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为87岁的老父亲预约陪诊师刘庆
健前，62岁的孙阿姨想不到当天出现在眼
前的是名90后小年轻。

“没想到陪诊师这么年轻”，这是孙阿
姨的第一印象。等到陪诊流程全部完成
后，她对这位正推着父亲轮椅的小年轻有
了更直观的感受——办事靠谱，服务专业。

在松江区叶榭社区医院看到陪诊师的
推广介绍后，孙阿姨心动不已。她的老父
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独自带着父亲看病，
对身为低龄老人的她来说，着实有些吃
力。父亲思维混乱，常常走着走着就没了
人影。每次看病，孙阿姨都提心吊胆。多
了一个陪诊师，相当于多了个人照看父亲。

在经过充分的诊前沟通后，刘庆健得
知老人腿脚不便，于是便提前租赁好了轮
椅。在松江区中心医院门口接到孙阿姨和
孙爷爷后，刘庆健搀扶着老人坐上轮椅，旋
即来到电子挂号机前，熟练地完成自助挂
号流程。随后，他推着孙爷爷来到全科诊
室。老人是因为脑梗引发的阿尔茨海默
病，通常来说应该挂神经内科的门诊。不
过考虑到家属的需求是为老人拍片，所以
刘庆健为老人挂了排队就诊人数较少的全
科门诊，这样一来便大大节省了就诊时

间。这也是他经过多次陪诊后摸出的门
道。如今，随着在医院里穿梭的频率日渐
增加，他甚至能熟门熟路地说出哪家医院
的哪台电梯排队的人较少。

这次陪父亲看病的经历让孙阿姨感
觉到了陪诊师的专业。以前带孙爷爷看
病，她不得不叫上自己的儿子，“但孩子平
时上班很忙，经常没时间。”孙阿姨无奈地
说。孙阿姨的大哥已经去世，姐姐年事已
高，平时陪父亲看病的重担就落在了她和
她儿子身上。

医院里，诊室在三楼，做CT在底楼。
孙阿姨既不清楚做CT的流程、科室的位
置，也不懂如何在机器上操作。对她这个
年纪的人而言，楼上楼下地跑，四处问路，
实在吃力。更尴尬的是，儿子不在时，父亲
要上厕所，她根本没法进去帮忙。

可这次有了陪诊师，情况截然不
同。陪诊师熟练地穿梭在各个楼层，熟知
每个科室的位置，操作机器也得心应手。
他全程代劳烦琐事务，孙阿姨只需安心守
在父亲身旁。“陪诊师真是帮了大忙！”孙阿
姨感慨，“以后我会考虑长期购买这项服
务，毕竟，儿子请假一天的成本还不止
300元。”

孙阿姨口中的小年轻刘庆健，目前在
松江区依护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他向记者
展示了自己去年9 月份考取的陪诊师证
书。去年10月份，他开始为行动不便的老
人代配药和陪诊，平均每周会接单一到两
次，迄今已经陪诊了几十次。

刘庆健本科毕业于浙江财经大学工商
管理专业，起初在金融行业工作。2015
年，经朋友介绍转行进入养老行业。他十
分看好陪诊师这个新兴行业的前景，认为
陪诊也属于养老服务的范畴。“从宏观来
讲，现在医院里四处都是智能设备，挂号、
取报告都能自助完成。”刘庆健觉得陪诊师
就像一座桥，一头连着就诊老人，一头接着
现代科技，“帮助老人完成线上预约、电子
支付等琐事，节省时间和精力，同时也能提
高医疗机构的效率。”

在参加培训前，刘庆健觉得陪诊很简
单。然后，培训过后他才发现，这个新职业
需要很强的专业性。“陪诊工作是多线程
的，是医生患者间协调沟通的润滑剂。陪
诊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突发情况，要有急救
处理的能力，这份工作能锻炼个人的沟通
和应变能力，这些能力不管以后做哪一行
都是必不可少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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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陪诊师，架起暖心桥

