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大通护工”已经成为大通县的
一张亮丽名片。他们不仅走出了大山，还
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在政府的推动下，

“大通护工”劳务品牌的影响力日益提升，
为脱贫群众就业增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助力。

未来，大通县将按照“省内挖潜、省外
拓展”的工作思路，以“七有”工作体系为
抓手，以一年建体系、两年上台阶、三年出
成果为目标，制定印发《“大通护工”全生
命周期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5-
2027）》《关于促进“大通护工”产业高质量

发展助推稳就业促增收的若干措施》，高
效运营大通护工“1+1+6+N”四级组织服
务保障体系，围绕品牌组织管理、技能培
训、评价认证、岗位对接、政策落实、权益
保障等方面，着力推进大通护工专业化、
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全
力打造大通就业创业新名片，力争到2025
年底，全县建立大通护工就业创业指导服
务中心1个，打造大通护工产业发展基地1
个，建立大通护工驿站6个，大通护工之家
10 家，乡（镇）联络站 20 个、村（社区）联络
点313个，培养护工服务联络员（护工劳务

经纪人）313 人以上；培育员工制企业 1 家
以上、县级规范性企业5家以上、评选示范
乡镇8个以上；全年实现1.1万名以上大通
籍护工务工就业，人均年收入达到 5 万元
以上，大通护工特色劳务品牌跻身全省知
名劳务品牌行列。

在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下，“大通护工”这一特色劳务品牌将不断
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他们将继续以
专业的技能和优质的服务赢得市场的认
可，为脱贫群众就业增收、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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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推动“大通护工”劳务
品牌的高质量发展，大通县政府制定
了《打造“大通护工”特色品牌助推全
县劳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该方案提出了“省内挖潜、省外拓展”
的发展思路，旨在建立健全品牌培育
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品牌宣传推介力
度，精准开展护工职业技能培训。

大通县就业服务局作为推动劳务
品牌发展的重要部门之一，积极履行
职责，为护工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和
支持。就业援助科负责人表示，他们
已经培训了500余名家政服务、养老护
理、育婴员、保育员等护工相关职业的
技能人才。这些培训不仅提升了护工
们的专业技能和服务水平，更为他们
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

为了进一步提升“大通护工”的品
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大通县政府还
计划开展省级劳务品牌申报认定工
作。通过整合行业协会、企业信息资
源，及时掌握护工方面务工就业、技能
培训意愿，实现“人岗”精准适配，打通
就业供需渠道。这一举措将进一步提
升“大通护工”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行业中来。

在大通县的悦子树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培训基地内，一批又一批的护工
正在接受专业的培训。他们来自不同
的村庄，有着不同的背景，但都有一个
共同的目标——通过掌握专业技能，
实现稳定增收。这些护工们在培训中
不断学习、成长，逐渐成为了家政市场
上的佼佼者。

劳务品牌高质量发展的劳务品牌高质量发展的坚强后盾坚强后盾

杨琳来自大通县逊让乡麻什藏村，从
事护工行业已有7年时间了，7年来，杨琳
的生活眼见着越来越好，每年有了可观的
收入，也在西宁买了100多平方米的房子，
两个孩子也接到了西宁上学。村里的亲
朋好友看到她的变化，前后有50余人跟着
她进入了护工这个行业。

12月20日，冬至前夕，城中区仓门街
街道前营街社区党委联合大通护工联盟
企业青海卓悦护理服务有限公司在刚投
入使用的社区居家托养中心举办了“邻里
同乐贺新元 岁寒情深暖人心”主题活动，
在活动现场，记者见到了杨琳。

“在省商务厅的大力指导下，‘大通护

工’品牌正式进驻社区，老百姓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养老服务。”杨琳向记者介绍。

“大通护工”医院陪护联盟是在省商
务厅的指导下，由青海冠卓护理服务有限
公司等 9 家有规模的护理公司共同成立
的。联盟对成员单位内的护工实行“基本
工资+提成+福利”的保障模式，并通过

“五统一”和“五心”进行服务和管理。即
统一标识、统一培训、统一服装、统一服
务、统一收费，做到家属放心、患者安心、
医院省心、护工用心、公司尽心。这种规
范化的管理模式，不仅提升了护工的专业
技能和服务水平，更为他们提供了稳定的
收入和全面的保障。

青海冠卓护理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
车桂莲是联盟的董事长。她投身护理行
业已经10多年，深知家政服务在现代社会
中的重要性。因此，她积极投身“大通护
工”品牌的打造和推广工作。在她的带领
下，联盟不断发展壮大，品牌影响力也日
益提升。

目前，经过专业培训的100余名“大通
护工”医疗护理员已经进驻省内10余家医
院的“无陪护”病房。他们为患者提供24小
时不间断的优质服务，让医疗护理员服务
向更加规范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这一
举措不仅减轻了患者家属的负担，也为护
工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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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主妇到从家庭主妇到
专业护工的专业护工的华丽转身华丽转身

2025年1月24日 星期五

版面 / 纳杰 校对 / 婷婷

06特

本报记者 师晓琼

“现在，有了‘大通护工’特色

劳务品牌，有了大通县家庭服务

业协会，我相信会有更多人进入

这个行业，让更多的人增收致富，

让我们的未来变得更好。”从事护

工行业7年的杨琳如是说。

在西宁市大通县，有一群曾

经围着锅台、孩子转的农村妇女，

如今却凭借专业的家政技能，在

家政市场上闯出了一片天地，成

为了远近闻名的“大通护工”。这

一转变，不仅为她们自身带来了

稳定且可观的收入，更为大通县

的劳务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近年来，大通县积极培育具

有鲜明地域特色、行业特征和技

能特点的特色劳务品牌，全力打

造大通就业创业新名片，着力增

加群众收入，切实增强了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截至目前，全县大

通籍劳动力从事护工相关职业

7100 余人。从业人员主要集中

在西宁市区各级医院、家政服务

公司，大通护工在全省护工从业

人员中占比超过60％。

“大通护工”：走出大山的金字招牌

2024年，张洪菊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这一年，她参加了大通县组织的

“护理护工”培训，通过系统的学习和实操，
她顺利获得了护工资格证书，成为了一名专
业的“大通护工”。

过去，她干过餐饮、理发，也在工地上打
过小工，但每份工作都不长久，收入也微薄。
如今，张洪菊在大通县悦子树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工作，主要负责照料新生儿。这份工作
不仅让她每个月的收入过万，更让她找到了
职业的价值和成就感。在悦子树健康管理公
司的培训基地，张洪菊和其他护理人员一起，
接受着专业的培训和指导。从翻身、洗澡到
拍嗝，每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都是无数
次的专业训练和实战经验积累。

悦子树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大通护
工”就业创业示范点，与大通县就业部门签
订了合作协议，主要聚焦新生儿护理、产康、
月子餐等项目进行理论培训和实操训练。

据介绍，目前在西宁市及周边市县，活
跃着7000余名“大通护工”。他们经过专业
的技能培训和规范化的管理，成为了家政市
场上的抢手人才。这些护工们不仅走出了
大山，更以专业的技能和优质的服务赢得了
市场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