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7国内2021年10月12日
星期二
编辑：姜迪|美编：周春旭|责校：李传富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记者
于佳欣) 家政服务业如何助力乡村
振兴？当家政与“兴农”结合，如何
激发行业发展潜力、更好满足消费
者需求？日前，商务部等14部门联
合印发了《家政兴农行动计划
（2021－2025年）》，提出7项22条
工作举措。透过这一“路线图”，我
们一起读懂家政兴农的深意与前
景。

2000万行业缺口可吸纳巨
大农村劳动力

余国新，云南迪庆州维西县人，
1994年出生的“大山男孩”，如今是
上海的一名家政服务员。

曾是云南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余国新一家于 2019 年底实现脱
贫。2018年11月，一个偶然机会让
他来到上海，结缘家政。“我做家政
服务员的收入是在老家工资的三
倍，这一行业让我实现了‘一人就
业、全家脱贫’的梦想。”余国新感慨
道。

像余国新这样通过家政服务解
决就业问题、走上脱贫致富路的例
子不在少数。商务部服贸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自2017年以来，商务部
大力实施“百城万村”家政扶贫，会
同相关部门出台就业、创业、培训、
保险、金融、信用建设等支持政策。
截至2020年底，累计吸纳85万贫困
地区劳动力从事家政服务，取得积
极成效。

商务部数据显示，我国家政服
务从业人员已达 3000 万人，约有
90％的人员来自农村地区。该行业
目前存在2000万人左右的缺口，可
以说，就业门槛低、就业容量大的家
政服务业在吸纳农村劳动力方面有
广阔空间。

2020年底，我国脱贫攻坚战取
得全面胜利。接下来，为实现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商务部根据党中央决策部署，
在前期家政扶贫工作基础上，提出
家政兴农行动计划。

“这一计划务实并有重要意
义。”商务部研究院服贸所副所长俞
华说，一方面，农村劳动力接受家政
服务培训、有一技之长后，会有相对

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还可以通过再
培训拓展更多就业门路，能有力巩
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另一方面，家政服务业是‘朝
阳产业’和‘爱心工程’，家政兴农行
动计划能有效弥补行业缺口，满足
城市家庭育儿养老的现实需求，可
以一举多得。”俞华说。

22条举措打通供需两端痛点
堵点

在家政服务领域，从供给侧看，
农村劳动力“出不来、留不住、干不
好”是突出难点；从需求侧看，消费
者找家政服务员“找不着、找不起、
找不好”是痛点堵点。

文件提出7项22条工作举措，
亮点之一即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推
进，打通家政服务供需两端的堵点
痛点，系统推进行业高质量发展与
就业帮扶。

如何确保“出得来”？文件提
出，强化重点人群帮扶；加强供需双
方对接，建设家政劳务输出基地；促
进家政服务下沉，鼓励家政从业人
员返乡创业等。

“确保农村劳动力‘出得来’是
做好家政兴农工作的第一步。”商务
部服贸司有关负责人说，不少偏僻
乡村由于交通不便、生活闭塞，对外
界生活不太了解，文件中明确了加
强返贫动态监测，并要求当地做好
信息发布和政策宣传讲解，这将帮
助有意愿从事家政服务的劳动力顺
利外出就业。

要确保“留得住”“干得好”，既
要提升家政服务员的职业技能，又
要维护好其合法权益。

在培训方面，文件提出：加大脱
贫人口、农村低收入人口等的家政
培训力度，按规定对符合条件的给
予生活费补贴；支持各类实训基地
建设等。

家政服务企业“阿姨来了”相关
负责人周袁红告诉记者，家政培训
大多因陋就简，这一文件明确提出
要加强技能培训、人才培养，给了企
业极大信心。“未来我们将加大培训
投入，构建母婴、育婴、养老、厨艺等
不同服务场景，让家政服务员有更
多实操和演练机会。”