白天，子女们忙于工作，老人就诊时无人陪同，这一难题成为众多家庭的痛点。自去年
起，经过首批培训的陪诊师开始接单。这些陪诊师来自各行各业，有养老机构的从业者、
医护人员、物业管家，还有灵活就业者。

在陪诊师的队伍中，青年的身影越来越多。年轻人为何积极投身于这个新兴职业？
记者分别采访了三位来自不同行业的陪诊师，探寻其中缘由。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1992年出生的李秀琴是上海市杨浦
壹家康养老服务中心的护士，主要为家床
服务老人做健康管理。去年考取陪诊师资
格证的她十分看好这个新职业。上海是一
座老龄化城市，许多独居老人、孤老面临看
病难。“就拿90多岁的高龄老人而言，他们
的子女普遍都70多岁了。带父母看病有
心无力。”李秀琴说。

“其实前几年我就听说过陪诊师，但也
是从去年开始，上海有了正式的培训和考

证。”本职工作是护士的李秀琴认为，多一
张陪诊师的证书，自己的职业含金量也会
上升，毕竟多一张证便多一项选择。“上课
的时候，老师也讲述了护理方面的知识，我
本身就是学护理的，感觉重温了一下专业
知识，对于从没接触过护理行业的素人学
员来说可谓是受益匪浅。”

事实上，她所在的养老机构十分鼓励
护理员和护士考证，继去年十来名工作人
员参加培训后，今年又有十几人报名。而

报名者学员的年龄也趋于年轻化，甚至出
现了00后的身影。

纸上得来终觉浅。在实践过程中，李秀
琴也感到了这份新职业的含金量。“陪诊不
等同于跑腿。需要诊前询问老人有什么基
础病，带好血压计，血糖高的还要考虑带零
食，天冷要提醒添衣，行动不便的要提前准
备好轮椅。如果老人突发情况，要懂一些急
救知识。陪诊前还要对老人情况进行评估，
如果风险等级高的话，建议监护人陪同。”

1996年出生的耿林林，是中鹊物业的
一名物业管家。今年3月末，历经培训考
核，她成功获得陪诊师资质。

耿林林日常工作的徐汇区古美小区，
老龄化特征显著。在这个小区里，60岁以
上业主的占比高达41%。对于不少老年业
主而言，去医院看病常常面临诸多不便，因
此陪诊服务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刚需。

刚考出资格证，耿林林就接到了
一单——85 岁独居老人蔡奶奶申请陪
诊服务。

问诊过程中，蔡奶奶的情绪陡然崩溃，

泪水夺眶而出，她边抹着眼泪边倾诉，这两
年，自己每日都要吞下五六种药。那密密麻
麻的药瓶，日复一日的服药流程，让她觉得
日子仿佛陷入了无尽的黑暗，看不到尽头，
内心满是难受与无助。耿林林目睹此景，立
刻与身旁的同事一同开导老人：“我们遵医
嘱好好用药，会越来越好的，放宽心。”

将蔡奶奶送回家后，耿林林仔细地把
每种药的服用时间、剂量，一笔一画写在药
盒上。老人特别开心，称有人陪她讲讲话心
里好受多了，之前找的阿姨总是嫌她烦，不
怎么跟她讲话。

这次陪诊经历，让耿林林深受触动。
她感慨道：“感觉陪诊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
一份责任。像蔡奶奶这样的老人，有人愿意
耐心听她们倾诉，细心安排好用药这些事
儿，比什么都重要。我认为陪诊更需要专业
和温度，希望用我的服务，让每个独自看病
的老人都不再孤单。”

其实，在接受培训前，耿林林原以为陪诊
流程和自己平时看病一样。没想到培训后
才发现里头的门道很多。陪诊前、陪诊中、
陪诊后有严格的流程规范，比如需要做诊前
沟通，制订就诊方案，做好挂号分诊等。

