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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供给不足、服务满意度不高、行业发展不规范……面对传统家政行业中存在的

种种问题，“互联网+家政”的产业模式近年来从竞争激烈的家政市场中脱颖而出，成

为众多消费者预约家政服务的新选择。随着社会对家政服务的需求日趋旺盛，“互联

网+家政”依托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优势，给行业高质量发展带来新契机。

刷脸解锁、刷脸支付、刷脸进校园……近几年，人脸识别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应用场景逐

渐拓展，进一步便利了我们的生活，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更是大显身手。与此同时，仍有一

些问题困扰着行业发展，比如在非必要场景过度引入、存在信息泄露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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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海外网 李帛尧）
近日，人民日报海外网“小康路
上”新媒体采访团队走进重庆
市荣昌区，聚焦现代农业和电
商扶贫产业，提高农产品附加
值，拓宽销售渠道，推动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

“我们同多家科研机构建
立合作关系，来提高我们红薯
的出粉率。”河包镇核桃村第
一书记吴永胜介绍说，河包镇
红薯粉条的年产量约有 5 万
吨，占全国的 10%，占西南地
区市场份额的80%。

质 量 上 乘 的 农 产 品 ， 不
能 被 单 一 销 售 渠 道 缚 住 了
脚。“以前老百姓把蔬菜等农
产品拿到公路边去卖，等着
商 家 来 收 ， 没 人 收 就 卖 不
掉。而且买家定价，没有价
格话语权。”吴家镇双流村党
总 支 书 记 杨 媚 表 示 ， 如 今 ，
网购、直播带货等电商产业
的发展有效拓宽了销路，大
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据 悉 ， 本 期 “ 小 康 路
上”新媒体采访活动首次涉
足电商带货环节，并邀请当
地村民为网友展示河包粉条
的制作过程。

下图：在“海客优选”带货
直播栏目中，重庆市荣昌区河
包镇核桃村第一书记吴永胜

（左一）和人民日报海外网主持
人向网友展示红薯粉条。

海外网 李帛尧摄

常态防疫好帮手

“验证成功，请通行！”刷脸、测温、通过
闸机，进站“秒过”，还不发生任何接触——
这是在黑龙江哈尔滨地铁站的一幕。今年7
月以来，“刷脸”乘车系统在哈尔滨地铁正式
投入使用，乘客完成手机注册和人脸识别认
证，即可刷脸乘车，连口罩也不用摘，在国内
首次实现戴口罩刷脸乘坐地铁。“防疫期间，
不用摘口罩就能刷脸通过，方便安全。”哈尔
滨市民刘女士说。

哈尔滨地铁集团运营事业部相关负责
人称，采用上述人脸识别系统，乘客的进
出站时间、地点等信息，在后台都可调
取，实现精准追踪，成为应对疫情的有效
手段。据悉，国内还有深圳、合肥、无锡

等城市地铁站实现刷脸测温的“无接触
式”进站乘车。

人脸识别系统在景区防疫中同样有用
武之地。前期人脸识别注册购票后，抬
头、刷脸、快速通过，几秒即可进入景
区，同时还完成测温。相比二维码验证、
人工检票等传统方式，人脸识别无须做更
多配合动作，即可快速入园，这对于减少
热门景区排队检票时间、缓解人工验票的
压力、提升景区运营效率很有帮助，同时
也利于园区信息采集和追踪。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生产
生活秩序有序恢复，交通出行、进景区游
玩、到剧院观看演出或是进入办公场所、
施工场地，在人员密集场所实现人员快速
验证、测温成为刚需，“非接触”需求剧
增，人脸识别技术与红外热成像技术相结
合而成的“人脸识别+测温”可有效减少人
员接触，成为常态化防疫好帮手。

赛道竞争更激烈

对于人脸识别的广泛应用，新冠肺炎
疫情只是催化剂。近年来，国家大力支持
新基建，5G、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落地，
助推智慧城市建设，人脸识别作为其中重
要一环，得到迅速发展。刷脸乘车、刷脸
支付、刷脸解锁、刷脸进校园、刷脸登记
结婚……随着技术进步，人脸识别常在消
费和身份认证场景中出现。

人脸识别可以提高识别准确度，降低
验证难度，极具市场潜力。前瞻产业研究
院数据显示，2018 年这一行业市场规模达
25.1 亿元，2010 年至 2018 年行业市场规模
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30.7%，预计 2024 年市
场规模将突破 100 亿元，正加速步入“视
觉物联时代”。互联网巨头、行业资深品

