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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进阶进阶

职业女性 发展周刊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耿兴敏

近年来，乡村民宿越来越受到市民的喜爱，也
成为乡村振兴的助推器和重要抓手，许多独具当地
特色、人文风情及民俗传统的乡村民宿正在蓬勃发
展。

每逢周末或假期，不少人携家带口来到乡村小
住，体验农村生活的闲适、纯粹、静谧。随着疫情防控
政策放开，刘菊对新一年的民宿发展充满信心，她相
信乡村民宿会迎来更多客人。

刘菊是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县白岩村循美牧云
涧民宿的一名民宿管家。在上周刚刚结束的首届“数
字木兰之星”民宿管家技能大赛总决赛中，刘菊获得
第一名的好成绩。

“我们学会主动介绍当地非物质文化
遗产”

刘菊今年26岁，是“数字木兰”民宿管家培训计
划的第5期学员。她从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毕业
后，嫁到雷山县白岩村，成为一名家庭主妇。一次偶
然的机会，她加入牧云涧成为民宿管家。中途，刘菊
因怀孕休息过一年，再去上班时对民宿工作生疏了很
多，让她感动的是，牧云涧民宿又一次接纳了她，还给
了她参加培训的机会。通过学习，刘菊快速提升自我
能力，懂得了接待、服务、礼仪等方面规范化的知识，
她在民宿管家工作中变得更加游刃有余。

2021年，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与浙江蚂蚁公益
基金会联合发起“数字木兰”民宿管家培训计划，面向
从事或有意愿从事乡村民宿管家的村民开展免费培
训。计划旨在通过系统性培训的方式提升乡村民宿
管家的综合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为乡村民宿产业培
养合格管家人才，塑造良好的乡村民宿产业发展环
境，推动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结合，
促进共同富裕。

刘菊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通过培训，她
在客房服务、特色菜肴的烹饪、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
视频拍摄、插花艺术、蜡染工艺等各方面都有很大收
获。她开始拍短视频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宣传民
宿、展示乡村生活状态，她利用身边的花花草草装扮
民宿，给客人更好的视觉体验。

“现在我们学会主动介绍当地非物质文化遗
产，从而给客人更丰富的体验。这次培训让我受益
匪浅，在日后的服务中，我将更专业、细致、周到地

为客人服务。”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刘菊越来越意
识到民宿不只是提供“住宿+餐饮”，更多的应是利
用乡村的生态、人文等资源，结合当地乡村的生活
元素，提供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体验，创造原生态
的乡村生活方式，让客人了解并深入体验苗族的特
色文化。

“管家的工作就是展示美、分享美、享受
美的过程”

来自四川省汉源县的康兴星是“数字木兰”民宿
管家培训计划第66期学员。她毕业于职业学校，在
工作期间自考大专和教师资格证，曾在幼儿园从事教
育工作，如今专注于民宿管家的工作。

“我做的汉源坛子肉、汉源花椒和花椒油，都得到
客人们很好的反馈。我们还有实地采摘水果项目，也
丰富了客人的入住体验。”康兴星2020年成为四川雅
安乡村驿站民宿管家，两年多来，她每天的工作主要
是打扫客房和接待客人，还为客人烹饪家乡美食。

一次偶然的机会，康兴星参加了“数字木兰”民宿
管家培训，通过学习很大程度提升了自己。“我认识到
做好民宿管家的工作需要多种技能，插花、茶艺、咖啡
……除了打造美景和美味，还要重视食品卫生和安全
管理。服务和客房的课程也让我极大提升了自己的
能力，能为客人提供更优质、专业的服务，让客人得到
更好的入住体验。”康兴星说。

在康兴星看来，民宿是带有强烈地方特色、包含
主人个人思考和设计的住宿场所。她说：“管家的工
作就是一个展示美、分享美、享受美的过程。作为一
名管家，我接待客人的时候，常常觉得他们是远方来
的老朋友。”

为乡村民宿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来自河南省濮阳市的李延宁摘得此次民宿管家
技能大赛亚军桂冠。因家庭条件不好，她曾早早放弃
学业、外出打工。结婚后，当再次坐上外出打工的大
巴时，女儿才一岁多。“那天我哭了一路，当时就想，如
果有份工作在家门口，不用和孩子分离该有多好！”

就这样，成为母亲后的她在家就业的念头越来越
强烈，参加“数字木兰”民宿管家培训班后，她凭着毕
业证书成为家门口豫北荷乡民宿的一名管家。

如今的李延宁，开心地干着自己的管家工作。她
告诉记者：“民宿离我家很近，每天早晨，收拾完家里

就去民宿。民宿就是我的第二个家。每次我都要把
民宿打扫得像家一样温馨。”

“每天接待不同的顾客，有时候为了让顾客吃上
特色菜，我们会跑十几公里去抓笨鸡，虽然辛苦忙碌，
但看到顾客吃得开心，我们就倦意全无。”客人竖起的
大拇指是李延宁干活的动力，她非常珍惜这份家门口
的工作。她说：“我以后会继续努力，争做最好管家，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22年 9月，全国共有
124302家民宿，而民宿管家从业人员早在2016年就
已经超过百万人。2022年6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向社会公示了18个新职业，“民宿管家”包含其
中。然而，受地方人才等多方面的因素限制，当前，我
国民宿管家群体在量与质上都存在不小的缺口。