松江养老从业者刘庆健：

一头连着就诊老人，一头接着现代科技

徐汇物业管家耿林林：

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责任

杨浦护士李秀琴：

职业含金量：陪诊不等同于跑腿

陪诊师的行业前景如何？面临哪些痛点？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随着4月底各区陪诊师考试结
束，又一批学员将加入这个新兴行业。

对这个新行业，老人和家属会埋单吗？
这个行业要发展面临哪些痛点？记者进行
了深入调查。

陪诊师需求是否真实存在？
2024年4月，浦东新区民政局举办第

一届“浦东新区银发经济供需大会”，大会
上发布“社区养老热力词”专项调研结果，

“陪诊师”居于十大热力词首位。调研中也
发现，目前市场上已有的一些陪诊就医服
务往往存在着专业程度低、收费标准不一、
缺乏有效监管等情况，老年群体在选择陪
诊服务时存在一定风险。

今年1月份，市民政局和市卫健委印
发了《上海市老年人助医陪诊服务试点方
案》的通知，其中就提到了聚焦老年人陪同
就医需求，并在多区开展试点，组织养老服
务机构开展助医陪诊服务。

事实上，早在试点方案出炉前，陪诊行
业作为新兴行业就悄然存在了许多年。

“以前的陪诊行业可谓乱象丛生，缺乏
监管。比如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陪诊
服务工作流程不规范，产品定价不透明等，
加上信息发布渠道混杂，让许多有需求的
患者尤其是长者，难以找到真实可靠的陪
诊服务。”在国融乐养副总经理魏晓旭看
来，其实，有些从业者对医院服务很熟悉。
但在陪诊师这个新职业出现前，他们既不
能被纳入“正规军”，又存在从业风险。随
着上海进入深度老龄化，陪诊师职业正规
化有着合理性和必要性。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民想要预约陪诊
服务主要通过几大渠道。一方面可通过

“随申办”进入国融乐养平台或者直接检索
“国融乐养陪诊”微信小程序，除在正规平
台下单以外，也可咨询长者所居住的养老
机构或物业中心，部分机构、物业也正在尝
试提供相关的陪诊服务。

“所有在我们平台接单的必须是经过
培训的持证陪诊师。”魏晓旭透露说，平台
正在力推有护士资格证的专业人士也加入
这个队伍中来。

他介绍说，在陪诊分级方面，平台建立

了陪诊服务等级制度，分为陪诊师陪诊、
护士陪诊和专病陪诊三个等级，这三类都
会提供专业的导诊、信息咨询、陪诊服务
等，主要区别是陪诊服务人员是陪诊师还
是护士，至于专病陪诊则针对病情复杂、
疾病周期长的患者。“我们还给陪诊师进
行标签管理，技能上比如医护专业、养老
护理专业、育儿专业等，还有性别、服务区
域、熟悉的医院和科室等，方便匹配不同
老人的需求。”

记者了解到，徐汇区在全市探索创新
在陪诊队伍里加入物业人员。据徐汇区民
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徐汇区正在探索制
定统一的全流程服务标准，对诊前健康评
估、诊中陪同就医、诊后评价反馈等环节开
展标准化服务。由经过培训的陪诊师提供
专业化陪诊服务。此外，还纳入车辆接送、
爬楼机预约、辅具租赁等增值服务，居民可
按需搭配。依托962899为老服务热线，开
通“助医陪诊服务”专属通道，提供一站式
的陪诊咨询和预约服务。

老人及家属是否会埋单？
目前，全市已经持证和即将持证的陪诊

师到底有多少？市民政局养老处处长娄国
剑估算了下，去年先行试点的浦东、杨浦、松
江三个区共计培养了近千名陪诊师；今年上
半年试点的11区每个区至少要培养百名
使用统一教材，采用统一考核标准的陪诊
师，预计新增持证陪诊师1100~1200名。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本市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568.05万人，占总人
口的37.4％。眼下，上海现有和即将持证
的陪诊师满打满算不超过2000名，理论上
每个陪诊师都会出现“爆单”的情况。

