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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渠道 合作共赢
——探索“1+X”模式先行先试。

作为6个“常山阿姨”培训基地之一，
常山县锦绣职业培训学校是常山县探
索阿姨培训“1+X”模式的先行先试培

训点。通过科学设置培训课程，在专
业教材中融入鲜辣美食、孝善文化等
常山元素，常山县现已与5家民办培
训机构达成了稳定的合作。该校负责
人王喜梅介绍，2022年8月，学校与知

名家政企业浙江好阿
姨家政有限公司签订
产教融合战略合作协
议，进一步拓宽学员就
业渠道。在她看来，培
训工作要适应社会发
展和市场需求，学员就
业才更具竞争力。截
至目前，已有3600多
位学员在锦绣学院通
过专业培训和技能鉴
定后走上工作岗位。

——多渠道拓展
外地生源及跨区域合

作发展。2017年以来，常山县与部分
“山海协作”结对城市和山区26县有
意向发展家政服务业的地区合作，对
外地“常山阿姨”进行标准化培训和就
业指导，带动农村妇女共同增收致富；
2023年上半年，常山县妇联与江西省
玉山县妇联、湖南省古丈县妇联等单
位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并促成“常山阿
姨”教学基地列入四省边际共富学院
首批专业教学基地，承接全市家政培
训任务，打破了本地生源局限的瓶
颈。据统计，目前“常山阿姨”已开展
跨区域培训8期460人，带动域外妇
女增收3800余万元。

——探索数智服务场景应用。
2022年，“常山阿姨数智服务应用”上
线，并于同年5月在“浙里办”正式上
架。该数字系统构建了“在线报名、在
线学习、在线订单匹配、在线签约结

算”的全链条互动式数字化管理服务，
并融合了客户、阿姨、家政企业三方评
价功能。通过结合归集的各类数据，
建立“一人一档”，形成“阿姨画像”。
截至目前，该应用共收录“常山阿姨”
近8000人，雇主扫码即可查询每位阿
姨的个人档案及信用信息，一键就能
预约家政服务，真正实现“精准触达、
筛选匹配、快速就业”。

下一步，常山县还将重点对接长
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等重点需
求市场的龙头家政服务企业，进一步
深化“常山阿姨数智服务”场景应用，
健全家政追溯体系，搭建在线服务平
台、运营管理平台，探索升级三方评价
互动，实现“常山阿姨”职业化培育、全
流程监管，不断推动常山县家政行业
的高质量发展。常山县阿姨学院全景图

“常山阿姨”养老护理课程培训

迭代升级 规范管理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国家生育政策

的调整，保姆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保
姆行业正面临新一轮发展机遇。从
2017年开始，常山县全力推动保姆行
业转型升级，开启了“常山阿姨”培训专
业化、品牌化发展之路。

围绕“专”字这一关键字，常山从顶
层设计入手，集成政策、优化服务、一体
推进，全面激发品牌内生驱动力。成立
了浙江省首家专管保姆产业发展的县
级事业单位——常山阿姨事业发展中
心，增设专项基金、分级开设培训班，让
自主就业为主的常山保姆培训实现了
组织化运营。通过专项政策驱动，常山
县聚焦市场、社会和监管要求，先后出
台《推动“常山阿姨”产业发展的若干政

策》等24个政策意见，并整合农民素质
培训工程、养老服务产业等专项资金
1240万元，专门用于家政培训。

“高质量就业是‘常山阿姨’培训的
最终目的，经过培训认证的‘常山阿姨’
就业率100%，市场供不应求。”常山阿
姨事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中心
还制定了《常山阿姨培训规范》《常山阿
姨诚信指标规范》等18项专业标准，并
联合公安、人社、卫健和家政公司，形成
家庭、品行、技能、健康、从业等五类档
案，确保每位就业的“常山阿姨”一人一
档。

“只有通过个人申报、资格初审、部
门联查、综合会考、专项体检‘五项流程
’的阿姨，才能拿到‘常山阿姨资格证书
’。”常山县妇联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创

新的“阿姨认证”制度表面
上看是提高了行业准入门
槛，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是
对“常山阿姨”品牌质量的
保障，也是推动“常山阿
姨”从劳务输出向品质输
出转变的关键一招。

2022年 9月以来，常
山阿姨学院进一步升级，
新打造的“常山阿姨”高端
实训基地依照“政府主导、
公司化运作、学院式培训、
标准化服务”的工作思路，
形成“一中心、两基地、三
平台”的业态布局。同时，通过与浙江
树人大学、巾帼西丽家政集团等单位的
协作，构建起校企地“三位一体”产业发

展模式。该基地的服务将覆盖常山县
未来社区的各个服务网点，有望成为华
东地区最大的家政培训基地。

编者按：1月8日，新华社《高管信息》（总第933期）刊发《衢州常山：深耕20年,打造“她就业”新引擎》一文，详细介绍了我县“常山阿姨”事业带动就业困难群体的

共同富裕，推动家政行业的转型升级一事。现予以全文转发，以飨读者。

深耕打造二十余年，衢州市常山县的“常山阿姨”已成为“她就业”市场的响亮品牌，不仅促进了当地妇女素质的全面提升，带动了就业困难群体

的共同富裕，还推动了家政行业的转型升级。2019年常山县更是成为全国首个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领跑者”行动试点县。

“常山阿姨”育婴员课程培训

拓展延伸 奔赴蓝海
近6年来，“常山阿姨”培训共开设

育婴、家庭照护等14个专业和中西式
烹饪、应急救护等67门课程，累计培训

“常山阿姨”15000余人次，带动8700
余名妇女家政服务技能水平提升至中、
高级。月嫂和其他工种的人均月工资
分别达到15000余元和7000余元，工
资与普通保姆相比提升30%以上，带动
妇女增收18亿元以上。

“现在‘常山阿姨’不仅是一份职
业，更是一个承载着责任的品牌。”常山
县妇联主席郑霞说，家政服务人员基本

是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劳动技能
偏弱的困难群体，在共同富裕的路上，
更需要政府的关心关注，家政培训不仅
仅是让她们掌握一项技能，更是人力资
源开发一种探索。

据了解，2023年常山县已完成“常
山阿姨”创新创业孵化基地专项债项目
1.32亿元的申请，计划引入省内外、优
秀师资团队，全方位完善软件、硬件，对

“一中心、两基地、三平台”的产业布局
进一步升级。

当前，“常山阿姨”品牌的培育经
验，已推广至整个常山县的农民培训。

据了解，目前全县已形成了由常山阿姨
学院、乡村振兴学院、工匠学院等六大

“乡土学院”构成的高素质农民
教育培训体系，培训项目也从传
统的保洁、保姆等培训，逐渐拓
展到今天涵盖轴承、机械、常山
阿姨、村播等适应产业发展所需
的数十种培训项目。

未来，常山将坚持以“开展
一项培训、打造一个品牌、带动
一个产业”为目标，进一步培育
产业致富带头人、乡村振兴“领
头雁”，奔赴劳动力资源开发的

新蓝海，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四省边际共
同富裕示范区贡献“常山力量”。

来源：新华社《高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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