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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失败，并不代表人生的终点，相
反，它可能是另一次成功的开始。

2011 年大学毕业，许安宁搏击商海，
铩羽而归，初入社会便遭遇当头一棒，给
他的打击可想而知。大学学的是体育专
业，同学多数进入学校或培训机构，发挥
着自己的专业特长，许安宁却重回人生十
字路口：出路在哪儿？

朋友建议，他有着良好体能和专业知
识，可以尝试考取健身教练资格证书，从
事体育健身指导工作。

10 年前，健身场馆已经普及，健身教
练却不太被大众认可。可许安宁还是一
头“扎”了进来，他说，迈入这个行业，看到
很多人错误的锻炼方式，不“健”身反“害”
身，他心里很着急。2012 年，他考取了健
身教练初级证书，尝试着给周围朋友提供
专业指导；2015 年，他成为银川市为数不
多拥有中级证书的专业健身教练，进入位
于兴庆区观湖壹号小区的爱尚健身会所
工作。

来健身的人年龄不同、阅历各异，他
们都给许安宁提供了观察社会的样本。

起初两年，请私教的多是四五十岁的
中年人，目的只有一个：快速减肥，他们对
健康的理解还停留在肤浅的表面，认为瘦
下去就是健身的终极目标。

“锻炼不仅是在健‘身’，更是在健‘心’。”
许安宁反复给学员强调，健康是一个综合
指标，是将身体的每个部分调适到最佳状
态，让它们充满活力和韧性，“瘦，只是健身
过程中达到的效果之一，取悦自己、认可自
己、成为最好的自己，才是健身的目的。”

重复的日子看似一成不变，但积累到
一定厚度，就能发现其中的变化。

做健身教练几年来，许安宁感受最深
的，是人们观念上的改变，这种改变看似

静默无声，汇聚到一起，竟然有着冲荡心
灵的力量。“单纯为了减肥的学员少了，要
求塑形、改善肌肉力量、提升灵活性等个
性化需求越来越多。我的学员中，年龄最
大的 76岁，最小的只有 6岁！”许安宁时常
感慨，“相隔 70岁的两代人同样为了健康
流汗，两幅画面叠加一处，让人不由得感
叹生命的多彩。”

观念的改变，源自生活质量的提升，
这种提升又将追求高层次生活的理想变

为现实。
在许安宁的手机里，一天的时间被分

割成无数小块，每个“小块”都被不同的学
员认领。

“把这些零散的‘时间块’拼凑到一
起，我看到了普通人为健康买单的底气；
看到了越来越多人为更美好的生活奋力
打拼；看到了很多人昂扬向上的精气神；
看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新时代在向我们
走来。”许安宁说。

健身教练 更多群众愿为健康买单
本报记者 秦 磊 实习生 郭璎慧 文/图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与“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生活服务业迅速发展，对稳就业和促发

展方面的贡献与日俱增。

近日，我区出台《关于推动生活性服务业补短板上水平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行动方案（2022—2025年）》，明确 24条具体举措，

推动生活性服务业补短板上水平，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让人民群众在高质量发展中更好享受高品质生活。

本组稿件聚焦不同的生活性服务从业者，通过他们的就业感受，透视十年来我区群众的生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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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住行”新要求“八仙过海”显才能

8月 31日，银川市一家政服务中心的
负责人高文知忙着准备各种材料，当天，
银川市商务部门对家政企业进行评星定
级考核。“今年考核特别严，我们准备的材
料还需要再完善。”高文知说。

从业近 10 年，高文知经历了从保姆
中介到优秀家政服务企业负责人的跨
越。2013年，该家政服务中心成立，“那会
儿客户要求比较低，市场需求大多集中在
室内清洁、住家保姆等，月嫂还不是很普
遍，也没有育儿嫂这一说。”高文知说，“随
着家政市场化的细分，客户需求越来越
高，家政服务从业人员必须不断提升自己
的专业技能才能适应现在的变化。”

母婴护理证、产后康复证、收纳师证、
营养师证，同样从事家政行业的苏秀玲给
记者一一展示她近年来拿到的各类技能
证书。“以前，大家会觉得做保姆低人一
等，但现在，我们用专业技能获得服务对
象的认可和尊重，彼此关系相处融洽，更
像是朋友、家人。”苏秀玲说，从保姆到家
政服务员，变化的不仅是称呼，更是服务
对象对这个行业专业度的认可。

2015年，苏秀玲进入家政行业。“那会
儿月嫂刚刚兴起，前景不错，我参加培训
取得了相关证书，做起了月嫂。”从事了三
四年月嫂工作，苏秀玲从刚开始月薪五六
千元的“新手小白”，不断学习总结经验，