但事实上，根据国融乐养提供的数据
显示：该平台陪诊师的普遍日均接单量并
不算多。

“如何实现市场化，让消费者埋单”不
仅是民政部门认为当下亟须解决的难题，
也是眼下困扰着国融乐养这样的陪诊师接
单平台的问题。

的确，市场需求到底大不大，老人和家
属会不会埋单？各方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价格高”是绕不开的话题，魏晓旭认
为，此前平台做过一段时间特惠活动，但效
果并不明显。这是因为陪诊服务属于低频

消费，就算开展特惠活动客户也不会囤
券。长期优惠对平台压力很大。

“目前，市面上普遍单次服务均价
200~500元/次/4小时以内；我们的服务价
格是168元/2小时；238元/3小时；298元/4
小时。”魏晓旭认为，从业者服务时需要交
通费，还需要上税，这个价格并不算高。但
事实上，两三百元的服务费确实会让很多
消费者犹豫。

针对老人普遍反映的用不起陪诊服务
的情况，几个试点的区也纷纷针对特殊老
人推出了一些探索性的举措。比如杨浦区
和徐汇区通过慈善基金会、老年基金会、社
区基金会等途径，为80岁以上高龄、独居等
特殊困难老人提供低偿、普惠的助医陪诊
服务。

在市场化上，浦东新区民政局也做了
积极探索。该区养老服务处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智慧陪诊服务”在浦东新区“浦老
惠”官方养老服务平台上线，该平台截至
2024年年底注册用户达到45万。由于平
台用户信任度很高，对陪诊预约服务接受
度也较高，自2024年6月20日起上线陪诊
服务以来，截至2025年4月中旬已服务老
人超过1500人次。

“和年轻人倾向于线上支付不同，老人
更倾向于线下下单，更信任社区养老服务机
构点位上熟悉的工作人员等。”该负责人介
绍说，针对老人的消费习惯，除了开通“浦老
惠”微信小程序、“随申办”浦东旗舰店、电话
热线等线上入口，该区还在“长护险站点”、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等同址设置线下站点27
个。此外，还综合考虑各项成本和市场定价
制定收费标准，如将主流的陪诊服务定为亲
民价198~280元/人（半天/4小时）。

在娄国剑看来，陪诊本身是有成本的，
存在老人和家属消费习惯的问题。当前老
年人本身存在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不足的
问题。一方面，针对普通老人，要培养老人
和家属的消费习惯。鼓励平台和机构给予
低价体验，激发他们复购的意愿；另一方
面，针对特殊困难老人政府要想方设法给
予托底保障。

未来将制定研究标准
陪诊师职业化这条路任重道远。娄国

剑透露说，今年市民政局统一了陪诊师的

培训大纲和考核要求。与去年相
比，今年的培训时长和内容都有所
增加，陪诊师需经过5天培训和半
天考试。“今年下半年，陪诊师职
业打算申报纳入人社部门专项
职业能力培训。”

“陪诊的过程涉及闭环。
比如出行问题，一些半失能、
失能的老人面临下楼难，这
就需要动用装有爬楼机等
辅助出行设备的福祉车
等。像杨浦民政局就和
交运集团合作对接了非
急救转运车辆，为半失
能、失能老人提供服
务。”娄国剑介绍说。

记者从杨浦区民
政局获悉，该区还运用
了“政府+市场+公益”
模式，会同国融乐养、
中侨大学、区中心医院、
市东医院等10家单位，
共同成立杨浦区陪诊服
务联盟，并邀请市、区医
疗领域专家共同成立联
盟专家团。这是全市首个
区级陪诊服务联盟，将在杨
浦形成“市场服务、医疗资
源、技能培训、金融扶持、行
业指导”为一体的全周期发展
链条。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陪诊师职业化任重道远。图为刘
庆健展示自己的证书。