牌和许多后起之秀在这一赛道展开激烈竞
争，分割百亿级的“蛋糕”。海康威视、
大华等已经占据规模优势，市场地位稳
固，但也有不少创业型公司在细分领域取
得突破，推动行业技术更新换代。2019
年，行业专利公开数量高达 6700 项，而在
2009 年这一数字仅为 200 项。

以往的人脸识别，往往需要识别整个
面容信息，而成都智元汇公司通过算法更
新、优化，达到提取部分面部信息即可实
现精准识别。“鼻梁上方到额头下方的信息
足以帮助系统完成信息比对，进行识别验
证。”成都智元汇研发负责人介绍。

人脸识别的广阔市场前景备受资本青
睐，2019 年行业投资超过 65 亿元，预计随
着应用场景不断完善，会有更多投资者入
局，为行业发展注入更大活力。

“人面”须知何处去

人脸识别在给疫情防控、生产生活带
来便利的同时，一些乱象也引起广泛关注。

“我的手机人脸识别，偶尔可以被别人
打开。”据悉，人脸识别技术可粗略分为2D
人脸图像技术和3D人脸图像技术，有的手
机采用门槛较低的2D人脸图像技术采集对
比人像信息，这极易被他人通过照片等形
式完成验证，破解手机密码。

“商家倒卖人脸信息怎么办？”“走过
路过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会偷偷让你扫
脸支付！”“上班刷脸打卡，吃饭刷脸支
付，住酒店刷脸登记，甚至上公厕取厕纸
都要刷脸。”许多网友吐槽对人脸信息过
度使用、信息易泄露的担忧。作为生物识
别信息，人脸具有唯一性，一般情况下无
法更改，这与手机号码、密码等信息泄露
不同，给信息采集者和管理者提出了更严

格要求。
整治行业乱象的行动已经在路上，人

脸识别国家标准制定工作 2019 年全面启
动，商汤科技、腾讯、蚂蚁金服、科大讯
飞、小米等 27 家企业被列入标准制定工作
组，这些企业均具备技术研究、产品开
发、应用实践、运维保障等全链条的丰富
经验。据相关企业透露，工作组将聚焦个
人数据管理规范、技术规范、检测方法等
方面，系统化建设人脸识别领域国家标准
体系，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对供需人员“精准画像”

“这是我今年服务的第二家顾客，放在往年，客户多得都
排不上单。”今年以来，甘肃“金牌月嫂”董力铭的接单量较往
年少了很多，有些同行更是一单都没有接到；另一边，家住武
汉的李女士急需一名在照顾老人和孩子方面经验丰富的保
姆，却因家政公司迟迟没能提供合适的人选而苦恼。

从业者被迫赋闲，而有需求的用户却“一人难求”。在疫
情影响下，家政人员供需断裂的情况进一步放大。如何发掘
潜在用户需求并实现家政服务人员高效而精准的“定点投
放”，成为各大家政企业走出困境的关键。

“相较于传统家政，‘互联网+家政’的模式能够有效
弥合存在于供需双方之间的信息鸿沟。”大众工匠创始人辛
恒表示，互联网家政能够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对客户和家政人员进行“精准画像”，从而帮助行业实现供
需高效匹配的精细化运营管理。

据悉，大众工匠目前已通过自研的技术系统实现了平
台线上化管理运营，依托大数据分析，智能派单系统从家
政服务人员的技能要求、服务时间、工作状态等 8项标准
进行横向对比，并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和使用习惯进行智
能匹配，协助用户自动派单。

有专家表示，互联网平台能发挥信息甄别和监督管理
作用，通过账户管理、信用积分等功能模块，建立对雇
主、中介公司和家政人员的评价体系，进行风险预警，保
障双方合法权益。

线上“充电”提升技能

“金牌月嫂”养成、养老护理实操、保洁服务流程……
防疫期间，不少家政公司为滞留在家无法返工的从业人员

开设了多门线上培训课程，让阿姨们抓紧时间通过学习网
课“在家充电”，以进一步提升家政职业技能和服务质量。

“线上培训的模式打破了学习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让家
政从业者更愿意参与培训。”已经从事 10年家政服务的夏
洁华表示，以前公司举办的线下培训需要集中上课，不少
正在上班的从业者抽不开时间去参加培训，这也使得家政
人员的整体水平提升较慢。

今年，一款集线上培训、实操演示、联网考核、电
子发证于一体的培训产品“培考通”受到家政圈的关
注，上线至今每天有近 2 万用户登录客户端学习。据夏
洁华介绍，“培考通”的线上培训以手机 APP 为载体，
内容主要是 3 到 8 分钟左右的实操演示小视频，不仅易
于学习接受，而且非常适合空闲时间碎片化的家政从业
人员下班观看。“学员经过注册登记后，即便在岗服务
期间也能利用休息时间开展学习，真正做到培训和业务
两不误。”

