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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季临近，租房市场又

逐渐升温。

前不久，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等6部门发布了《关于加强轻

资产住房租赁企业监管的意

见》（简称《意见》），为引导

住房租赁企业回归住房租赁服

务本源、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促进住房租赁市场健康发展提

供了有针对性的指导。

这一新政受到租客、房东

与行业机构的高度关注。各方

普遍认为，《意见》直接回应了

民生关切，不仅提高了对租房

者的保护力度，也有利于住房

租赁行业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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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不 到 ， 不 好
找”“不标准，不规
范”，提起健康照护市
场的痛点，许多人都
有体会。如今，仅有
生活照料单一技能的
保姆和护工难以满足
家庭和社会需求，从
业人员专业化水平较
低、安全管理薄弱等
问题也较为突出。近
期，健康照护师这一
新职业正式发布，有
望为专业化人才培养
提供保障。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的监测
显示，这一新职业总
体收入可观。

巨大需求催
生新职业

董秀英现在是北
京一家提供育儿嫂服
务公司的销售主管。
来北京之前，她在吉
林老家从事职工教育
工作，但收入不高。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
了解到妇联有向北京
输送育儿嫂的政策，
便 在 2007 年 来 到 北
京，成为育儿嫂大军
中的一员。

经过全面的业务
培训，加上曾经从事
教育的专业优势，董
秀英得到很多客户好
评 ， 成 为 公 司 里 的

“金牌月嫂”。如今，
董秀英的收入有了天
翻地覆的变化，更重
要的是她以专业能力
收获了尊重和认可。

当前，中国家庭
规模趋于小型化，照
护功能逐渐弱化。特
别是上班族家庭对老
人 、 孕 产 妇 、 婴 幼
儿、残疾人、住院病
人 的 照 护 既 力 不 从
心，也不专业，压力
普遍增大。据不完全
统计，中国失能失智
老人大约 4000 万，各
类残疾人总数达 8500 万，每年出生 1400 万-1700 万
人口，需要为他们解决慢性病诊疗、康养调理以及
孕产妇婴幼儿专业照护等问题。

然而，巨大的需求与社会化健康照护供给的不足
形成强烈对比。为了解决供需矛盾，满足现实需要，
健康照护师这一新职业应运而生。

从业人员待遇可期

根据人社部近日发布的 《健康照护师就业景气现
状分析报告》，健康照护师是运用基本医学护理知识与
技能，在家庭、医院、社区等场所为照护对象提供健
康照护及生活照料的人员。

虽然健康照护师是以全新的职业身份出现，但已
有大量健康照护岗位的从业人员遍布全国。针对这一
从业群体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从年龄来看，36-45
岁占比 27.08%，46岁以上占比最高，为 52.78%。说明
当前40-50岁人员仍是主力。

从学历来看，74.63%为大专（不含）以下，健康照护
从业人员就业门槛较低。从人员来源看，从事健康照护
工作前，他们中 45.9%是农村富余劳动力，26.97%是护
士转岗或兼任，15.02%的是城镇下岗职工（无业或灵活
就业）。

从所在机构规模来看，20 人及以下占比 9.58%，
21-50 人占比 9.41%，51-100 人占比 14.36%，101-500
人占比 37.64%，501 人及以上占比 29%。大、中、小、
微型照护服务机构都需要健康照护工作者，并借此为
机构提升服务水平和市场竞争力，特别是大型照护机
构更愿意召募经过系统培训的健康照护师。

但从薪酬来看，从业人群收入较为可观。目前
89.04%的健康照护从业人员的实际月薪酬待遇超过
5000元，26.76%的从业人员月薪超 7000元，特别是北
上广等大城市金牌月嫂等岗位的月收入过万。

多元复合人才受青睐

“据有关预测数据，未来5年我国健康照护人员市
场需求量在 500 万以上。”上述报告显示，从服务群
体、经济收入支撑、人才供给现状等角度来看，健康
照护师市场需求巨大，发展前景广阔。

中国研究型医学会会长何振喜认为，传统的家政
服务员、养老护理员难以满足更加专业化、精细化的
照护需求，健康照护师的出现将为众多消费群体提供
更加优质高端的服务。“健康照护师是扩展版、提升版
的家政服务新职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司副司长郝福庆指
出，健康照护师应该是多元复合型人才。例如，在知
识背景上，兼具护理康复、生活照料、心理慰藉和人
际沟通交往等方面专业技能。

