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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在新业态中闪闪发光她们在新业态中闪闪发光
回顾2022，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广大妇女提供了就业新机遇、创业新场景——

在线教育的老师、上门服务的家政人员、
穿梭在街道上的骑手、屏幕中的电商主播、网
线那头的“云客服”……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
发展和跨界融合，越来越多女性投身数字平
台，成为新业态中的一员。她们通过灵活就
业，在新平台、新方式、新领域中实现自己的
价值，在热爱的岗位上闪闪发光。

自2019年以来，人社部会同有关部门先
后发布 5 批 74 个新职业，众多新职业的出
现，与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密切相关，也为女
性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拓宽了女性的就
业选择面。回顾刚刚过去的2022年，盘点那
些活跃在数字经济众多新业态中的女性，倾
听她们的故事，分享她们的成长，我们清晰
地看到，“她力量”正在刷新女性数字化发展
空间。

这一年，女性积极尝试数字经济中各类

新业态、新模式，在线教育、家政到家服务、
电商直播、网络客服、外卖配送等领域出现
越来越多的女性身影。阿里研究院与中国
就业形态研究中心课题组联合发布的《2022
数字经济与中国妇女就业创业研究报告》显
示，在数字贸易、电商、直播等领域，数字经
济已创造5700万女性就业机会。电商平台
上，约有2358万女性淘宝店主，其中农村淘
宝女店主有392万人，淘宝直播和抖音上约
有1244万女性主播，饿了么与美团平台上约
有18万女骑手，出行平台上约有136万女司
机，微信生态上约有1749万女性社群经济参
与者……

这一年，女性借力数字技术，破除时空限
制，开拓灵活就业新形式。借助数字经济力
量，女性可以依托平台赋能实现自主就业、创
业。新就业形态方便女性对工作的自主安

排，满足女性对于时间灵活性的需求，可以为
女性提供短期兼职或长期灵活工作机会。另
外，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居家办公成为一种新
趋势，妇女能够满足家庭照料的同时，灵活参
与工作，提高了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妇女

“既赚钱，又养家”，可以有效提升她们在家庭
中的决策权与议价能力，也为进一步增加劳
动供给提供了经济基础。

这一年，妇女牢牢抓住数字经济赋予的
就业新机遇，尽情发挥独特优势。妇女情感
更细腻、态度更谨慎，洞察消费者和感知市场
的能力更强，更容易贴近消费者需求。在数
字经济时代，这些软技能方面的优势可以得
到更好的发挥。领英《中国新兴职业报告》显
示，职场妇女普遍认为自身在软技能上占有
独特优势，其中最大的优势体现为细心、耐心
等处理细节的能力，同理心、理解力等人际沟

通交往能力，以及工作中更强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而妇女在软技能方面的独特优势将为
其带来更多机会。

这一年，妇女借助平台优势，在良好的创
业环境中实现自身价值。数字平台为妇女
创业提供了技术支撑，其开放性、自生长性
和社会化分工体系为妇女创业者提供了技
能技术、数据分析等学习机会，降低了妇女
创业和获取资源的门槛，使广大妇女可以随
时了解世界市场信息、探索创业原始数据，
缩短商业机会识别时间，拓展创业搜索机
会。《2020创业信心报告》显示，潜在创业者
中，有创业意向的女性占比达55%，高于男性
人群的51%。数字经济时代，妇女创业规模
不断增长。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显示，截至
2018 年末，妇女创业人员比例已经达到
37.7%。

这一年，妇女乘着政策的东风，在培训中
不断提升数字素养。2022年全国两会上，全
国妇联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在数字经济发展
中促进妇女就业创业的提案》，提出通过“开
发女性新职业、加强妇女数字技能培训、完善
数字经济领域妇女劳动权益保障”等措施，拓
宽女性数字化发展空间。在全国妇联和相关
部门的推动下，各地相继开展丰富多样的女
性数字素养提升活动。如专题讲座、数字化
发展平台建设、巾帼电商培训等，着力将数字
知识送进女性大课堂、送到乡间地头、送入千
家万户。

回顾2022，每位心怀热爱、脚踏实地的女
性都在岗位上闪闪发光，点点微光汇成星河，
照亮她们的职业发展之路；展望2023，每一个
步履不停的追梦人必将在新机遇中继续百舸
争流、乘风破浪。

“2022年忙碌又充
实，虽然辛苦却很有收
获。这一年，我花了两
个月的时间静心沉淀，
在慢下来的节奏中思
考未来发展的定位和
方向，并持续在直播电
商领域有所突破。创
业不易，在新的一年，
我将带着更明确的目
标继续出发，在迎接挑
战中不断成长。”

