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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发布了《养老机构院
长研究报告》，课题组收集了来自全国   个省份的
   份问卷，这份报告被称为“第一次为养老院院长
‘画像’”。

在问卷涉及的    位院长中，女性院长占
   ，“  后”和“  后”是主力，分别占    和
   。   的受访者获得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的受访者拥有本科学历，硕士及以上学历者占
比为   。

  岁的刘阳荷，正是这样一位年轻的养老院院
长，从一个宝山小囡，到纽约理工大学金融学高材
生，再到南加州大学攻读老龄学，从曾经光鲜亮丽
的白领到一名“养二代”，年轻人正在成为养老服务
中的“青春力量”，他们又会给老年群体和养老服务
带来哪些新变化？（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记者 傅佩文 谢江珊

培养能力：从做饭开始

一个阳光正好的午后，在上海市宝

山区淞南镇养老院，一老一少正在闲适

地聊天，“美女”“帅哥”等一些时髦的词

汇不时从他们口中“蹦”出，不知情的会

以为这是爷孙俩在开玩笑，其实这名“小

孙女”正是这家公建民营普惠性养老院

的年轻院长。

刘阳荷出生于     年，高中毕业后

出国学习金融学。此时她的父母在幼儿教

育、工程等领域创业后取得不错的成绩，

准备进入养老领域，筹办一家养老院。在

她的印象里，父母爱学习、肯思考、敢闯敢

做、执行力强，“对我的教育，相比成绩，他

们更注重能力的培养，比如如何与人沟

通、做事是否周到”。

这种不一样的家庭教育，贯穿了刘

阳荷的成长始终。上初中后，父母就要求

她暑假学习做饭。“做饭这件事是非常考

验逻辑能力的，看似简单的要求———食

材丰富些，下班回到家正好能开饭，其实

要做到这些需要提前策划，花多少钱、做

什么菜、什么时候做、做多长时间，都是

锻炼。”到了高中，刘阳荷已经能独立掌

厨、打理一大家子的饭桌了。

    年，刘阳荷还在上高中，父亲在

筹办养老院时，让她帮忙挑选马桶。“这有

何难？网上品类太丰富了！”她泡在网上一

个下午，挑了很多款，没想到全部被父亲

否定了：“这款价格便宜，但选材不够好，

难以保证质量；这款款式较新，但容易沉

积污垢，不方便后续打扫；这款又太小了，

需要考虑老人坐着稳不稳……”

在这样的实践历练和父亲的言传身

教中，她学会了很多实用的知识———养

老院地板材质及防滑、防火要求；灯具的

挑选，需着重考量其照明效果，要确保空

间内照度既充分又分布均匀，且无眩光

干扰；如何让房间的布局和公共区域的

设计更加合理……    年  月，民建民

营的上海大场长乐养老院成立，设有

   张床位，这里面有着父母的心血，也

有着高中生刘阳荷小小的功劳。

    年大学毕业后，在父母的建议

和男友的支持下，刘阳荷进入南加州大

学攻读老龄学硕士学位，专攻老年服务

管理。    年，因学校受到疫情影响，刘

阳荷暑假回国，开始了一边上网课、一边

去自家养老院“体验生活”。此时的她，对

自己的职业规划完全是另一种模样，“就

像当年电视剧里的女主角那样，穿着干

练的职业装、化着精致的妆容，穿梭于高

楼林立的写字楼间，参加各种高端会议，

过着快节奏且光鲜亮丽的生活”。没曾

想，父母此次的刻意安排，彻底改变了她

的认知，也改变了她的职业轨迹。

基层轮岗：被催更的“朋友圈”