对于项目培训中女性的改变和发展，蚂蚁集团可
持续发展部女性公益项目总监黄庆委感慨万千。“还
记得项目刚开始时，在江西省‘数字木兰’民宿管家培
训基地，有位50多岁的农家大姐，第一次在培训中向
大家自我介绍时紧张得说不出话来，自我介绍简单到
只有一句话，‘我姓熊，熊猫的熊，你们叫我熊大姐就
好’。经过6天的封闭式培训，她变得爱笑，也更自信
了。”

接受培训的妇女们对知识的渴望和积极学习的
态度，深深打动、激励着项目方。“我们很高兴看到，一
次高质量的就业培训让她们获得了更多发展的机会，
这不仅仅是一份经济收入，很多人还收获了更好的自
己。未来，我们将继续努力，为乡村女性的平等发展
做出更多微小而美好的改变。”黄庆委说。

2022年，“数字木兰”民宿管家培训计划在全国7
省开展了83期培训，共培训2020名民宿管家，其中
90%为女性。“培训坚持从实际工作需求出发，注重提
升民宿管家的综合素质。”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秘
书长王军告诉记者，“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民宿管家
们在培训前后有了明显的变化。”

村民们和民宿管家的变化，也为乡村基金会下一
步的计划带来了极大鼓舞。谈及“数字木兰”项目下
一步的打算，王军表示：“未来，我们将致力于搭建民
宿管家职业发展的综合平台，联合包括企业、政府、行
业协会、专家在内的各界力量，不断丰富培训内容，拓
展培训范围，提升培训成效，为更多民宿管家创造多
元发展的机会，持续推动民宿管家职业化发展，助力
学员利用一技之长实现就业和稳定增收，为乡村民宿
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过去一年，在深圳市龙岗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龙
岗区妇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线，紧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以及市、区工作部署，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切实履行引领服务联系妇女职责，妇女儿
童发展环境实现新提升，家庭建设实现新发展，“智慧化维
权”取得新突破，关心关爱工作展现新作为，有力推动妇女儿
童工作创新发展。

思想引领：凝聚妇女人心

区妇联把团结引领妇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作为妇
联根本政治任务，发挥“头雁效应”引领巾帼建功，开展了55
场“巾帼心向党·喜迎二十大”龙岗区巾帼宣讲系列活动，组
织社区基层一线、创新创业一线、惠企服务一线的优秀女性
代表分享奋斗故事，并通过网站、“深圳龙岗妇联”微信平台、

“妇联有约”电台栏目等同步展播，在线观看量达17.32万；开
展30场“喜迎二十大 巾帼再建功”送荣誉·送关爱活动，对
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及优秀女性代表进行走访慰问，激励妇
女再建新功。

为把思想引领植根家庭，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区妇
联以典型引领弘扬家风，评选出108户龙岗区“最美家庭”和
22户深圳市“最美家庭”，评选出4个龙岗区首批家教家风实
践基地，新桥世居获评深圳市第二批家教家风实践基地。举
办“喜迎二十大·家风润万家”区家庭家教家风主题活动，通
过龙岗融媒同步直播，网上点击量近40万。在布吉街道龙
岭社区创建“阳光家长学校”家庭教育示范点；在甘坑古镇举
办“好家成长计”家庭教育论坛，同时线上多平台展播，共吸
引36万余人次在线观看，探索创新家庭教育科学方法，助力
家长为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聚焦基层组织建设，在全市首创制定《龙岗区基层妇联
组织建设工作指引（试行）》，对基层妇联组建条件、形式、程
序等进行明确规定。在全市首创线上服务阵地“姐妹e家”，
与线下“妇女之家”同步推进，通过“线上+线下”服务阵地建
设织密织牢妇女组织和服务网络。以疫情防控为巾帼志愿
服务主战场，组建了覆盖区、街道、社区及相关领域和行业的

“1+11+111+N”巾帼志愿服务队，带动各界妇女积极投身疫
情防控、垃圾分类、文明创建、家风建设等巾帼志愿服务。

实施“两规”：促进妇儿发展

为高标编制两个规划，成立了区妇联主席为组长、各成
员单位分管领导为成员的规划编制工作专班和妇女、儿童两
个专家调研小组，先后召开6次专题调研会和10次实地调研
走访，在深度调研基础上，网络问策开门纳谏，在网站、微信
等各种平台广泛征集社会意见，开展两轮征求意见，邀请各
领域专家进行风险评估，确保规划在与国家纲要、省市规划
衔接一致的基础上，契合龙岗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妇女儿
童需求，增强规划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2022年6月，龙岗区政府在全市率先颁布实施《龙岗区
妇女发展规划（2021-2030）》和《龙岗区儿童发展规划
（2021-2030）》。区妇儿工委办发挥综合协调作用，制定推
动“两个规划”各领域指标具体措施落实的年度监测、中期评
估、终期评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统筹协调推进规划目
标落地落实。