马兰花原本是一
家股权投资公司的投
资经理，清华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本科及研究
生毕业，拿着高薪、过
着令人羡慕的生活，还
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如今，她辞去高薪工
作，成为一名创业主
播，通过抖音平台，将
自己精选出的优质图
书分享给粉丝。

对于马兰花来说，
刚刚过去的2022年虽
然忙碌却收获满满。
这一年，她和团队共直
播将近 200 场，在 11
月份的直播两周年专
场中，商品销量超过2
万单。这一年，她获评
国家航天局“中国航天

文化星推官”，获得抖音电商“亲子生活年
度Top达人”，还被许多出版社推选为荐
书官和领读人。

暑假期间，马兰花和团队一起策划组
织“花开仲夏阅读会”活动，带领家长和小
朋友们一起打卡亲子阅读。这次活动不仅
在全网获得了数千万播放，还带领很多小
朋友养成了每天阅读的好习惯。

有人说，经过两年的快速发展，2022
年的直播电商创业开始变得艰难。即便如
此，马兰花和团队还是尝试了很多新的突
破，在产品种类、产品内容和产品质量上不
断做加法，如突破图书单一品类，发掘好
玩、益智、有助于亲子关系培养的桌游和玩
具。

2023年，马兰花说，将一如既往重视
好的内容，继续以“发现好书、推广好书”为
己任，在创业路上不断突破舒适区、迎接新
挑战，实现自己的价值。

“2022年的关键词是团圆。这一
年，我继续在家门口的人工智能孵化
项目就近就业，丈夫也不再外出打工，
在家乡做起了外卖员。得益于数字就
业机会，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相聚在
一起，彼此陪伴、相互支持。”

陈霞来自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县
杉树镇冉家村，在她小时候，父母先
后外出打工，经常几年才回家一次。
作为曾经的留守儿童，她记忆中的童
年既心酸又孤独。结婚生子后，曾多
年在外打工的陈霞果断选择留在家
乡陪伴家人。

2019年8月，由蚂蚁集团、蚂蚁
公益基金会、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
室联合中国妇女基金会发起的“AI豆

计划”人工智能孵化项目落地万山，第
一批就业的陈霞成了一名人工智能训
练师，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我的工作是借助专门的工具，对
数据进行标注，辅助智能驾驶。”平均
每个工作日，陈霞要在电脑上标注60
万个点，最多的一天她曾标注超过
108万个点。

“第一个月发工资，我收到了
7000元，这是我进入社会以来工资最
高的一次。”陈霞兴奋地告诉记者，这是
一个多劳多得的行业，通过学习和不断
练习，她的水平一直保持在基地前五。

2022年是陈霞做人工智能训练师
的第3个年头。这一年，她的收入达到
10万元左右。收入的提升带来生活条
件的改善，2021年，陈霞圆了儿时的一

个梦想：她和老公在铜仁买了一套102
平方米的住房。“这是第一个真正意义
上属于我们一家4口的小家。”2022年，
她继续凭借劳动获得可观的收入，家庭
压力减小后，丈夫不再外出奔波，而是
在家附近做起了外卖配送员，一家人终
于每天都能生活在一起了。

展望2023，陈霞也定下了“买辆
车”的小目标，看着生活条件一点点变
好，她觉得人生充满了奔头。从一位
不知人工智能为何物的家庭妇女，到
真真切切用行动助力科技发展的AI
训练师，她不仅收获了经济上的独立，
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更实现了自
身的价值。新的一年，陈霞希望继续
发挥自己细心、高效的优势，完成更多
挑战性的项目，实现自己的职业发展。

“从没有社交、没有收入的伸手党，到月
入六七千，可以和朋友探讨业务、一起旅游，
成为一名云客服，我不仅重新和他人建立起
连接，还找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回首
2022，这一年有突破，有进步，有挑战，有收
获，做了很多以前只敢想不敢做的事情，我
真正开始为自己而活。”

和大多数女生一样，潘娜在二十四五岁的
年纪选择结婚生子，远嫁的孤独、带娃的辛苦
和没有收入的压力一起袭来，这些负面情绪一
时找不到人倾诉，她逐渐活成一座孤岛。

机缘巧合之下，经一位境遇相似的宝妈
介绍，潘娜加入蚂蚁“云客服”大家庭，在家通
过一台电脑在网上帮别人解答问题。工作之
后，她逐渐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和
大家一起探讨业务问题，也互相吐槽生活中的
鸡零狗碎。未曾谋面的同事就像是彼此的树
洞，她的情绪和压力有了宣泄的出口。

