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牌培育

春意渐浓，在我市德清县莫干山缦
田生态度假村，主理人徐萍正带领团队
为宾客定制春日专属体验。

持全国首批民宿管家职业技能证书
的她，将打野茶、挖春笋、制青团等时
令活动与300亩生态园区内的45间客
房、四季果园、露营草坪等设施有机融
合，构建起“私人定制+专业管家”的
特色服务体系。自去年组建持证管家团
队以来，该民宿已实现从餐饮搭配到户
外活动的全流程个性化服务。

数据显示，德清成立的莫干山民宿

管家职业培训学校，目前已累计培训专
业人才2万余人次。而这一群体代表的

“莫干山民宿管家”劳务品牌，作为浙
江省唯一入选成果展特色馆的品牌，于
去年亮相全国劳务协作暨劳务品牌发展
大会，其精准对接产业需求的人才培育
模式引发广泛关注。

就是在那次会上，莫干山民宿管家
品牌负责人刘杰，围绕“劳务品牌高质
量充分就业与人力资源开发”主题发表
演讲，他以德清实践为例，分享了通过
标准体系重构行业生态的创新路径。

民宿管家业态萌芽阶段，德清率先
实施“星级评定”试点，2021年出台
《民宿管家培育奖补实施办法》，构建
职业化培育体系。2022年 6月，该职
业被纳入新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成
为全国首个由县级政府申报的新职
业。同年，德清牵头制定了全国首个
《乡村民宿服务认证要求》行业标准。
刘杰说，职业名称、定义、培训到标
准的递进式建设，既保障了德清民宿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又让从业者有了
职业归属感。

有了标准就有话语权。如今，国内

民宿行业的各类标准制定，莫干山民宿
都有参与。这种全链条标准话语权，让
莫干山在行业呼声中始终保持标杆地
位。在刘杰看来，标准化建设不是简单
复制流程，而是构建涵盖人力资源、服
务规范的全维度参照系，这是莫干山民
宿持续领先的关键。

相比传统劳务品牌，民宿管家差异
明显。从业主体打破乡村向城市流动的
传统，大专学历的年轻群体逆向回村，
以智慧和创造力取代机械劳动。就业场
景从城市 CBD 转向乡村，服务从标准
化产品输出变为个性化体验营造，这不
仅是工作环境的转变，更体现了劳务品
牌的升级方向。

刘杰表示，劳务品牌建设要前瞻性
把握职业趋势。民宿管家标准制定的核
心，是打造实用的实践指南，最终目的
是激活乡村活力。返乡创业的年轻人，
既是服务提供者，也是乡村美学与在地
文化的传播传承者。这种双向价值流
动，让民宿产业成为连接城乡、融合传
统与现代的桥梁。在劳务品牌从量变到
质变的转型期，莫干山模式为乡村振兴
提供了可借鉴的创新样本。

劳务品牌何以成为就业增收“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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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些年的深耕经营，我市劳
务品牌建设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在推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市就业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如今劳务品牌机遇与挑战
并存，正从东西部协作劳动力输入，
向特色产业融合大步迈进。

一直以来，我市劳务品牌建设历程
丰富而多元。最初，其侧重于劳动力资
源的输入，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依托
对口协作、对口帮扶等资源关系，通过
有组织地输送务工人员，为中西部地区
劳动力开拓了就业空间，也给我市经济
发展注入了活力。

近年来，我市劳务品牌实现华丽转
身，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劳务输入，而是
深度融入地方特色产业与重点行业。
2023 年浙江省首届劳务品牌大赛上，

“莫干山民宿管家”斩获一等奖，“一
叶共富”荣获二等奖。如今，这些劳
务品牌不仅在本市形成规模效应，随
着国家对共同富裕愈发重视、相关政
策接连出台，更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
新契机。

近期，财政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组织召开了竞争性评审会。经过专
家组评审，我市成功入选2025年公共
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实施城市名
单。此次全国共有20个城市 （地区）
入选，湖州为我省唯一入选城市，这为
全市劳务品牌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政策
保障和资金支持。

未来2年，我市计划打造7个具有地方特
色的劳务品牌，特别是通过挖掘乡村非遗和
特色产业，鼓励青年入乡发展，带动村民实
现家门口创业和就近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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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张镌刻地域基因、彰显产业特色、凝聚工匠精神的劳务品牌“金名片”，正为我市乡村

