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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幸福 

者的认识，正在成为上海家政服务的响亮“品牌”。

从 2012 年“巴渝大嫂品牌家政员上岗培训”项目启动以来，

不仅每年为上海输送千百名家政大嫂，更是形成了一套“三级

五钻七星”完备评价体系。其中，最顶级的“金牌月嫂”，月

收入超过 1.6 万元，而星级月嫂平均也达到了 8000 元。

万州“巴渝大嫂”一步步发展成精准扶贫的代表案例。而

回想十余年前，这一群体却是万州当地三峡移民就业问题中最

大的难题。从最初被视为就业难、就业不主动的群体，到现在

成为家政品牌的主力军，“巴渝大嫂”这些年并非一帆风顺。

上海第 14 批援派重庆万州挂职干部黄磊向《新民周刊》介

绍，万州地区的移民搬迁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至今已超 20 年，

最初那批青壮年劳动力现在年龄都在 40 岁、50 岁及以上。

移民子女，通过大学、中高职院校的学习，普遍具备就业

能力，绝大多数已自主走上工作岗位。现在，40 岁、50 岁及以

上人员占未就业移民总数的 81.2%。尤其是在家的适龄未就业

人员中，老人和妇女偏多，部分女性移民要承担一家老小的生

活起居，就业意识和技能，以及文化素质都不够；另一方面，

由于现行低保、医疗保障等社会保障政策，令移民有了基本生

活医疗保障。因此，这几类人群最初的再就业的积极性不高、

主动性不足。

面对这样的现实困境，“巴渝大嫂”应运而生。2006 年，

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重庆巴渝子弟劳务有限公司成立，承担

起了服务、引导和提升库区家政品牌的重任，开始全力打造“巴

渝大嫂”家政。到 2012 年，该公司专门设立“巴渝大嫂品牌家

政员上岗培训”项目，进一步提升“巴渝大嫂”的品牌效应。

除了这一项目本身缘起于现实难题，“巴渝大嫂”近年来

在沪就业过程中，同样遇到过一些困难。“一是技能认证沪渝

不互通。重庆家政服务人员经过培训和重庆认证之后到上海需

要第二次认证，增加了千里迢迢赴沪求职的重庆劳动者的经济

和时间成本；二是上海帮扶政策不能惠及为上海提供劳动力支

撑的重庆家政企业，导致管理和培训成本大增，形成竞争壁垒，

不利于渝籍员工的人文关怀和有效管理。”黄磊告诉《新民周刊》。

为了解决第一个困难，巴渝大嫂 ( 上海 ) 基地落成，这是

上海对口支援万州的干部们所作的创新。

他们在上海设立“巴渝大嫂”家政服务示范基地，将以前

输送到上海、稳定上岗的优秀家政人员凝聚起来，轮流召回基地，

为那些新招的“巴渝大嫂”们现身说法，增强项目的可信度。

方瑜当年就是“新大嫂”中一员。起初，她在重庆参加家

政服务的培训，但因丈夫离世的悲痛，导致学习不在状态，一

直未能通过考核。后来，她又被黑中介坑骗，差点脱不了身。

历经曲折来到上海基地，方瑜在有经验的“巴渝大嫂”帮助下，

从餐饮、本地习俗、待人接物开始学习，再到护理技能、家庭保洁、

家用电器使用，进行了全新培训。

近年来，“巴渝大嫂”家政项目共培训移民 573 人，建档

立卡户 459 人，带动就业数千人，输送至上海的家政人员超过

2000人，人均收入大幅增长，真正做到了“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其中，仅 2018 年一年，就通过基地平台帮助促成 425 名巴渝大

嫂在上海实现了异地转移就业，稳岗增收形势喜人。

预计到今年年底，“巴渝大嫂”在长三角地区的在册人数

将达到 9000 人的规模，年创劳务收入达人民币 5 亿元以上。

和万州“巴渝大嫂”一样，建于上海与贵州遵义之间的“沪

遵劳务直通车”近年来也在劳务输出实现就业脱贫的进程中形

成了自己的“品牌效应”。

30 多年前，以遵义市正安县 300 娘子军南下广东番禺打工

为发端，一场农民工到广东沿海打工的滚滚浪潮由此拉开序幕。

从“田间”走到“车间”， 劳务输出成为贫困群众增收脱贫最

直接、最有效的一条途径。

30 年后，2018 年 7 月 24 日，一班特殊的 K496 次列车从

遵义市桐梓县驶向上海。这是“沪遵劳务直通车”开通后的首

列班车。自那时起，“沪遵劳务直通车”高频发车，有组织劳

务输出成效明显，遵义当地不少建档立卡户和易地扶贫搬迁劳

动力顺利踏上了赴上海就业的旅程。

和以往的直接劳务输出相比，新时期的“劳务直通车”有

了自己的时代特征：政府充分发挥“店小二”作用，9 家人力

资源公司投入人力、物力到就业扶贫一线，让贫困劳动力及时

准确了解就业单位工作。如此一来，解决了过去企业与贫困劳

动力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难题，探索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

中介服务、企业用工、群众脱贫”的就业扶贫新格局。

　　其中，最顶级的“金牌月嫂”，月收入超过 1.6 万元，而星级月嫂平均也达到
了8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