做到了月薪一万多元的金牌月嫂。2019
年，为了照顾孩子，她做起了时间更为灵
活的钟点工。“一天做一顿饭并打扫卫
生，一个月 2000元至 2500元左右。”苏秀
玲说，近一两年，钟点工越来越受欢迎，
市场需求量大，“很多家庭夫妻都上班，
中午顾不上给孩子做饭，他们就会选择
钟点工。我做饭打扫卫生的时候，他们
都不在家，回来吃完饭，我就下班了。这
样既满足他们的需求，也避免了和家政
服务人员长时间相处的不自在，比较受
年轻人欢迎。”

自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社会对
家政人员的需求量明显上升。“客户的需
求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变化。”高文
知说，以前 50 多岁的家政服务人员比较
多，但现在客户会更加倾向于年轻的家政
服务人员，担心年龄太大的家政人员在学
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方面比较慢，无法
操作应用家庭中更迭迅速的现代化电
器。“为了不断提高家政从业人员的专业
度，我们每年都会开展多次专业技能培训，
政府在这方面也给予大力支持，去年政府
还组织家政服务人员去北京进行培训。”高
文知说，现代社会，家政服务是刚需，市场
需求量非常大，是服务民生的生力军，希
望市场可以更加规范，有更多年轻人加入
这个行业，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家政服务 需求剧增倒逼行业洗牌
本报记者 智 慧 文/图

苏秀玲在客户家里打扫卫生。

从一名全职妈妈到一家
早育托育中心的负责人，8 年
间，张文婧实现了人生逆袭。

8月 31日上午，在银川市
一家托育中心，张文婧正在指
导中心的老师带领幼儿做游
戏。“我们这里的孩子最小的 1
岁多，最大的也只有 3岁。”张
文婧告诉记者。

张文婧有两个宝宝，小女
儿出生后，因为没人带，她辞
职当起了全职妈妈。怀孕期
间，她大量阅读早教方面的书
籍，并在网上报课学习如何科
学育儿。按照学到的知识，张
文婧对小女儿进行早期教育，
她发现孩子的生活习惯、观察
力、口语表达、动手操作等能
力都明显优于同龄孩子。孩
子上幼儿园后，张文婧进入早
教机构工作。为了提高业务
技能，她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短时间内便顺利考取了高级
育婴师证书。

在做主教老师的时候，张
文婧很注重和婴幼儿沟通的
方式，语速平缓、耐心温和。

“小萌芽班的幼儿年龄在 1岁
半到 2岁半之间，有的孩子还
穿着尿不湿。我们要引导他
们学会一些基本的生活技
能。”当日，1岁 10个月的瓜瓜
坐在小饭桌前等待老师配餐，
当老师喊他的名字时，张文婧
带着瓜瓜来到配餐台前，引导
他端饭。瓜瓜不愿意用小勺
吃饭，张文婧先喂了他几口，
然后又耐心引导他拿起勺子
自己吃饭。“1岁半的宝宝开始
有自我意识，对自身与周围的

人和事、物的关系有了一定的认识。当事情不符
合自己想法时，宝宝就会发脾气。所以我们要用
满满的爱，像妈妈一样来与宝宝沟通交流，唤醒
孩子成长的积极性。”张文婧说。

从事早教工作 8年来，张文婧感觉到年轻父
母对托育及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愈加旺盛。
她说，二孩政策实施后，很多家庭迎来了二宝，因
为第一胎缺乏教育经验，宝爸宝妈想在二宝身上
弥补缺憾，加之二宝出生后，家中老人带孩子的
精力也大不如前了，所以托育需求更加旺盛。说
话间，一位奶奶带着 2岁多的宝宝来到托育中心
玩耍，奶奶告诉记者，自己身体不太好，无法带孩
子，所以来托育中心考察，想把孩子送到这里，一
来解决没有人带的问题，二来也能对孩子进行早
期教育，让他养成良好的习惯。

张文婧说，这两年，家长对婴幼儿早期教育
越来越重视，对托育机构专业化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不仅注重宝宝吃得好不好，还注重托育机构
能给宝宝带来什么、宝宝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后
有什么变化。张文婧对这个行业的前景很是看
好：“国家鼓励生三胎，托育的需求会更加强烈，
对育婴师这类专业人才需求也会越来越旺盛。
这一行业既能服务民生，也带给从业者很强的自
豪感——通过专业知识，解决每个家庭的生活难
题，我为我的职业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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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在养老院为老人擦
洗、翻身，甚至清理大小便……
这是“90 后”养老护理员林彦
红的工作常态，她投身养老事
业，将爱洒向那些生活不能自
理的老人。

