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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又到节前除尘季又到节前除尘季
保洁阿姨成最难约的人保洁阿姨成最难约的人

生意太好，阿姨难找。随着春节的脚
步临近，我市家政服务市场开启“过年模
式”，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需求高峰。

1月6日，记者探访我市家政服务市场，采访多位
家政服务行业从业者，了解服务需求量不断攀升的原
因,分析雇钟点工就像“开盲盒”的现状。

提升家政服务质量
构建机制是关键

年底家政需求大，找家政服务的市

民很多，找到一个合适的家政服务人员

十分关键。

“我在选择上面可算遭老罪了。”从

事设计工作的市民陈先生说起请钟点

工，一肚子苦水，因自家装修设计偏个

性化,边边角角的清洁相对较多，“我通

过一家知名的家政服务公司预约了三

天，才选到一位阿姨。结果阿姨干惯了

普通套房的卫生，非常规的户型就不习

惯了，进度非常慢。最后加了两个小时

才完事，增加了不少费用，还浪费了时

间。”

无独有偶。在我市工作了 10 多年

的新永康人李女士，去年喜迁新居，自己

平时也会搞卫生。但由于没有擦玻璃的

机器人，操作起来不方便，于是她预约了

家政服务人员上门清洗窗户。

“来的是一位负责人和她的员工，说

年底生意太忙，人手不够只能自己上

场。虽然人多了，但是效率还不如一个

人。因为她的员工是临时来的，我看他

一直在那里‘摸鱼’。”李女士说，不光如

此，他们带的工具也很一般，一看就是网

上买的廉价版擦玻璃神器，使用过程中

意外频发，吓得她一身冷汗。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家政服务人

员告诉记者，由于年底需求量激增，特

别是钟点工，难免有一些平台会以“救

火”的方式，招募短期社会散工，服务方

面就缺少了保障。建议市民最好去实

体店了解后再作出决定，最大程度保证

自己的权益。

梅园美是我市一家家政服务公司的

工作人员，从事家政服务已经十几年了，

很多市民找家政服务人员都会向她咨

询。

“一般来说，客户找阿姨不要着急。”

梅园美介绍，“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同，

双方都要有一个磨合适应期，过了磨合

期才能做得长久。”

耐心是找到好阿姨的关键。除此之

外，技巧也很重要。在另一家家政服务公

司，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吕斯露正通过微信

与客户对接，推荐家政服务人员。

吕斯露介绍，这段时间上门或者通

过微信向她咨询如何找合适的家政服务

人员的市民很多。

“第一是如何面试阿姨，不要一上来

就问她带过多少小朋友，烧过什么菜，在

谁家干过，之前有什么样的工作经验。

应该问她的拿手菜是什么，出现问题是

如何应对的，这样能体现她的工作时间

和工作经验。第二是不能盲目相信网络

上五花八门的育儿分享，在这个小朋友

身上套用的方法不一定适合其他的小朋

友。”吕斯露说。

临近春节 家政服务需求大

当日15时许，位于江南街道的某家

政店门前熙熙攘攘，店里店外挤满了人，

既有前来咨询家政服务的市民，也有来

应聘家政服务岗位的。记者了解到，除

了日常的打扫卫生、烧菜服务外，不少市

民还提出了更加细致的需求。

“我们上门保洁服务内容范围比较

大，除了普通打扫外，还有油烟机、冰箱、

空调等设备的专业清理。临近春节，这

些服务的需求量增长比较明显。”某家政

公司负责人施惠告诉记者，在他不断闪

烁跳动的微信界面上，十几位市民正在

进行线上咨询。

按照传统风俗，春节前家家户户要

进行大扫除，寓意除旧迎新，迎接新年好

运。因此，对家政服务的需求，特别是上

门保洁、整理收纳等服务的需求很大。

“家里已经很久没有打扫了，自己弄

太累，今天过来找个阿姨。”家住溪心南

区的市民谢女士告诉记者，之前预约的

两位家政服务人员爽约了，她只能到中

介公司咨询，“现在，不单单阿姨工资上

涨，档期也需要抢，早知道就提前预约。”