此外，文件提出优化从业环境，
研究推进家政领域平台灵活就业人
员职业伤害权益保障工作；为外出
务工人员子女提供情感陪护、人文
关怀等服务。文件还提出规范员工
制家政企业用工等举措。

一些家政服务员表示，文件中
关于子女陪护以及个人权益保障的
规定非常“暖心”，政策的出台将让
家政服务员群体更安心、更有保障
地在城里工作。

上海悦管家相关负责人孙小敏
对记者说，家政企业推行员工制得
到官方认定，能更好解决家政服务
用工问题，让企业发展更有信心、家
政服务员更加安心。

补齐标准认证、诚信体系建
设等短板

当前，家政服务业仍存在供给
不足、质量不高等突出问题。家政
服务如何“找得着”又“找得好”？

标准认证、诚信体系建设至关
重要。对此，文件提出：强化标准认
证，加强家政服务质量监测，开展家
政服务质量第三方认证；健全家政
服务信用体系，依法依规实施守信
激励和失信惩戒等。

俞华说，目前，家政服务质量是
行业发展的突出短板，因为家政服
务提供者和消费者之间权责界限不
够清晰，服务质量难以量化界定，行
业未能形成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

他建议，通过规范合同等方式
进一步明确双方责任和权利，完善
家政信用体系，建立健全服务消费
质量标准，形成优质优价的良性循
环。“文件提出的举措就很有针对
性。”

目前我国在家政服务业标准化
和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取得积极进
展。“十三五”时期，各地制定地方性
标准规范超过160个。家政服务信
用体系初步建立，家政信用信息平
台累计归集1.6万家家政企业、1200
万条家政服务员信息。

商务部服贸司相关负责人说，
接下来，商务部将制定年度工作计
划，明确任务分工，确保政策落地见
效。同时，将及时总结推广家政兴
农的成功经验和典型案例。

新华社昆明10月10日电
（记者岳冉冉）《生物多样性公
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
第一阶段会议11日将在昆明
开幕。10日，中国科学院在昆
明植物研究所发布了多项生
物多样性成果。

“我国已基本实现了在国
家水平摸清主要生物类群和
植被类型的目标。”中科院副
院长张亚平从生物多样性资
源的现状、保护、收集、保藏、
开发和利用，及大数据平台建
设等方面介绍了中科院相关
成果。

2021年发表的《中国生
物物种名录（2021版）》中包含
了11.5万个生物物种。仅
2020年，我国发表的新物种
超过2400种，占全球新发表
物种总数的10％以上。近年
来，中国建立了生物多样性监
测与研究网络，其中，鸟类网
用卫星追踪器标记了140多种
4000多只迁徙鸟类40多亿条
数据。正在开展的第二次青
藏高原科学考察和即将启动
的第三次新疆自然资源科考
等将为我国生物多样性的本
底和变化提供翔实资料。

《中国科学院生物资源目

录》汇集了735万份生物资源
数据。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
质资源库保存了17468种、
25.8万份生物种质资源，使我
国的特有种、珍稀濒危种及具
有重要经济、生态和科研价值
的物种安全得到有力保障。

中国科学院主导或联合
发起的“万犬国际基因组计
划”“万种鸟类基因组计划”

“万种鱼类基因组计划”等为
理解生物多样性起源与演化
提供了崭新视角。

“大熊猫的保护在全世
界都是成功案例，也为世界
濒危物种保护树立了旗帜。”
中科院院士魏辅文说，“从20
世纪80年代的1100多只，到
现在的1800多只，大熊猫实
现了种群数的增长，得益于
我国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和科
学支撑。”

张亚平表示，生物多样性
相关的科学研究对制订生物
多样性保护规划提供了重要
科学支撑，对我国履行《生物
多样性公约》具有重要意义。

发布会由中科院生物多
样性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
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主
办。