刘庆健搀扶老人躺下做CT。

刘庆健在自助挂号机上为老人挂号。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除署名外）

▲

▲

李秀琴陪老人看病。 受访者供图

在为87岁的老父亲预约陪诊师刘庆
健前，62岁的孙阿姨想不到当天出现在眼
前的是名90后小年轻。

“没想到陪诊师这么年轻”，这是孙阿
姨的第一印象。等到陪诊流程全部完成
后，她对这位正推着父亲轮椅的小年轻有
了更直观的感受——办事靠谱，服务专业。

在松江区叶榭社区医院看到陪诊师的
推广介绍后，孙阿姨心动不已。她的老父
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独自带着父亲看病，
对身为低龄老人的她来说，着实有些吃
力。父亲思维混乱，常常走着走着就没了
人影。每次看病，孙阿姨都提心吊胆。多
了一个陪诊师，相当于多了个人照看父亲。

在经过充分的诊前沟通后，刘庆健得
知老人腿脚不便，于是便提前租赁好了轮
椅。在松江区中心医院门口接到孙阿姨和
孙爷爷后，刘庆健搀扶着老人坐上轮椅，旋
即来到电子挂号机前，熟练地完成自助挂
号流程。随后，他推着孙爷爷来到全科诊
室。老人是因为脑梗引发的阿尔茨海默
病，通常来说应该挂神经内科的门诊。不
过考虑到家属的需求是为老人拍片，所以
刘庆健为老人挂了排队就诊人数较少的全
科门诊，这样一来便大大节省了就诊时

间。这也是他经过多次陪诊后摸出的门
道。如今，随着在医院里穿梭的频率日渐
增加，他甚至能熟门熟路地说出哪家医院
的哪台电梯排队的人较少。

这次陪父亲看病的经历让孙阿姨感
觉到了陪诊师的专业。以前带孙爷爷看
病，她不得不叫上自己的儿子，“但孩子平
时上班很忙，经常没时间。”孙阿姨无奈地
说。孙阿姨的大哥已经去世，姐姐年事已
高，平时陪父亲看病的重担就落在了她和
她儿子身上。

医院里，诊室在三楼，做CT在底楼。
孙阿姨既不清楚做CT的流程、科室的位
置，也不懂如何在机器上操作。对她这个
年纪的人而言，楼上楼下地跑，四处问路，
实在吃力。更尴尬的是，儿子不在时，父亲
要上厕所，她根本没法进去帮忙。

可这次有了陪诊师，情况截然不
同。陪诊师熟练地穿梭在各个楼层，熟知
每个科室的位置，操作机器也得心应手。
他全程代劳烦琐事务，孙阿姨只需安心守
在父亲身旁。“陪诊师真是帮了大忙！”孙阿
姨感慨，“以后我会考虑长期购买这项服
务，毕竟，儿子请假一天的成本还不止
300元。”

孙阿姨口中的小年轻刘庆健，目前在
松江区依护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他向记者
展示了自己去年9 月份考取的陪诊师证
书。去年10月份，他开始为行动不便的老
人代配药和陪诊，平均每周会接单一到两
次，迄今已经陪诊了几十次。

刘庆健本科毕业于浙江财经大学工商
管理专业，起初在金融行业工作。2015
年，经朋友介绍转行进入养老行业。他十
分看好陪诊师这个新兴行业的前景，认为
陪诊也属于养老服务的范畴。“从宏观来
讲，现在医院里四处都是智能设备，挂号、
取报告都能自助完成。”刘庆健觉得陪诊师
就像一座桥，一头连着就诊老人，一头接着
现代科技，“帮助老人完成线上预约、电子
支付等琐事，节省时间和精力，同时也能提
高医疗机构的效率。”

在参加培训前，刘庆健觉得陪诊很简
单。然后，培训过后他才发现，这个新职业
需要很强的专业性。“陪诊工作是多线程
的，是医生患者间协调沟通的润滑剂。陪
诊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突发情况，要有急救
处理的能力，这份工作能锻炼个人的沟通
和应变能力，这些能力不管以后做哪一行
都是必不可少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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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陪诊师，架起暖心桥