在工作中，潘娜曾经历过绩效差、选班
难、语言障碍、被投诉等难题，她不断克服困
难、挑战自己，2022年在国际专线的工作中

交上了满意的答卷：绩效在线路中始终保持
上游，每个月都有优秀服务案例。

今年是潘娜做云客服的第6年，通过这
份职业，她不仅重新连接社会，还找到了自
己的社会价值。“我现在一个月可以挣
6000-8000元。”潘娜告诉记者，如今，她不
仅有能力给孩子买教育基金，给自己买养老
保险，空闲的时候，还能随时约上三五好友
带着孩子一起出去旅游。

2022年，潘娜通过自己的劳动过上了
期待已久的充实生活。她去北京感受繁华
都市的生机和活力，去杭州欣赏江南水乡的
如画美景，去最初奋斗的地方和老友相见
……她还受邀参加蚂蚁云客服十周年庆典，
作为云客服代表发言，分享自己的故事，在
镁光灯下感受大家庭的温暖和热情。

回顾过去三年，潘娜十分感谢数字平台
的发展。提及2023，潘娜表示要继续保持初
心，稳扎稳打，精进自己的业务能力，为客户
提供优质的服务体验。她相信，时间不会辜
负任何一个努力的人，自己要做的，就是保
持热爱，奔赴新的一年！

“2022，在自由奔跑的路上继续为
自己打工。这一年，我穿梭在大街小
巷，通过实实在在的劳动改善自己和家
人的生活，在疫情期间为需要的人站好
岗。挥别2022，我会怀揣热爱，在新起
点上再出发。”

疫情期间，她把外卖送到六楼居家
隔离的女士手中，对方隔着门缝塞出来
两个橙子，用“好事成双”的吉祥话表达
感谢；有一次，她将外卖送达地铁口的
一位女生手中，刚走出200米，就接到
对方特意打来的电话，夸奖并感谢她；
元旦假期依然坚守岗位，她将外卖送到
小区门口的外卖架上，听到保安大叔一
句活力满满的“新年快乐！”……回顾
2022，这些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深深地
打动着骑手林小霞。

林小霞是河南商丘人，在步入骑手
行业之前，她做过餐厅主管、金融理财，
偶然的机会，她接触到兼职骑手工作，

干了没多久后她便决定辞职加入这个
行业。“在我做过的这些行业中，骑手的
收入算是最高的。这份工作多劳多得，
只要付出努力，在收入上一定可见回
报。而且时间灵活，以周结算，如果有
事或者身体不适，可随退随进。”

今年是林小霞做骑手的第4年，她
依旧秉承着自己给自己打工的原则，在
灵活的就业方式中自律奔跑。疫情最
严重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叫外卖，单
量暴增，除了食品，很多日用品都依托
于快递服务。林小霞尤其能感受到，一
些老人、出行以及行动不便者对这个行
业的依赖和尊重。那段时间，她没日没
夜地接单，一刻不停穿梭在大街小巷。
卖力的付出不仅带来了可观的收益，更
为需要的人站好了这班岗。

提及2022年的收获，林小霞最先
想到“尊严感”三个字。因为收入的提
升，她从合租房里搬到了单独的一居
室，房子虽小，但不用在逼仄的空间里

与别人“挤生活”，让她北漂数年终于有
了“家”的感觉。“我靠自己的能力吃饭，
不用违心讨好任何人，做自己不喜欢的
事，每天活得很坦荡。”林小霞对记者
说，自己过去性格怯懦，不敢在公众场
合表达自己，而骑手生涯开启后，她愈
发敢闯敢试，敢于、乐于和不同人打交
道，取经学习，提升言行谈吐。

2022年的中秋节，林小霞还在公
司总部的帮助下圆了一个小小的梦，

“我的小梦想是穿上工服、化上美美的
妆拍套写真。”她告诉记者，因为喜欢这
个行业，所以想记录下自己美好的样
子。

展望2023，林小霞希望继续带着
笑容做好配送服务，遇到问题多换位思
考，用温声细语的解释抚平有些客户烦
躁焦虑的情绪。她说，要继续以热爱为
帆、自律为桨，不断努力奔跑，用亲身行
动回应陌生人的善意，在平凡的岗位上
闪耀自己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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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训练师陈霞：

有一种幸福叫“家门口就业”

外卖骑手林小霞：

努力奔跑，遇见美好

“云客服”潘娜：

在在““云端云端””找到自己的社会价值找到自己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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