“我从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学习的专业是老年服务
与管理，到现在已经从事养老
护理行业快 5年了。”9月 1日，
记者见到林彦红时，她正在照
顾一位半失能老人喝水。

2017 年 11 月，林彦红被
学校安排到养老院开展为期 3
个月的见习，这是她头一回真
正接触养老护理员这个职
业。林彦红负责照料的第一
位老人因刚入院不适应，脾气
暴躁，因嫌她测量血压有点
慢，就破口大骂。从小倍受父
母呵护的林彦红十分委屈，背
过身抹掉眼泪，她还是坚持完
成了对老人的护理。

“工作中虽然有委屈和辛
苦，但更多的是温暖。”林彦红
说，和老人熟悉了之后，发现
老人其实心底和善，只是偶尔
控制不住情绪。老人觉得和
自己孙女一般大的孩子做护
理工作太辛苦，经常劝她多休
息，这让林彦红感动又释怀，
她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
加剧，养老问题得到普遍关
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养
儿防老，可现在很多家庭的
子女外出就业，留下老人独
居，这个时候，养老机构就必
须承担起社会责任。”林彦红
说，“前些年，很多老人还接
受不了去养老院养老，现在觉
得年纪大了去养老机构是很
正常的一件事，这些观念上的
变化，折射出社会文明程度的
提升。”

凭借见习阶段积攒的经
验，2019年毕业后，林彦红与银川市宜居康养中
心签约，成了一名专业的养老护理员。“只有真正
从事了这份工作，才知道其中的苦与累。”林彦红
护理经验丰富，被安排照料失能失智老人。有一
位年过八旬的失能老人，子女工作繁忙，很少探
望，情绪低落。每天早晨接班后，林彦红总是第
一时间赶到老人的病床前，给她擦手、洗脸、尿
护，检查身上的插管是否有脱落、皮肤是否起了
褥疮，帮助老人进行肢体活动、抹药等。这么繁
杂的工作对于普通人来说难以胜任，但对林彦红
来说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作为一名养老护理员，林彦红觉得快乐大于
辛劳，每次听到老人说“谢谢”的那一个瞬间，心
里就格外自豪，“护理这个行业更需要一些新鲜
的血液，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用我
们的青春守护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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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请问您在什
么位置？”“我离您很近，三五分钟就能过去。”
8月 31日 22时许，胡文栋像往常一样越晚越
忙碌——在银川市西夏区一家烧烤店附近，
他通过微信小程序又成功接到一个订单。

36 岁胡文栋是银川市一家私企的员工，
从事兼职代驾已有 2 年时间，每日 19 时至次
日 2 时接单，平均每天可接 4 单左右。“选择
代驾司机这个职业，一方面是社会有这个需
求，另一方面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一份收入。”
胡文栋说，近两年，周围有很多人都尝试做
兼职代驾为家庭补充收入。“在目前竞争激

烈的市场环境下，要提高驾驶技能、提供周
到服务，才能赢得更多顾客的青睐。”胡文
栋说。

“我从事代驾行业已有 7年，见证了这个
行业在宁夏的起步和发展。”银川市一家代
驾公司副总经理王立军说，2015 年，银川市
的代驾司机主要为经济实力较强的高端客户
服务，短短几年时间，代驾服务已进入寻常
百姓家。“随着社会法治的健全，喝酒不开
车、开车不喝酒的理念深入人心，朋友聚餐
小酌几杯，都会请代驾。”王立军说，几年前，
代驾司机等一晚未必能接到一单，现在，一

晚上订单不断，经常忙不过来，“人们的生活
水平和消费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既要守
法，更要安全，同时也有较好的经济实力做
支撑。”

踏上时代发展的高速列车，宁夏在全国
打开了知名度，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慕名而
来。他们的到来，也为宁夏的代驾市场注入
了勃勃生机。

“过去代驾司机都在餐厅门口等单，顾客
的来源很单一，就是饮酒后的市民。”胡文栋
说，“最近一两年，外地来宁自驾游客为了节
省时间和体力，也会选择代驾服务。前几天，

我就拉了从浙江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对宁
夏的美景赞不绝口，也点赞我们的代驾服务
热情专业。”

每天穿行在城市中，代驾司机也见证了
这座城市的变化。

“近几年，银川市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
快，城区西北方向拓开了很多道路，附近的
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周边的居民住宅也越
来越多。”王立军说，7 年之变，说短也长，
代驾司机作为城市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
者，感受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也期待着更加
美好的未来。

代驾司机 穿行城市见证发展变化
本报记者 周 昕 文/图

许安宁在指导学员锻炼。

代驾司机请顾客上车。

张文婧在教宝宝自己用勺子吃饭。

林彦红查看护理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