到自家企业“体验生活”，能干些什

么？刘阳荷觉得自己大概只能干干“坐坐

办公室”的活。没想到，父亲对她的要求

特别严格。这一次，最让她印象深刻的还

是跟做饭相关。

每天早上 时，她就要和食堂的阿姨

们一起为养老院入住的    多位老人及

工作人员准备早餐。淘米、洗菜、熬上两大

锅粥，还要蒸几百个馒头和鸡蛋。忙完早

餐之后，紧接着就是午餐的备菜———在 

个小时的过程中，食堂里只听见“咔嚓咔

嚓”的切菜声。阿姨们切菜又快又均匀，

“看她们切的很轻松，轮到自己才发现，菜

刀特别重，切了半个小时手就酸了，最后

手腕都要肿起来了”。此后便是将菜倒入

大锅中开烧。“食堂地上湿漉漉的，我穿着

长胶鞋，脚底打滑。那锅铲长度都快赶上

我了，翻起菜来特别费力，真的像用锄头

种地一样。感觉不是我在炒菜，是菜在炒

我。”刘阳荷笑着回忆道。

打饭同样是一门技术活。当时为刘

阳荷带岗的食堂主管，是一位养老院初

创时期就入职的老员工，让刘阳荷惊讶

的是，   多位老人，“哪些老人食量大、

有基础病需要特殊饮食以及口味偏好，

她居然全部都记得”。

食量大的老人，就将米饭压得更严

实、蔬菜也会打得很满；有些老人不吃鸡

肉或鱼肉，需要用其他食物代替；甚至连

煎荷包蛋都是一件需要花心思的事，鸡

蛋打进锅里后，“要稍微压一压，显得荷

包蛋大一点，老人会更开心；蛋黄一定不

要弄破，因为很多老人会误以为鸡蛋不

新鲜”……这些藏于日常生活中的点滴

细节、细致入微的关怀，深深地打动着刘

阳荷，养老院的工作不仅仅是体力劳动，

更需要爱心和智慧。

随着深入各个岗位，刘阳荷也解锁了

各个角色———食堂的刘阿姨、维修工刘师

傅、查房的刘护士……养老院的工作远比

她想象中的复杂和充满挑战，但是却充满

着浓浓烟火气和人情味，刘阳荷逐渐与老

人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她把自己的轮岗经历发到朋友圈

里，那段时间，她的朋友圈点赞率特别

高，变成了朋友们催更的“连续剧”。

养老院里的很多老人，也让刘阳荷体

会了人生无常。大场长乐养老院的一位阿

婆，起初身体硬朗、性格开朗，每次见到

她，都会追着她、非要给她买冰淇淋。“就

像我老家的爷爷奶奶一样，总是想给我塞

点零食。”但随着年岁增长，这位阿婆的身

体状况逐渐变差，甚至出现了老年痴呆的

症状。刘阳荷每次去看她，心里都有些不

忍，“看着她慢慢衰老，心里会有一种说不

出的滋味，让我更加珍惜当下”。

人情味：养老院的温暖底色

从父亲筹办第一家养老院至今，如

今家里已经经营了  个养老机构——— 

个各拥有    多张床位的养老院和  个

长者照护之家。  余年间，养老行业的

快速发展，正成为一个新的“青春赛道”。

刘阳荷表示，这些年，她明显感觉养老服

务工作的社会认可度在提升，养老服务

业能让年轻人收获更多价值感，年轻一

辈给老人关怀，同时也从老人身上学到

生活经验，在与老人们的交谈中，对人

生、家庭、友情等有了更多思考。

    年，已经成为了一名母亲的刘

阳荷告别了在世界知名企业短暂的高级

白领生涯，正式从父亲手中接过淞南镇

养老院的管理工作，成为一名“  后”养

老院院长。

从老人和员工们心中的“小刘刘”变

身“小刘总”，她有自己的立足之道。与员

工互相取外号、点几杯奶茶一起说笑，没

事就与老人多聊天、增进感情。

一开始，留洋归来的年轻“小刘总”，也

曾想过办高端养老企业，这与土生土长、坚

持普惠观念的“老刘总”存在理念差异。直

到有一次，她在一家高端养老院里看到了

冷清的   房，那一刻，她终于领悟了父

亲口中“真正的服务”的内涵，要从每一个

能让老人舒心的点滴做起。“父亲常说，走

进老人的房间，闻不到异味，才算是达到了

真正的服务质量标准。”

如今，刘阳荷已开始独当一面。她将

在国外留学和外企工作学习到的理念，应

用到养老院的管理上。比如将 家养老机

构从独立的个体变成连锁店，集中进行标

准化管理；引入智慧养老系统，通过物联

网技术实时监控养老院的消防和安全状

况，通过智能设备监测老人的健康状况，

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让一线护理人员有

更多精力专注于老人的身心关怀。

她还鼓励员工们不断提升自己的专

业技能，考取中级、高级护理证书。为了

让员工们更有归属感，她制定了一项福

利政策：员工的父母或配偶入住养老院，

可以享受优惠。“如果资金允许，我还考

虑能在老年旅游方面进行拓展，带爷爷

奶奶们开开眼界。”

刘阳荷鼓励员工们多与老人交流，

多去老人居住的楼层里走一走。“办公室

里有很多‘  后’‘  后’，都是老人们的

孙辈，我说你们只要从楼层里经过，就会

给老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三代同

堂，那是家的感觉。”

每个人都会变老，面对呼啸而来的时

光列车，年轻人渴望探寻世界的心尚未觉

察，中年人在事业、家庭、生活的琐碎中不

及思考，老年人躬身入局方觉时光飞驰、白

驹过隙……在刘阳荷看来，年轻人从事养

老有着独特的意义：帮助他人也帮助自己，

坦然地面对、迎接必将如约而至的衰老，然

后带着珍惜，从容地生活、优雅地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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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阳荷)后排右二*与老人们在一起

"轮岗的重要一课：当食堂阿姨

"当保安时+许多老人自发陪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