确保服务质量不打折

作为某线上家政平台的忠实用户，家住北京的“80
后”上班族李先生对于互联网家政提供的“标准清晰、费
用透明的一站式服务”青睐有加。“平台上每一项服务的费
用都是明码标价，还告知了房间不同区域的清洁标准和对
应的工作时长。”

凭借着大数据信息管理等技术优势，近年来互联网家
政平台纷纷建立起统一的服务标准规范，并在此基础上寻
求管理模式的创新，在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同时为客户带来
更优质的服务体验。

为了让用户安心下单，不少家政平台还设置了“历史
服务评价”板块，用户可在订单完成后从服务质量、收
费标准等方面对家政服务人员打分和评价，为后期消费
者选择家政服务人员提供依据和参考。与此同时，评价

体系能够促使家政服务人员遵守规范，确保服务质量不
打折扣。

互联网家政平台也为众多家政从业者提供了更加完善
的职业保障。在为家政服务人员提供工作保险之外，部分
家政平台还开始探索建立“员工制”的管理模式，通过统
一管理、激励制度等提高家政服务人员的职业素质，并开
放主管、片区经理等职位上升渠道，吸引更多高学历的年
轻从业人员进入家政服务队伍。

“从行业发展的角度看，‘互联网+家政’是趋势，也
是必须依靠的手段。”辛恒表示，随着市场越来越规范，互
联网家政需要进一步依托技术优势进行创新，不断完善家
政服务项目和标准，在开发更加多元的家政服务模式上抢
占先机。

澳大利亚支付服
务公司 OFX 是世界领
先的国际支付公司之
一，提供了强大、可
靠的在线平台和卓越
的客户服务，深受世
界 各 地 客 户 的 信 赖 。
斯 坎 德·马 尔 科 姆

（Skander Malcolm） 是
公司的总经理兼首席
执行官。

斯坎德拥有澳大
利亚悉尼大学的经济
学学士学位。在加入
OFX之前，他曾是国际
金融服务公司通用电
气的首席执行官，带领
着一个超过 4500 名员
工的团队完成了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最大的
消费金融和商业借贷
等业务。此外，斯坎德
拥有超过 23 年的金融
服务经验，涉及消费者
支付、消费金融、合作
伙伴关系、商业贷款和
数字服务等。2017年，
斯坎德正式加入OFX公司，担任其首席执行官。

OFX 成立于 1998 年，将技术与全球金融机
构的庞大网络相结合，为企业提供了一种灵活、
快速又安全的资金转移方式。公司在全球多地
设有办事处，包括伦敦、新加坡、悉尼等，并与全
球 16 家拥有 115 个本地银行账户的国际银行合
作，实现快速、可靠的转账。目前，OFX成为国际
网球联合会（ITF）的官方全球外汇（FX）合作伙
伴，为其提供领先的外汇服务。

自成立以来，OFX 一直在帮助全球客户进
行国际支付，致力于为客户节省更多的钱，并
为其提供更好的服务。公司客户类型多种多
样，从高价值消费者到电子商务企业。斯坎德
认为，到 2021年，金融科技公司将转向一种不
同的商业模式，这种模式将留住客户作为重中
之重，而不只是获取客户。

斯坎德在消费金融和支付技术方面拥有丰
富的经验，为OFX开创了一个新阶段，使OFX
在国内外的品牌发展更加强大。谈及公司今后
发展道路，他表示：“自动化、规模和效率是当
今时代的基本需求，OFX 团队正在努力打造产
品，以促进与企业、开发者的合作，帮助形成
长期的创新数字支付方式。”

图片来源：OFX公司官网

互联网大咖秀互联网大咖秀
“人脸识别”应用场景不断拓展

“刷脸”，要方便更要安全
本报记者 康 朴

朱慧卿作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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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高效的精细化运营管理

“互联网+家政”让保姆不难找
本报记者 金 晨

实现高效的精细化运营管理

“互联网+家政”让保姆不难找
本报记者 金 晨

河北廊坊市广阳区迎春北路社区居民通
过人脸识别门禁系统进入小区。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在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人和职业技术学校线上技能培
训班，培训师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免费向贫困地区妇女
劳动力讲解母婴护理技能。

朱海鹏摄 （人民视觉）

工作人员在西安地铁4号线大唐芙蓉园
站演示“刷脸”进站。

新华社记者 邵 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