白天，子女们忙于工作，老人就诊时无人陪同，这一难题成为众多家庭的痛点。自去年
起，经过首批培训的陪诊师开始接单。这些陪诊师来自各行各业，有养老机构的从业者、
医护人员、物业管家，还有灵活就业者。

在陪诊师的队伍中，青年的身影越来越多。年轻人为何积极投身于这个新兴职业？
记者分别采访了三位来自不同行业的陪诊师，探寻其中缘由。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1992年出生的李秀琴是上海市杨浦
壹家康养老服务中心的护士，主要为家床
服务老人做健康管理。去年考取陪诊师资
格证的她十分看好这个新职业。上海是一
座老龄化城市，许多独居老人、孤老面临看
病难。“就拿90多岁的高龄老人而言，他们
的子女普遍都70多岁了。带父母看病有
心无力。”李秀琴说。

“其实前几年我就听说过陪诊师，但也
是从去年开始，上海有了正式的培训和考

证。”本职工作是护士的李秀琴认为，多一
张陪诊师的证书，自己的职业含金量也会
上升，毕竟多一张证便多一项选择。“上课
的时候，老师也讲述了护理方面的知识，我
本身就是学护理的，感觉重温了一下专业
知识，对于从没接触过护理行业的素人学
员来说可谓是受益匪浅。”

事实上，她所在的养老机构十分鼓励
护理员和护士考证，继去年十来名工作人
员参加培训后，今年又有十几人报名。而

报名者学员的年龄也趋于年轻化，甚至出
现了00后的身影。

纸上得来终觉浅。在实践过程中，李秀
琴也感到了这份新职业的含金量。“陪诊不
等同于跑腿。需要诊前询问老人有什么基
础病，带好血压计，血糖高的还要考虑带零
食，天冷要提醒添衣，行动不便的要提前准
备好轮椅。如果老人突发情况，要懂一些急
救知识。陪诊前还要对老人情况进行评估，
如果风险等级高的话，建议监护人陪同。”

1996年出生的耿林林，是中鹊物业的
一名物业管家。今年3月末，历经培训考
核，她成功获得陪诊师资质。

耿林林日常工作的徐汇区古美小区，
老龄化特征显著。在这个小区里，60岁以
上业主的占比高达41%。对于不少老年业
主而言，去医院看病常常面临诸多不便，因
此陪诊服务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刚需。

刚考出资格证，耿林林就接到了
一单——85 岁独居老人蔡奶奶申请陪
诊服务。

问诊过程中，蔡奶奶的情绪陡然崩溃，

泪水夺眶而出，她边抹着眼泪边倾诉，这两
年，自己每日都要吞下五六种药。那密密麻
麻的药瓶，日复一日的服药流程，让她觉得
日子仿佛陷入了无尽的黑暗，看不到尽头，
内心满是难受与无助。耿林林目睹此景，立
刻与身旁的同事一同开导老人：“我们遵医
嘱好好用药，会越来越好的，放宽心。”

将蔡奶奶送回家后，耿林林仔细地把
每种药的服用时间、剂量，一笔一画写在药
盒上。老人特别开心，称有人陪她讲讲话心
里好受多了，之前找的阿姨总是嫌她烦，不
怎么跟她讲话。

这次陪诊经历，让耿林林深受触动。
她感慨道：“感觉陪诊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
一份责任。像蔡奶奶这样的老人，有人愿意
耐心听她们倾诉，细心安排好用药这些事
儿，比什么都重要。我认为陪诊更需要专业
和温度，希望用我的服务，让每个独自看病
的老人都不再孤单。”

其实，在接受培训前，耿林林原以为陪诊
流程和自己平时看病一样。没想到培训后
才发现里头的门道很多。陪诊前、陪诊中、
陪诊后有严格的流程规范，比如需要做诊前
沟通，制订就诊方案，做好挂号分诊等。