振兴注入澎湃动能。目前，全市已成功打造8个不同类型的劳务品牌，年经济收益达12亿元，

带动近5万名劳动者踏上就业增收的康庄大道。

这些劳务品牌是如何炼成的？未来又该如何深化劳务协作释放更大潜能？连日来，记者

深入走访调研，探寻其中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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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叶子一片叶子””的富裕画卷的富裕画卷

品牌输出 一片叶子跨越山海

在莫干山民宿管家调制的手工茶香

中，在安吉白茶基地跳动的数字大屏上，

我们触摸到了劳务品牌最真实的温度。当

返乡青年手握职业认证证书，传统茶农借

助 App管理茶园，标准化赋予的，不只是

技能提升，更是职业尊严的觉醒，让从业

者在劳动中寻得价值与荣光。

劳务品牌的魅力，核心在于巧妙破解

城乡二元结构的难题。莫干山民宿管家

标 准 ， 让 城 市 审 美 与 乡 村 智 慧 和 谐 相

融；安吉 “白叶 1 号” 茶苗，将东部经

验转化为西部振兴的活力基因。这些跨

越 地 域 的 劳 务 协 作 ， 实 质 是 城 乡 间 资

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平等交流。

置身数字化浪潮，那些带有鲜明地域

特色的劳务品牌，犹如一枚枚鲜活印章，

既烙印着乡土文明的底蕴，又印刻出现代

经济的发展轨迹。它们有力证明：乡村振

兴并非单向推进，只有当城市反哺与乡村

觉醒同频共振，共同富裕之路才能走得稳

健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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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品牌是具有鲜明地域标记、
显著行业特征、过硬技能特点和良好用
户口碑的劳务标识。”从市人力社保局
了解到，近年来，全市积极鼓励有规
模、有市场的龙头企业、职业培训机
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与劳务品牌
建设，深入挖掘从业基础良好但零散
分布的劳务产品，引导其发展为特色
劳务品牌并不断壮大，推动城乡劳动者
增技增收。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市已打造包
括莫干山民宿管家、黄杜村一叶共富、
德清家政服务员、德聚焊宝宝、妙西原
乡月嫂、长兴茶匠、蜂状元、壹家人东
西部协作劳务服务在内的8个具有代表
性的劳务品牌，涵盖民宿、家政、制造
业等多个领域，吸引从业人员近5万
人，年经济收益达12亿元。

上个月，新一批136万株“白叶1
号”茶苗从安吉县启程，运往贵州、
湖南等地。自 2018 年首次捐赠茶苗
起，安吉每年陆续向选定的贵州省普
安县、雷山县、沿河县，湖南省古丈
县以及四川省青川县捐赠茶苗并开展
技术指导。

在安吉黄杜村万亩茶园，刻有
“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字样的石
碑，印证着当地依托白茶产业走出致
富之路的奋斗故事。黄杜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盛阿伟告诉记者，该
村曾是安吉最贫困的乡村之一，而现
在村民经营的茶叶面积达到 5 万亩，
年产值超过 5亿元，去年人均收入 7
万多元。

一片叶子不仅富了一方百姓，更是
不断造福四方百姓。2018 年至今，

“一叶共富”劳务品牌跨越 2000 公
里，与湖南、四川、贵州三省五县达
成结对帮扶，已捐赠茶苗4006万株，
带 动 37 个 村 3394 户 、 11332 人 受
益。去年，三省五县已量产的9075亩
茶园加工干茶超 1.6 万公斤，销售总
产值达3107万元，带动当地人均增收
4500元。

在持续推进劳务品牌标准化、规范
化建设过程中，我市坚持“专业性是劳
务品牌核心竞争力”的理念，开展针对

性技能培训。同时，充分运用 “互联
网 + 劳务品牌”模式，借助数字化手
段实现精细化、高效化管理。

以“一叶共富”劳务品牌为例，
安吉黄杜茶园大力推广云间数字茶园及
安吉白茶 App，超 90% 的使用率显著
提升品牌价值。数字赋能还延伸至受捐
地。今年，已有21 万株从安吉运往湖
南翁草村的“白叶1号”茶苗落地后，
白茶基地新添智能化灌溉系统，一举解
决山地茶园“靠天吃饭”的难题。随着
补种工作结束，翁草村 600 亩白茶基
地实现 100% 良种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