“有些客户工作比较忙，临近春节大

家都开始着急了，希望家里干干净净

的。”施惠告诉记者，家政服务的价格相

较往年总体变化不大，部分浮动主要体

现在家政服务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些家

政服务人员能力比较突出，对工资要求

就会高一些，相应地也就拉高了行业的

整体薪资水平。

“目前大部分市民需要的是钟点工

和过年临时应急的家政服务人员，总业

务量比平时增加了一至两倍。”另一家家

政服务公司负责人胡鹏告诉记者。

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2024

年经营范围含“家政服务”的经营主体，

全市共有 791 家，相比于去年增长了

35%。

市场鱼龙混杂 选对阿姨很重要

融媒记者 陈旭东 陈宏宇
见习记者 吕漪琳

日产日产30003000多公斤多公斤
顾客排队等候加工顾客排队等候加工

年糕迎来
生产旺季

本报讯（融媒记者 曹润鑫 程卓

一） 传统美食年糕谐音“年高”，因

其美好寓意深受大家喜爱。临近春

节，古山镇坑口村年糕加工厂迎来

生产旺季。

走进年糕加工厂，蒸米的热气腾

腾升起，浓郁米香扑鼻而来。在生

产流水线上，工作人员忙着赶制年

糕。将提前泡好的米磨成粉后，再

放进木桶蒸熟，然后通过机器定型，

最后拿出去晾凉，一道道工序有条

不紊。

制作年糕，原材料十分关键，不

同品种的食材制作出的年糕口感不

同。为了满足顾客需求，年糕加工厂

还提供代加工服务。顾客吕秀珍今

年用 15 公斤糙米，做了 20 公斤年

糕。“自己带来的米做出来的年糕，更

符合自己口味，吃着也更放心。”她

说。

从去年开始，该年糕加工厂引进

生产流水线，生产效率提高了 50%。

加工厂负责人朱涌潮介绍，为应对年

关订单高峰，今年新增了一个泡米

罐，一次可以泡 1500 多公斤的米，能

制作 2000 公斤左右的年糕，效率和

产能都提高了很多。同时采用半机

械化生产模式，既保留传统年味，又

提高生产效率。

据了解，该年糕加工厂制作的年

糕，不仅深受本地人欢迎，而且还通

过线上平台销往各地。目前，该年糕

加工厂平均每天制作 3000 多公斤年

糕，订单量持续攀升。

“坑口年糕是村里很好的招牌，

新老顾客都很多。年关将至，做年糕

的人多，我们要一直忙到腊月二十

八。”朱涌潮说。

冬季家纺市场冬季家纺市场
迎来销售旺季迎来销售旺季
保暖型床上
用品受热捧

本报讯（融媒记者 曹润鑫 程卓

一） 入冬之后，气温骤降，我市家纺

市场迎来销售旺季。

近日，记者在龙山镇四路家纺城

看到，各类保暖型床上用品一应俱

全，适合冬季使用的四件套、羽绒被、

羊绒毯等床上用品摆在显眼的位置，

陆续有顾客进店选购。

“主要是挑自己喜欢的，冬天用

来保暖，质量好一点的。”来自云南的

李家连和朋友挑选了各类保暖用品

准备邮寄回家。

“很多在永康务工的顾客会在年

底返乡前，来这里购买床上用品。最

近这段时间的生意比今年平常日子

好一些。”经营家纺店 20 多年的店主

吕仙云说。

市场升温的同时，家纺城也面临

着来自线上销售的压力。电商平台

产品丰富、促销力度大，分流了传统

家纺城的部分客源。

“实体店能看到实物，很多年纪

大的顾客喜欢来这里购买，产品质量

也有保证。”吕仙云认为，尽管面临挑

战，实体店自身的优势不容忽视，家

纺城也在积极探索创新，满足顾客的

需求。

家政服务市场虽然是“小产业”，却

事关大民生，和千家万户的幸福息息相

关。

年前火热的家政服务需求以及专

业人员抢手的现状，让这一行业的大军

不断扩容。火爆的背后是服务相对单

一的局面。满足市民多元化的需求，如

婴幼儿抚育、老人看护等项目，还有很

大的提升空间。

近年来，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

高，家政服务行业竞争激烈，市民的要

求也在逐步提高。但由于行业门槛低，

缺乏规范化培训，缺少有效监管渠道，

难免存在“夸大宣传”“收费混乱”等问

题。反过来，家政服务人员也因专业能

力、收入保障等方面而产生不安心理。

因此，加快构建消费者、平台、家政

服务人员三者之间的互评机制，提高信

息透明度，增加彼此了解就显得尤为重

要。只有将“小散乱”模式的需求汇集起

来，将零散的家政服务人员归整一块，提

升家政服务质量，才能真正有利于家政

行业的规范，实现服务业态的转型升级。

此外，为了避免节前服务高峰期，

各种订单扎堆，市民朋友可以提前规

划，合理安排时间，选择错峰清扫。

“阿姨”在求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