

机遇，“面对家政行业用工缺口较大、服

务质量欠缺等问题，家政平台应该充分

发挥平台优势，加快技能型人才队伍培

育，用标准推动市场良币驱逐劣币，与

更多优秀的从业者共享当前市场扩容的

红利。”

新供给——
家政职培力促行业提质扩容

母婴照护、老人护理、烹饪保洁、

整理收纳……近年来，多元化、个性化

的家政服务需求不断涌现，带动了相关

产业迅猛发展。据行业协会测算，目前

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实际需求已超过

5000万人。

但市场井喷的另一面，是行业缺乏

统一的服务标准、从业人员缺少正规机

构培训和认证等问题带来的优质供给不

足。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相

关负责人曾公开表示，目前实际从业人

员约为3000万人，市场供给“缺口很

大”。

“我们强制职业培训，其实是希望推

动行业向人员规范化和服务标准化的方

向发展，给消费者提供更加舒心的体

验。而培训后，从业者也会获得更多技

能以及收入，可以更加稳定地从事工

作。”白莹所在平台58同城高级副总裁

李子健告诉记者，从家政行业发展趋势

来看，专业化和个性化的需求与日俱

增，这也带动市场对于家政服务从业人

员的要求在逐渐提高，具备3种以上专

业技能、不低于2年工作经历、用户满

意度高的家政人员往往更受欢迎。

但供给侧的现状是，家政行业从业

者学历初中或中专居多且年龄偏大，主

动学习的意愿不高，“所以我们需要不断

和叔叔阿姨们强调培训不是目的，用好

的服务赚更多才是大家期待的结果。”李

子健说。

据介绍，公司的培训目前已涵盖保

姆、保洁、月嫂、育儿嫂、养老护理5

大品类、18个工种，拥有30多门细分

课程。以育儿嫂为例，从业者就需要线

上学习育婴、早教、收纳、婴儿膳食营

养等多门课程，并且内容强调“实战”，

要与真实应用场景契合，使从业者接受

培训后切实可运用于上户实操。

“家政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帮客户匹

配合适的人员。但市场上家政人员的质

量良莠不齐。我们也在用58到家的课

程，对阿姨进行专业化培训。同时，我

们公司也是58职培的一个实训基地。”