松江养老从业者刘庆健：

一头连着就诊老人，一头接着现代科技

徐汇物业管家耿林林：

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责任

杨浦护士李秀琴：

职业含金量：陪诊不等同于跑腿

陪诊师的行业前景如何？面临哪些痛点？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随着4月底各区陪诊师考试结
束，又一批学员将加入这个新兴行业。

对这个新行业，老人和家属会埋单吗？
这个行业要发展面临哪些痛点？记者进行
了深入调查。

陪诊师需求是否真实存在？
2024年4月，浦东新区民政局举办第

一届“浦东新区银发经济供需大会”，大会
上发布“社区养老热力词”专项调研结果，

“陪诊师”居于十大热力词首位。调研中也
发现，目前市场上已有的一些陪诊就医服
务往往存在着专业程度低、收费标准不一、
缺乏有效监管等情况，老年群体在选择陪
诊服务时存在一定风险。

今年1月份，市民政局和市卫健委印
发了《上海市老年人助医陪诊服务试点方
案》的通知，其中就提到了聚焦老年人陪同
就医需求，并在多区开展试点，组织养老服
务机构开展助医陪诊服务。

事实上，早在试点方案出炉前，陪诊行
业作为新兴行业就悄然存在了许多年。

“以前的陪诊行业可谓乱象丛生，缺乏
监管。比如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陪诊
服务工作流程不规范，产品定价不透明等，
加上信息发布渠道混杂，让许多有需求的
患者尤其是长者，难以找到真实可靠的陪
诊服务。”在国融乐养副总经理魏晓旭看
来，其实，有些从业者对医院服务很熟悉。
但在陪诊师这个新职业出现前，他们既不
能被纳入“正规军”，又存在从业风险。随
着上海进入深度老龄化，陪诊师职业正规
化有着合理性和必要性。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民想要预约陪诊
服务主要通过几大渠道。一方面可通过

“随申办”进入国融乐养平台或者直接检索
“国融乐养陪诊”微信小程序，除在正规平
台下单以外，也可咨询长者所居住的养老
机构或物业中心，部分机构、物业也正在尝
试提供相关的陪诊服务。

“所有在我们平台接单的必须是经过
培训的持证陪诊师。”魏晓旭透露说，平台
正在力推有护士资格证的专业人士也加入
这个队伍中来。

他介绍说，在陪诊分级方面，平台建立

了陪诊服务等级制度，分为陪诊师陪诊、
护士陪诊和专病陪诊三个等级，这三类都
会提供专业的导诊、信息咨询、陪诊服务
等，主要区别是陪诊服务人员是陪诊师还
是护士，至于专病陪诊则针对病情复杂、
疾病周期长的患者。“我们还给陪诊师进
行标签管理，技能上比如医护专业、养老
护理专业、育儿专业等，还有性别、服务区
域、熟悉的医院和科室等，方便匹配不同
老人的需求。”

记者了解到，徐汇区在全市探索创新
在陪诊队伍里加入物业人员。据徐汇区民
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徐汇区正在探索制
定统一的全流程服务标准，对诊前健康评
估、诊中陪同就医、诊后评价反馈等环节开
展标准化服务。由经过培训的陪诊师提供
专业化陪诊服务。此外，还纳入车辆接送、
爬楼机预约、辅具租赁等增值服务，居民可
按需搭配。依托962899为老服务热线，开
通“助医陪诊服务”专属通道，提供一站式
的陪诊咨询和预约服务。

老人及家属是否会埋单？
目前，全市已经持证和即将持证的陪诊

师到底有多少？市民政局养老处处长娄国
剑估算了下，去年先行试点的浦东、杨浦、松
江三个区共计培养了近千名陪诊师；今年上
半年试点的11区每个区至少要培养百名
使用统一教材，采用统一考核标准的陪诊
师，预计新增持证陪诊师1100~1200名。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本市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568.05万人，占总人
口的37.4％。眼下，上海现有和即将持证
的陪诊师满打满算不超过2000名，理论上
每个陪诊师都会出现“爆单”的情况。

