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年前，胡俊离开自己的家
乡湖北，和妻儿分开，独自一人
来到上海这个城市打工。平日
里只要没什么不舒服，即便是独
处，只要能和家人微信视频聊聊
天，胡俊并没有孤单感。

但在今年1月份，有一天早
上起床后胡俊突发高热，一量体
温，39.1℃。亲人不在身边，朋
友也都需要上班，想到要独自前
往医院，胡俊瞬间有种孤独感，

“那一刻甚至觉得自己有点可
怜。”

突然，胡俊想起之前在门诊
体检时，拿到过一份陪诊业务的
介绍，于是立刻通过小程序一键
下单。一小时不到，一位陪诊师

便出现在了家门口。就诊当天，
陪诊师提前帮忙取了号，进行各
种检查，并帮忙拿药，全程陪
同。直到将胡俊送到家中后，陪
诊师才离开。

“第一次见面的陪诊师，完
全没有那种陌生人只是完成任
务的感觉，就像是家人的陪伴。”
胡俊说，因为年轻身体好，来上
海两年只去过医院一次，上海的
很多医院他都不清楚具体位置，
甚至连就诊的流程都不了解。

“但是陪诊师对医院就诊流程非
常熟悉，整个看病过程很顺利，
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

和胡俊一样，李丽（化名）是
一个独立的女孩，同样一个人在

上海打拼。偶然的一次例行体
检，发现身体有一些小问题，需
动个小手术处理。怕家人担心，
李丽并没有第一时间寻求家人
或者朋友的帮助，而是选择了陪
诊服务。虽然病情并不复杂，手
术方式也仅是微创，但是需要独
立面对，李丽心里多少有些忐
忑。李丽说，这是她从小到大第
一次接受手术，没打过麻药，也
不知道躺在手术台上是怎样的
感觉。

和很多独自看诊的年轻患
者一样，李丽对医院、对医生、对
手术充满了未知和恐惧。陪诊
师小张为了缓解李丽紧张的情
绪，手术前一直在陪着她聊天。

她 们 聊
各 种 年
轻人喜欢
的话题，聊
到了美食，聊
到了旅游，甚至
聊到了电视剧中的
偶像医生。手术持续了20
多分钟，过程非常顺利。李丽
说，她所在的公司里，像她这样
的情况并不在少数。在大城市
打拼的他们心里明白，多数时候
和父母的吐槽只会增加他们的
担心，并不能和自己有太多情感
上的共鸣。陪诊员的出现，让他
们在生病的时候有了“临时家
人”。

早上八点，医院人头攒动，狄雅美正陪着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就诊。挂号、缴费、取就诊单、扫
码签到……狄雅美负责帮忙办理各种手续，而连续发热多天的小伙只用坐在旁边等待即可。两个

小时后，所有的诊疗流程完成。
2023年，陪诊师行业高速发展。记者从沪上多家提供陪诊服务的公司了解到，来寻求陪诊服务的人群从全是老年

客户到现在年轻客户占比近三成。陪诊师被越来越多人接受的同时，青年人群也正逐渐成为常见客户。用90后胡俊
（化名）的话来说，有了陪诊师的陪伴，不仅就诊过程更加顺利和舒适，为他们节省时间和精力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让他
们远离了孤独感。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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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是老人到年轻人占比近三成！

年轻人就医正悄悄选择陪诊

作为一个新兴产业，陪诊
师这种新型服务关系的出现，
在我国人口趋于老龄化的现阶
段，正从一线城市逐渐向全国
扩展。但除了老人外，年轻客
户也有明显增长趋势。据不完
全统计，狄雅美所在的上海全
程玖玖健康服务有限公司的陪
诊客户中，年轻客户占比数量
近三成。而有些陪诊公司的年
轻客户甚至达到了三成以上。

四年前，在上海土生土长的
狄雅美来到上海全程玖玖健康
服务有限公司，成为一名专业陪
诊师。在成为陪诊师前，她是沪
上一家企业的客服，有着较强的
与人沟通能力。为什么转行做
陪诊师？狄雅美说，这份职业很
新鲜，可以帮助人，自己也可以
学习更多的医学专业知识。