广州家事省心生活服务有限公司创始人

王蕾认为，培训不仅能让公司对阿姨有

深了解，更能提升阿姨的忠诚度。目

前，公司联系的阿姨，有一半接受了58

职培的培训。

新规范——
行业发展亟待数字化规范化

除了供需结构失衡的问题外，多位

行业人士也向记者坦言，行业目前的更

大问题是各方管理标准不一，导致了

“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发生：这背后一

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行业数字化程度

低，比如多数消费者还是靠朋友推荐、

线下门店找服务，商家还是靠电话、微

信找活，不仅效率低下、服务没有保

证，这也让业务发展无法规范化。“就像

网约车出现之前，信息不透明，市场上

充斥大量黑车。”李子健说。

某家政服务公司负责人还表示，在

市场中，有一些不规范的公司所招收的

家政人员，因为一些病症无法通过体检

环节审核，所以会直接花钱买体检证

明，导致病毒携带者也能上户。

“事实上，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数字化

来解决，在58到家，家政服务人员体

检、合同签约、款项支付、保险以及售

后服务等各类信息都已实现数字化管

理，实现对每位家政服务人员的每份订

单全流程可控，让从业者干得明白，消

费者用得放心。”据李子健介绍，目前这

些信息也已面向行业开放，力推提升行

业线上化率。

“如果靠我们自己，对阿姨做严格的

身份认证和背景调查就非常困难。同平

台合作后，我们的工作更加成体系。数

字化家政让公司和阿姨都更加轻松。”北

京聚康宝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有关部门

也在持续推动行业规范化进程。今年6

月，为优化家政服务供给，人社部等7

部门印发《关于加强家政服务职业化建

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

加强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的10条任务举

措。

其中《意见》明确，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和家政服务需求变化，适时增设和

制（修）订家政服务相关职业（工种）

国家职业标准，进一步完善家政服务职

业分类，拓宽职业发展通道。完善家政

服务职业评价机制和评价体系，积极推

进家政服务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鼓励家政企业、家政培训机构引导家政

服务从业人员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并

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新前景——
家政培训业务的新未来

在业内专家看来，家政行业是一个

高度非标的服务行业，从消费者提出服

务需求到被满足服务，需要经过家政公

司、经纪人、劳动者的多方参与，规范

性和标准化有待提升，“随着消费者需求

进一步细分和家政公司竞争加大，家政

行业未来也会不断优化供给、制定更详

细的管理规范，促进行业发展。”近年

来，有关部门也在持续推动行业规范化

进程。今年6月，7部门印发《关于加强

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的意见》，就是一项

提升家政服务质量的重要举措。

李子健认为，家政培训的未来前景

光明，随着更多培训课程的开发和完

善，家政从业者将获得更广泛的技能和

职业认证，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服

务。家政服务平台也将通过数字化和标

准化手段，提升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

推动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用工缺口大！家政服务“培”出未来

新华社石家庄7月31日电（记者温
竞华、张粲）国际大科学工程配备“中国

智造”！中国参建的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

远镜（SKA）迈出了坚实一步。

7月31日，中方向国际组织平方公

里阵列天文台（SKAO）实物贡献的首批

SKA中频天线结构，在河北石家庄完成

出厂验收，启程运往位于南非卡鲁地区

的SKA中频天线台址。

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是什么？

SKA是由全球多国出资共同建造和

运行的世界最大规模综合孔径射电望远

镜，也是中国参与的一项重要国际大科

学工程，由位于澳大利亚西部的低频阵

列和位于南非及南部非洲8国的中频阵

列两部分组成，因接收总面积约“1平

方公里”而得名。

当前，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

程已成为世界科技领域重要的全球公共

产品和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合作平

台。2021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成立平方公里阵列天文台公约》，中国

成为SKAO正式成员国。科技部SKA中

国办公室负责具体组织协调国内参与

SKA工作，中国电科为SKA天线工作

包联盟牵头单位。

“建成后的SKA将为人类探索和认

识星系的起源与演化打开一扇新的窗

口，我国科技界为这一国际大科学工程

科学目标的实现作出重要贡献。”SKA

专项专家委员会总工程师王枫说。

中方这一实物贡献意味着什么？

中频天线结构是SKA中频阵列的核

心设施。SKA中频天线结构任务由中方

团队牵头，通过国际大协作共同研制建

设。这是我国在SKA项目中承担的首

个、也是SKAO目前最大的单笔实物贡

献任务。

首批中频天线结构按期出厂发运，

是中国政府落实SKA实物贡献任务、履

行对SKAO国际组织承诺的里程碑节

点，标志着中国在参与建设SKA的道路

上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SKA中频天线有哪些技术创新？

作为中频天线结构任务的一级承包

方，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负责64台

SKA中频天线结构的设计、制造、运

输、集成和调试等任务。

“为突破天线高灵敏度、低波束变形

等世界性技术难题，我们开展了天线高

灵敏度和高波束稳定度光学设计、结构

保型优化设计、高精度建模和仿真分析

等一系列关键技术攻关。”SKA中频天

线结构项目总设计师杜彪说，与现有工

作频段相同的先进阵列望远镜相比，建

成后的SKA中频天线阵列在关键指标上

将取得巨大进步。

后续，SKA中频天线结构将进入批

量生产建设阶段，64台中频天线预计在

2026年底全部安装架设完成。

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南非广袤的大地

上将矗立起一台又一台中国设计、中国制

造的天线，不断探寻宇宙的奥秘。

国际大科学工程配备“中国智造”！

中方实物贡献的首批SKA中频天线结构出厂发运

正在进行测试验证的SKA中频天线。新华社记者邹尚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