此外，加强宣传营造氛围，通过各级纸媒、网站、电台栏
目以及新媒体平台，对妇女儿童发展规划进行全方位、多角
度、立体式的宣传、解读，着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妇女
儿童工作的良好氛围。

区妇联坚持儿童优先，高位谋划部署，将儿童友好城区
建设融入《龙岗区儿童发展规划（2021-
2030年）》，并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专
项规划中融入儿童友好理念，形成全面推
进儿童友好城区建设的综合体系。同时，
完善政策指引，制定《龙岗区建设儿童友
好城区2022年工作要点》，细化105项工
作要点，按季度分解任务形成“施工图”，
实行清单化推进、责任化落实，目前全区
共创建市级各类儿童友好基地49个。

为推动儿童参与，制定《龙岗区2022
年儿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方案》和
《龙岗区儿童参与社区基层治理工作指
南》，推行“童助力、童行动、童发声、童成
长、童支持、童参与、童创建”儿童参与基
层社会治理“七大行动”，搭建“区-街道-
社区”三级儿童参与体系，搭建儿童与议
题相关部门的“对话平台”。目前全区共
成立各级儿童议事会124个，培育儿童议
事员 1939 人，提出儿童视角议题 383
个。举办龙岗区2022年儿童友好社区日
系列活动暨儿童友好社区议题成果“云”

大赛活动，邀请专家学者对14个儿童视角议题进行点评，推
动儿童视角议题纳入城区公共决策体系。该活动得到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的关注和肯定。

全区对母婴室开展自查自评工作，推进母婴室规范化建
设。实地走访调研、指导提高管理服务水平。目前全区共建
成母婴室192间，其中市级母婴室示范点19间。192间母婴
室全部在百度地图、深圳市母婴地图、区妇联微信平台同步
上线，提供一键搜索、一键导航便捷服务。

维权关爱：保障妇儿民生

区妇联多措并举拓宽维权渠道，推动智慧维权。
有机整合12338热线、维权工作室、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室、婚恋指导工作室以及街道、社区妇联维权服务点、儿童安
全防护网、家庭教育服务网等维权网络，实现妇女儿童维权

“一张网”全覆盖；
妇女儿童智慧维权系统纳入《“智慧龙岗”建设三年行动

方案（2022-2024年）》和龙岗区“一网统管”建设同步推进、
同步建设，2022年11月底在全市首批上线了妇女儿童智慧
维权关爱系统，推动构建“一网统管、一网统防、一网统办”的
全景式智慧治理模式；明确事件业务主管单位和处置责任单
位，实现“多部门协调联动、全流程闭环处置”的智慧化维权
模式。

同时，在全市率先探索打造具有时代特色的“一站式”婚
姻家庭指导服务项目，创新“一站式”综合服务。通过“百合交

友计”“幸福领航计”“安心培优计”“爱巢守护计”“家风传承
计”五个环环相扣、互为补充的子项目，提供婚恋交友、婚前教
育、优生优育、婚姻经营、纠纷调处、家庭教育等服务，已开展
的各类服务活动惠及8.5万人次，有效拓展婚姻家庭服务的广
度、深度和精度，为全市婚姻家庭工作提供“龙岗样本”。

在龙岗广播电台开设“妇联有约”栏目，邀请民警、律师、心
理咨询师等，针对妇女维权、亲子教育、安全出行、防拐防骗等问
题，强化正面宣传引导；设立“权威发布”妇联发声专栏，针对妇
女维权、儿童安全、婚姻矛盾纠纷化解等热点问题发声超1万
次，打造维权服务“空中电波”。

在构建困境妇女儿童关爱机制中，为困境儿童及妇女建
立台账，开展困境家庭探访服务，结对帮扶454人次困境妇
女儿童；链接区民政局、慈善会资源，为困境妇女提供帮扶基
金；开展“妇联妈妈”关爱帮扶工作，资助龙岗区户籍在读困
境女生84人，帮助19名困境女生改善居家学习环境，实现

“一桌、一灯、一书柜”。
2023年，龙岗区妇联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
为首要政治任务，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先行示范区建设以及“十四五”规划目标，切实履行引领服
务联系妇女职责，充分发挥妇联“桥梁纽带”作用，在引领全区
广大妇女参与社会经济建设上有更大作为，在维护妇女儿童
权益、改善妇女儿童民生上有更大突破，在加强妇联组织、队
伍、阵地建设上有更大成效，团结全区妇女为龙岗区“一芯两
核多支点”发展战略作出贡献。 （通讯员：徐江）

深圳市龙岗区妇联推动妇女儿童事业提质增效
凝心聚力 砥砺奋进——

让民宿管家成为乡村振兴女能人

2022年，全国7省83期培训班共培训2020名民宿管家，其中90%为女性。接受
培训的妇女们对知识的渴望和积极学习的态度，深深打动、激励着项目方——

“数字木兰”民宿管家培训计划：

龙岗区儿童议事会活动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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