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妇联办公厅文件

妇厅字 〔2023〕 9 号

全国妇联办公厅关于在推进家政进社区中

发挥妇联组织桥梁纽带作用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妇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妇联: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政服

务业的重要指示, 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 全国妇联等 11 部

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推动家政进社区的指导意见》 (发改社

会 〔2022〕 1786 号), 发挥妇联组织桥梁纽带作用, 推动社

区家政服务和社区妇女工作互融互促, 更好地服务大局、 服

务妇女、 服务家庭。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充分认识做好社区家政服务工作的重要性。 家政服

务业是保障民生、 拉动内需、 促进和谐的重要产业, 女性是

从事家政服务的主要力量。 推动家政服务进社区是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 是让广大居民 “请得到、

用得起、 放心用” 家政服务的重要举措, 也是促进妇女就

业、 助力妇女平衡家庭与事业的重要途径。 要以推进家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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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进社区为切入点, 延伸妇联工作手臂, 拓展妇女工作领

域, 发挥妇联组织在社区服务中的独特作用, 切实增强广大

家庭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二、 探索推进社区家政服务与基层妇联组织共建共享。

坚持党建带妇建, 在已建立党组织的家政行业协会、 家政企

业、 开展家政服务的社会组织同步推进妇联组织建设, 因地

制宜推进社区家政网点广泛建立妇女小组。 双向激活基层阵

地, 支持家政企业、 开展家政服务的社会组织利用城乡社区

妇女之家阵地开展讲座、 培训等相关活动; 推动有条件的社

区家政服务网点建立妇女之家、 妇女微家, 为妇联组织开展

活动提供便利, 让妇女群众获得近在身边的服务。 壮大基层

工作力量, 注重将家政企业、 社会组织、 家政服务员、 巾帼

志愿者中的优秀女性吸纳为妇联执委, 不断激发她们服务妇

女儿童和家庭的积极作用。 延伸组织体系和工作手臂, 发挥

家政行业协会积极作用, 通过培育扶持开展家政服务的社会

组织, 逐步将条件成熟的社会组织吸纳为妇联团体会员。

三、 用足用活用好家政服务扶持政策。 充分发挥贴近妇

女、 贴近家庭、 贴近家政企业的工作优势, 推动家政进社区

相关政策落地落实。 争取政府部门支持, 将巾帼家政培训纳

入地方政府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培训计划, 组织开展 “家政

培训进社区 (乡村) ” 等活动, 以 “大篷车” 等形式送培

训上门, 帮助从业妇女持续提升职业技能水平。 推动巾帼家

政企业积极参与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的制定、 承担政府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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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试点示范项目, 广泛开展标准化知识的宣传培训, 以标准

化建设提升品质、 打造品牌。 积极承接地方政府家政服务民

生工程, 鼓励巾帼家政企业积极参与社区家政服务网点建

设, 帮助企业用好用活家政网点租赁费用减免、 税收优惠、

就业创业扶持、 场地、 水电费及金融支持等政策, 在更好服

务妇女、 服务民生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四、 广泛挖掘社区家政就业潜力。 充分发挥已建立形成

的巾帼家政劳务对接基地、 妇女就业劳务对接机制的作用,

开展乡村与街道的精准对接, 帮助愿意从事家政服务的农村

妇女直达社区服务网点就业。 支持巾帼家政企业吸纳城镇社

区、 易地搬迁安置区中的未就业妇女、 低收入妇女、 因生育

中断就业妇女, 可通过分时段灵活服务等模式, 帮助他们实

现 “家门口” 就业。 鼓励龙头巾帼家政企业建立女大学生

就业实习和创业实践基地, 以合伙人加盟形式, 吸纳女性高

校毕业生开办线上或线下的 “社区家政小店”, 引领女大学

生在社区家政领域就业创业。

五、 融合创新家政服务有效供给。 鼓励巾帼家政企业在

供给模式和服务类型上积极探索, 大胆创新, 拓展巾帼家政

行业发展新空间。 支持巾帼家政企业与育幼、 养老等服务供

给有机融合, 积极参与社区托育机构、 养老驿站等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 大力发展符合广大家庭需求的社区婴幼儿照护和

养老服务。 鼓励巾帼家政企业依托社区信息服务平台, 开发

app、 小程序等实现网上对接服务功能, 大力拓展线上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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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服务。 支持社区妇联、 妇女之家与家政企业联合开展居

民需求调查, 形成居民家政服务需求清单, 引导巾帼家政企

业按需制定服务供给菜单。 推动巾帼家政企业与巾帼农业示

范基地、 妇女特色产业发展基地、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

对接, 为社区居民尤其是服务客户提供优质特色产品。

六、 丰富拓展巾帼家政志愿服务。 充分利用社区家政服

务网点, 开展形式多样的巾帼志愿服务。 鼓励社区妇联、 巾

帼家政企业与开设家政相关专业的院校加强联动, 定期开展

家政服务知识、 职业道德教育等社区家政志愿培训活动, 增

进社区居民与家政服务员的相互了解与认同, 提升社区居民

的生活技能和家庭照护能力。 组建巾帼家政志愿者服务团

队, 定期为社区残疾人、 老年人等困难群体提供公益服务,

探索开展社区邻里家政志愿服务积分活动, 增强家政服务志

愿者的归属感和荣誉感。

七、 促进社区家政服务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有机融合。

鼓励家政企业积极参与寻找 “最美家庭” 活动、 五好家庭

评选, 依托扎根社区的网点, 寻找推荐家庭典型, 讲述传播

优良家风故事, 组织开展家庭亲子、 家风弘扬、 家庭文化活

动, 在提供贴心家政服务的同时, 大力弘扬尊老爱幼、 男女

平等、 夫妻和睦、 勤俭持家、 邻里团结等家庭传统美德, 助

力美好家庭生活。 支持家政企业为家庭提供临时托管、 托育

等服务, 动员家政服务员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 普及科学

育儿及养老知识, 让立德树人家庭教育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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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加强家政进社区宣传引导。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 妇

联新媒体矩阵、 各地家政协会信息服务平台等作用, 宣传解

读中央和地方关于推进家政进社区的政策和举措, 提高知晓

率, 推动家政服务企业、 从业妇女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 充

分受益; 围绕 “一老一小” 等重点群体所需和家政企业、

社会组织所能, 及时在妇联新媒体平台发布服务信息, 促进

及时有效对接; 加强典型引领, 将优秀家政从业人员纳入三

八红旗手 (集体)、 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个人 (集体) 表

彰范围, 广泛宣传其诚实守信、 奉献爱心的感人故事等, 积

极营造家政进社区的良好氛围。

九、 加强工作的指导与推进。 各省区市妇联要加强工作

的组织领导, 主动与发改、 商务、 民政等部门加强沟通协

调, 找准工作的结合点、 着力点, 共同推进家政进社区各项

政策和举措的落地落实。 重点联系 10 家企业, 明确工作任

务, 落实主体责任, 大力推进社区家政服务与社区妇女工作

共建共享、 融合发展。 关注巾帼家政从业者权益保护, 对于

权益遭受侵害的, 积极提供法律、 心理等维权服务, 对符合

条件的提供法律援助。 及时总结工作中涌现出的好经验好做

法, 开展典型案例交流活动, 加强指导推动, 不断为社区居

民提供优质的家政服务供给。

全国妇联办公厅

2023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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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