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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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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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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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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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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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姜琳） 来源：新华社

怎么培训、谁能参加、有补贴吗？
——聚焦6部门家政培训行动

5月 20日，重庆市巫山县曲尺乡

海拔 1314 米的“云端之约”户外颁证

基地，专门从江西赶来“旅行登记”的

陈会宁和刘小妹在三峡蓝天白云的

见证下结为夫妻。

“520”和“521”其谐音与中文的

“我爱你”相似，因此许多中国年轻人

选择 5月 20日和 5月 21日登记婚姻。

不久前，中国新修订的《婚姻登

记条例》正式施行，取消了结婚登记

需携户口本在户籍所在地办理登记

的限制，实现“全国通办”，赋予年轻

人更多自由选择空间。今年“520”，
各 地 年 轻 人 婚 姻 登 记 方 式 花 样

百出。

“婚登＋旅行”成为年轻人最喜

爱的模式之一，新人们提前选定一个

目的地，在旅行的同时举办婚姻登记

仪式。“我们非常喜欢三峡风景，所以

选择了来重庆登记结婚，之后还准备

在巫山旅居几天。”陈会宁说。“云端

之约”户外颁证基地是重庆市首批市

级特色婚姻登记服务场所，基地精心

设计了 299（爱久久）爱情步道、爱情

斑马线等打卡点。

“特色婚登服务吸引渝东北甚至

全国游客，带动度假区消费火热，自

颁证基地开启以来，高峰时每月近 30
对夫妻在这里完成登记。”巫山县婚

姻登记中心主任向文娟说。

借助“婚登＋旅行”的火热，中国

多地积极打造婚姻登记新场景。云

南 16 个州市已设立 114 个“公园式”

婚姻登记点，打造“有一种叫云南的

生活”婚姻旅居特色品牌，推出婚姻

登记“‘跨省通办’＋蜜月旅居”等服

务，激活全省文旅消费新场景；四川

成都大邑县将把民政局“搬”到海拔

3250 米的西岭雪山顶上，征集 10 对

新人解锁成都“最高”的婚姻登记处，

景区门票和索道免费；新疆赛里木湖

婚姻登记处完成结婚登记的市民，景

区将提供终身免费入园的优惠政

策……

大理州旅游行业协会目的地婚

礼分会会长赵灿辉分析，就消费风向

而言，当下年轻人对浪漫的理解更加

多元化，由此催生了诸多热门婚礼目

的地。

特色婚姻登记方式也让“领证跟

拍”日渐走红，年轻人以领证跟拍记

录下幸福瞬间。私人摄影师陈柳玲

告诉记者，目前 200到 400多元“领证

跟拍”算是大众比较能接受的价格档

位，贵一些的摄影机构有 499 元到

699元的跟拍价位，“很多年轻人既追

求仪式感也追求性价比，新人都愿意

花几百块钱给自己记录一下”。

记者发现，一些婚庆公司还推出

了“婚姻登记一站式服务”，包括化

妆、服装、摄影等，满足新人对仪式感

的全方位需求。

“我们的婚礼在云端举行，还在

重庆各个热门打卡点都留下了纪

念。”19日，在重庆来福士洲际酒店高

空露台上，来自匈牙利的新娘董齐兰

和来自中国重庆的新郎冯阳完成了

婚礼仪式，还在民政部门组织下乘坐

重庆西部公交的“熊猫主题观光巴

士”巡游各景点打卡，新人在摄影师

跟拍记录下，沉浸式体验山城独特的

“8D 魔幻”魅力，并实时生成云相册

分享给亲友，让这份美好的回忆得以

永久保存。

“政策松绑的‘减法’，能为爱情

的‘加法’腾出更多空间，让新人在便

捷中感受婚姻的浪漫。”重庆市民政

局副局长胡立说。

赵灿辉说，未来婚姻登记或将呈

现出更加多元化、个性化的趋势。城

市通过挖掘地理符号打造“爱情地

标”，既提升了公共服务温度，又激活

了文旅消费，带火了“甜蜜经济”。

中国年轻人“花式”婚姻登记带火甜蜜经济
新华社记者 李晓婷 王贤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