现实的确如此。董秀英如今已转到公司管理岗
位，她介绍，现在公司共有400余名员工，服务价位在
12800-23800 元不等，客户需求量极大，经常供不应
求，需要提前好几个月预定。

“随着‘二孩’时代的到来，各大医院产科和新生
儿家庭都非常需要专业育儿嫂。健康照护师这个职
业，今后一定会像教师、医生一样受到社会的认可和
尊重。”董秀英坚信她的选择。

对准租房痛点

租购并举，是当前住房制度的重要内容。不过，房
地产市场上一直存在着“重购轻租”的局面。租赁市场
的短板，影响了租户的获得感，放大了供需的不平衡。

租房的痛点有哪些？
——频繁搬家，住得不踏实。河南姑娘赵菲在北京

从事传媒工作已经好几年，一直租房住。在她看来，租
房过程中的不稳定性是最大的痛点。“经常要搬家。有时
候是因为自己工作变动，想换个近一些的住处。多数情
况下，是房东另有安排，或者房租上涨太多，不得不搬
家。搬一次家很累人，也增加了不安定感，让人觉得租
来的房子不是家。”赵菲说。来自山东的张瑞也有同感。
她说，特别是合租情况下，每次搬家还要面临室友磨合
的问题，住得不踏实。“我们最后还是选择了买房，毕竟
刚结婚，这样也稳定一些。”

——沟通困难，“小摩擦”变成“大问题”。许西是
上海一名医药行业工作者，儿子正在读初中。为了缩短
孩子从住处到学校的路程，爷儿俩曾经在某公寓租住过
一年时间。许西介绍，2020 年 9 月份开始直到退租，房
间的网络信号一直是中断的。“当时，我尝试联系客
服，客服说这是供应商切换，并承诺会在几天后恢复网
络。结果却是一拖再拖，直到我租期结束也没恢复。除
了断网以外，约定的保洁服务也是不断缩水，从一周一
次变成一个月一次。这些事看着不大，可是很影响居住
体验。”

——信息不畅，房东抱怨也不少。“我家有一套空闲
的毛坯房想出租。如果交给中介，往往会面临租客轮替
带来的空档期和压价问题。如果转包给长租公寓，又会
在装修标准、房租水平随行就市调整方面出现分歧，真
头疼！说到底还是要有一个完善的市场才行啊！”家住浙
江杭州的李先生叹气说，自己也尝试过直接寻找合适的
租客。然而，个人信息传播能力终究有限，每次在网上
发布的出租信息都石沉大海，没什么反响。

“部分从事转租经营的轻资产住房租赁企业，利用租
金支付期限错配建立资金池，控制房源、哄抬租金”“少
数住房租赁企业资金链断裂，严重影响住房租赁当事人
合法权益”……此次发布的《意见》，在开篇就明确了要
推动解决的问题，可谓对准市场痛点。

规范租金收取

贝壳研究院最近发布的 《2021 新青年居住消费报
告》显示，约49.2%的受访者目前正租房居住，租房是青
年人解决居住问题的主流选项。其中，经济、方便、便
宜是年轻人主要考虑因素。而工作不稳定导致更换住
处，虚假房源信息多，安全隐患、维修责任无人承担，
房屋质量差及克扣押金等，是年轻人租房时遇到最多的
问题。

如何让租房者“挺直腰杆”，愿意租房、租得安心？
《意见》围绕“租金”环节给出了多项具体措施。

——制止“高收低出”“长收短付”。《意见》明确住
房租赁企业单次收取租金超过3个月的，或单次收取押金
超过1个月的，应当将收取的租金、押金纳入监管账户，
并通过监管账户向房屋权利人支付租金、向承租人退还
押金。

自如首席运营官梁占华表示，《意见》的出台，将直
接推动“高收低出”“长收短付”这一行业历史问题的解
决，推动行业转向高质量发展。租客与房东都将成为规
范市场环境的参与者、需求者与受益者。

——对租赁企业“管资金、管贷款”。贝壳研究院分
析师黄卉介绍，为了更好地促进房屋向居住属性回归，

《意见》明确提出“杜绝租赁企业挪用租客租金来扩张规
模”“严禁违规利用杠杆扩张，不得变相开展金融业务，
规范租金贷使用，防止企业以租金贷资金形成资金池”
等等。“这是对过去租赁企业粗放式发展的纠偏，将提升
租客和业主对租赁企业的信心，同时有效推动轻资产租
赁企业规范化经营，改善各大城市新市民特别是年轻人
的居住环境。”黄卉说。