上岗前，狄雅美接受了严
格的专业培训。她说，排队挂
号、送取病历、跑腿取药、陪伴
就医……一切和看病就医相关
的内容都在陪诊师的工作范围
内。不过，优秀的陪诊师除了
熟悉医院的各种就诊流程之
外，必须学会做到共情，可以站
在患者的角度和医生进行沟
通，就像是“亲人或好友陪着他
们看病”。

在狄雅美服务过的人里，
以异地患者和老年患者居多
……但最近她发现了这样一个
现象：年轻人也在悄悄寻找陪
诊，她服务的客户中年轻面孔
越来越多。

“从之前几乎没有年轻客
户，到现在年轻人占比超过两
成，并且呈增长趋势，还是能明

显感受到这个变化的。年轻人
的陪诊需求，一方面是客观需
要，医院里有些检查项目最好有
家属陪同，但他们一时间可能找
不到合适的陪伴者；还有些年轻
客户，则是出于心理上的孤独
感，对疾病有恐惧，就医时希望
有人陪着。”狄雅美告诉记者。

“很多人对看病有一种天生
的恐惧，职业陪诊为他们提供了
极大的便利，使他们逐渐成为我
们的客户。”狄雅美告诉记者，每
次的陪诊费用在150元到500元
不等，多数年轻人表示可以接受。

在狄雅美看来，专业陪诊师
是一项提供情绪价值的服务，前
往医院就医的患者，大多数都伴
随着持续性焦虑、紧张的状况，
安抚对方、给予鼓励和安慰在这
时作用是非常大的。

尽管入行时间才短短四年，
狄雅美十分看好陪诊师这一新
兴职业的前景。“看到患者经过
治疗恢复了健康，我的心灵也会
得到治愈。而年轻人需求陪诊，
对精神上的要求更高。我会继
续做下去，希望能给他们提供更
好的服务。”狄雅美有着自己的
陪诊原则：比方说不代替患者做
诊疗决定，如果因为自己的建议
导致了不利后果，容易引发医疗
纠纷；提前告知陪诊费用，就诊
过程中的支出要留下收据作为
凭证，交回到患者。还有重要的
一点，不随意打听患者隐私，严
格保护患者隐私。“让患者充分
信任我们，就必须站在他们的角
度出发。如果我们不够专业，只
会影响陪诊师这个行业的发
展。”

从仅有老年客户到年轻人占比近三成

陪诊 在生病的时候有了“临时家人”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有了陪诊师的陪伴，病人的就诊过程更加顺利和舒适。

谨防黄牛医托
穿上“马甲”

年轻人的看病“搭子”
如何走得更好更远？

2023 年，陪诊师行业高速

发展。记者看到，目前在多个

电商平台上提供陪诊服务的店

铺接近600家，部分店铺每月销

量可达千单左右。其中，有的

是来自保险公司赠送的陪诊服

务，有的是护士业余接

单，也有的是全职做

陪诊师的。其中，

App、小程序、公

众号已成为陪

诊服务的主要

通道。

采访中，

不 少 年 轻 人

表 示 ，“ 陪 诊

师 ”确 实 有 着

很大的市场，职

业陪诊行业在患

者、家庭、医院、社会

层面发挥积极作用，但

是同时存在从业人员准入门

槛低、市场不规范等诸多问

题。随着年轻客户的增加，则

对陪诊师队伍提出了更多的要

求。有不少年轻人提出，陪诊

App开发需要进行严格的规范

和管理，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

同时相关部门也需要加强对陪

诊人员的资质审核和管理，并

加强对陪诊服务的监管。

记者了解到，陪诊产业的合

规合法性还处于一个模糊地带，

存在对健康医疗秩序造成影响

的未知风险。比如，陪诊是不是

会变成医托。是不是会泄露患

者隐私。大量陪诊员涌入医院

开展商业行为，有可能打破公平

就医的模式。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金春林此前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陪诊员

还没有进入正式的职业目录，

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其服务

内容主要取决于双方的约定。

“由谁来监管？如何将陪诊服

务做得更好？在提供好服务的

同时，职业规范与相关办法亟

待完善。”

“年轻客户的需求和老年

人不完全一样，其实对我们而

言，挑战性更大，彼此间的话题

也不一样。”狄雅美等陪诊师对

此的理解是：不断学习，拓展知

识面，让自己专业起来，才能更

好地胜任这份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