10月9日，宜昌市夷陵区星翔农产品专业合作联社的生态橘园里，市民在体验柑橘采摘。
金秋时节，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的农业企业和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忙着采收分装柑橘，以满足国内外柑橘市场订

单的需求。 /新华社发 张国荣 摄

中国科学院发布多个生物多样性成果

新华社乌鲁木齐10月10
日电(记者孙少雄、林涵、董博
婷) 巍巍天山，万物秋成；累
累硕果，全民共享。

去年9月，第三次中央新
疆工作座谈会召开。新疆各族
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在共
居、共学、共事、共乐中广泛交
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在天
山南北绘画民族团结新图景。

今年5月，为救助一名意
外断臂的维吾尔族男孩紧急
前往乌鲁木齐进行手术，新疆
和田机场飞往乌鲁木齐的一
班航班延后起飞，返回廊桥

“二次开门”。
跨越1400多公里、历时7

个小时的陆空接力，是新疆各
族群众亲如一家、互帮互助的
生动写照。

从帕米尔高原到准噶尔
盆地，从阿尔泰山到塔里木河
畔，团结和乐的场景无处不
在。

新和县养牛大户赛麦提·
艾合麦提和畜牧合作社负责
人李晓林互相扶持共同致富；
在哈密市伊州区丽园社区，汉
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
等11个民族门对门、户对户，
谁家有难都会帮一把，当地已
连续9年举办“睦邻节”，端上
自家的饭菜，大伙儿聚聚聊
聊、载歌载舞……

金秋时节，莎车县乌达力
克镇博依拉村1200亩巴达木
特色林果示范园果实累累，不
远处的服装加工厂、生物颗粒
燃料加工厂，200多人告别土
地，实现就近就地就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信
厅驻博依拉村工作队队长赵
一铷说，通过前些年系统推进
脱贫工作，村民年人均收入已
达1.3万元以上，我们将继续
推进一产提质增效，同时发展
壮大二产，借力发展三产。

新疆的发展更离不开全
国的支持，对口援疆行动着力
促进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

深圳市引导受援地乡村
因地制宜开展养殖、旅游等特
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在
天津市支援下，和田地区人民
医院成立眼科，并培养不少当
地人才，给众多白内障患者带
来光明；北京市打造“热爱祖
国，走进北京”等民族交流品牌
活动，组织开展互相访学、文体
交流等青少年交往活动……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走
在乌什县依麻木镇国家通用语
言小学，《论语》《弟子规》等经
典诵读声声入耳，孩子们会在
业余时间学剪纸、弹古筝……

多年来，校长库尔班·尼
亚孜坚持推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他说：“文化认同是民
族团结的根脉，一个民族只有
融入祖国大家庭才能得到永
续发展。”

一系列文化润疆工程也
让中华优秀文化之花绚丽绽
放。

上海市以文教、综艺节目
为载体将现代文化引进喀什
地区，并宣传传统文化，厚植
爱国情怀。上海援疆干部罗
震光表示，节目在当地广受好
评，相关短视频在抖音、快手
等平台上，出现现象级传播。

石榴籽抱心贴心，如今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疆各
族人民心中深深扎根，激发出
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1月4日中午，红其拉甫边
防连护边员拉齐尼·巴依卡为
救一名落水儿童，不幸牺牲。

被救儿童的母亲赶了6个
多小时的路前去悼念恩人。
拉齐尼·巴依卡的父亲巴依
卡·凯力迪别克说：“我儿子用
生命救了你的孩子，以后你的
孩子就是我的孙子，你也是我
的女儿。”

在帕米尔高原上，拉齐
尼·巴依卡一家祖孙接力守边
近70年，爱党爱国、善良正直
的家风不断传承。他的一双
儿女表示：“我们一定好好学
习，长大后也要守护祖国！”

新疆各族群众绘画民族团结新图景

当家政服务遇上乡村振兴
——读懂家政兴农的深意与前景

湖北宜昌湖北宜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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