——租金变动不能太随意。《意见》强调发挥住房租
赁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住房租赁企业在稳定市场租金水
平方面的示范作用，对于租金上涨过快的可以采取必要
措施稳定租金水平。

稳定租金水平的具体措施，各地还在研究酝酿中，
但这一指导方向已经让不少租房者感到振奋。“租房是我
们这些年轻人在大城市工作生活必经的过程。《意见》的
出台，反映出国家非常重视住房租赁行业，正在从顶层
设计上推动和规范长租产业健康发展。”北京白领崔梦尧
表示，自己租房近5年，开始是合租，现在已换成整租。

如果租房很稳定、不用担心搬家和随意涨房租，自己很
乐意考虑长期租房居住。

严格租赁监管

好的政策，不仅是解难题，还在于为市场长期健康
发展建制度、立规矩。

今后，住房租赁从业管理将更严格。《意见》 提出，
住房租赁企业应当具有专门经营场所，开展经营前，通
过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向所在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推送开业信息，由所在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通过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向社会公示。

同策研究院资深分析师张吉辉表示，轻资产住房租
赁行业，进入门槛低、行业参与者众多，质量参差不
齐，长期以来缺乏有效的抓手和方式，监管有所不足。
此次 《意见》 的出台可谓有的放矢，体现了政府部门整
治租赁市场乱象的决心。

“此外，通过租赁服务管理平台信息化的建设，使物
业、租赁经营企业、承租人情况、资金账户、市场价格
等信息公开化、透明化，这有助于解决租赁市场信息不
对称的问题，并落实了责任主体。”张吉辉说。

《意见》还专门提出，城市政府对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
场承担主体责任，要建立多部门协同的住房租赁联合监管
机制，并将相关部门的监管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

新政策不仅受到租房者欢迎，也得到企业的积极回
应，认为这将引导房屋租赁行业向标准化、精细化发
展。“自如已经推出了‘增益租’的全新模式，在装修层
面，根据实际房屋情况进行设计，标准工期全透明，全
流程数字化管理，业主可通过自如 APP 查看装修进度；
在收益方面，自如会根据市场和楼盘情况与业主商定出
房价，在市场向好时，超出商定价格的部分与业主进行
收益分成。”梁占华表示。

“相信随着国家政策的落实，租房市场会更加规范，我
也会继续考虑选择一些知名、靠谱的中介或平台进行租
房。毕竟，监管到位，行业才能健康发展，发展好了对大家
都有利。”刚从长春大学毕业、正准备租房的冯美琪说。

上图：江苏南京市栖霞区正在打造绿色生态公租房
社区。图为该区建设中的百水园保障性住房项目。

赵启瑞摄 （人民视觉）

本报拉萨电 （记者鲜敢） 记者从西藏自
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最新制修订的

《青稞》国家标准，已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于近期批准发
布，今年 10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该项国家标
准是粮食流通领域由西藏自治区主持制修订
的首个国家标准。

青稞是青藏高原对裸大麦的“俗称”，
主要分布在西藏及青海、四川、甘肃、云
南四省涉藏州县。2020 年西藏自治区实现
青稞总产量 79.5 万吨，是青稞第一大产区。

《青稞》 国家标准实施前，西藏青稞收储、
销售等质量控制依据的是 《裸大麦》 GB/T
11760-2008 国 家 标 准 。 随 着 近 年 来 育 种 、
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青稞品质也得到了
较大提升，《裸大麦》 国家标准部分指标和
技术内容已难以满足青稞产业发展现状和
趋势。

新出台的 《青稞》 国家标准指标体系包
括容重、杂质、不完善粒、水分、皮大麦含
量等。与 《裸大麦》 国家标准相比，两者主
要技术差异体现在：一是增加了青稞分类，
按照颜色分类，分为白青稞、黑青稞、蓝青
稞、混合青稞四大类，促进青稞单收单储，
有利于实现按质论价、优质优价；二是综合
考虑产区青稞收获后清杂、去除不完善粒等
技术条件，适当调整了杂质、不完善粒的限

量要求；三是增加了皮大麦含量的指标，符合当前部分产区因
种植习惯造成皮大麦含量较高的实际情况。标准的发布有利于
引导青稞种植品种的结构调整，提高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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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满时节，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扬武镇“硒锌米”种植田园秧苗青
青、田水丰盈，农民忙碌的身影与村寨相映成景，美不胜收。

图为5月20日，在该镇长青社区拍摄的“硒锌米”种植田园。
杨武魁摄 （人民视觉）

小满至 秧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