但事实上，根据国融乐养提供的数据
显示：该平台陪诊师的普遍日均接单量并
不算多。

“如何实现市场化，让消费者埋单”不
仅是民政部门认为当下亟须解决的难题，
也是眼下困扰着国融乐养这样的陪诊师接
单平台的问题。

的确，市场需求到底大不大，老人和家
属会不会埋单？各方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价格高”是绕不开的话题，魏晓旭认
为，此前平台做过一段时间特惠活动，但效
果并不明显。这是因为陪诊服务属于低频

消费，就算开展特惠活动客户也不会囤
券。长期优惠对平台压力很大。

“目前，市面上普遍单次服务均价
200~500元/次/4小时以内；我们的服务价
格是168元/2小时；238元/3小时；298元/4
小时。”魏晓旭认为，从业者服务时需要交
通费，还需要上税，这个价格并不算高。但
事实上，两三百元的服务费确实会让很多
消费者犹豫。

针对老人普遍反映的用不起陪诊服务
的情况，几个试点的区也纷纷针对特殊老
人推出了一些探索性的举措。比如杨浦区
和徐汇区通过慈善基金会、老年基金会、社
区基金会等途径，为80岁以上高龄、独居等
特殊困难老人提供低偿、普惠的助医陪诊
服务。

在市场化上，浦东新区民政局也做了
积极探索。该区养老服务处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智慧陪诊服务”在浦东新区“浦老
惠”官方养老服务平台上线，该平台截至
2024年年底注册用户达到45万。由于平
台用户信任度很高，对陪诊预约服务接受
度也较高，自2024年6月20日起上线陪诊
服务以来，截至2025年4月中旬已服务老
人超过1500人次。

“和年轻人倾向于线上支付不同，老人
更倾向于线下下单，更信任社区养老服务机
构点位上熟悉的工作人员等。”该负责人介
绍说，针对老人的消费习惯，除了开通“浦老
惠”微信小程序、“随申办”浦东旗舰店、电话
热线等线上入口，该区还在“长护险站点”、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等同址设置线下站点27
个。此外，还综合考虑各项成本和市场定价
制定收费标准，如将主流的陪诊服务定为亲
民价198~280元/人（半天/4小时）。

在娄国剑看来，陪诊本身是有成本的，
存在老人和家属消费习惯的问题。当前老
年人本身存在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不足的
问题。一方面，针对普通老人，要培养老人
和家属的消费习惯。鼓励平台和机构给予
低价体验，激发他们复购的意愿；另一方
面，针对特殊困难老人政府要想方设法给
予托底保障。

未来将制定研究标准
陪诊师职业化这条路任重道远。娄国

剑透露说，今年市民政局统一了陪诊师的

培训大纲和考核要求。与去年相
比，今年的培训时长和内容都有所
增加，陪诊师需经过5天培训和半
天考试。“今年下半年，陪诊师职
业打算申报纳入人社部门专项
职业能力培训。”

“陪诊的过程涉及闭环。
比如出行问题，一些半失能、
失能的老人面临下楼难，这
就需要动用装有爬楼机等
辅助出行设备的福祉车
等。像杨浦民政局就和
交运集团合作对接了非
急救转运车辆，为半失
能、失能老人提供服
务。”娄国剑介绍说。

记者从杨浦区民
政局获悉，该区还运用
了“政府+市场+公益”
模式，会同国融乐养、
中侨大学、区中心医院、
市东医院等10家单位，
共同成立杨浦区陪诊服
务联盟，并邀请市、区医
疗领域专家共同成立联
盟专家团。这是全市首个
区级陪诊服务联盟，将在杨
浦形成“市场服务、医疗资
源、技能培训、金融扶持、行
业指导”为一体的全周期发展
链条。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陪诊师职业化任重道远。图为刘
庆健展示自己的证书。

刘庆健搀扶老人躺下做CT。

刘庆健在自助挂号机上为老人挂号。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除署名外）

▲

▲

李秀琴陪老人看病。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