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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单陪诊 要比儿女更耐心

上海市民政局于2月10

日发布《上海市老年人助医
陪诊服务试点方案》，宣布今
年2月至7月，在浦东、杨浦、
松江、徐汇、长宁、普陀、静
安、虹口、黄浦等9个区启动
陪诊服务试点。记者调查发
现，各区已纷纷启动试点，从
业务流程测试、标准制定、平
台建设、技能培训等方面着
手，为助老陪诊师这一新兴
职业的正式登场作好准备、
筑牢根基。

﹃
陪
的
是
耐
心
，诊
的
是
专
业
度
﹄

■

﹃
浦
老
惠
﹄
智
慧
陪
诊
平
台

本
月
起
九
个
区
启
动
陪
诊
服
务
试
点
，本
报
记
者

走
近
助
老
陪
诊
师
这
一
新
兴
职
业

“到楼下，我要先在平台上拍

照上传打卡。上楼后，问问老人血

压怎么样，如果感觉血压高，要帮

他测量一下，看看是否适合出门；

如果血压正常，就检查一下医保

卡等随身物品是否带齐。怕他会

肚子饿低血糖，我还带了点小饼

干……”陪诊师毛梁樱向记者说起

自己刚完成的一单陪诊业务。

作为杨浦区首批128名持证上

岗的陪诊师和杨浦区7名“上海市

级金牌养老顾问”之一，毛梁樱对

这个行业十分看好。她说：“我在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以前

也经常碰到居委会干部或老人来

求助，想让我们陪着去医院，有时

还是紧急情况。虽然是义务陪同，

但心里也难免担心，就怕老人出意

外。现在有了第三方平台牵头，还

给老人和陪诊师都购买了保险，陪

诊起来就踏实多了。”

踏实、放心，是陪诊师和老人

都愿意选择平台下单的主要原

因。毛梁樱和另一名陪诊师陈斌

都说，陪诊是一个复购率很高的服

务项目，如果服务得好，老人会认

准同一名陪诊师。不过，即使是熟

客，她们也会提出通过平台下单、

接单，而不是私下交易，以确保双

方的安全。

毛梁樱和陈斌反复提到的“平

台”，就是杨浦区在全市率先成立

的陪诊服务联盟。去年7月11日，

杨浦区民政局会同上海市养老服

务行业协会，在全市率先发布《陪

诊师从业指南》和《陪诊服务规范》

两项团体标准，并会同10家单位共

同成立杨浦区陪诊服务联盟，形成

集“市场服务、医疗资源、技能培

训、金融扶持、行业指导”于一体的

全周期发展链条。

商业化陪诊服务在上海早已

有之，相关企业也有多家，承担杨

浦陪诊服务联盟运营的国融乐养

公司已有几年的运营经验。不过，

对比商业化运作，由民政部门和协

会牵头的陪诊联盟显然更受市民

信赖和欢迎。

去年11月，杨浦区首批128名

学员参加培训，考核通过后获得了

上海市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联合颁发的

“上海养老服务照护陪诊师”证书。

持证陪诊师上岗后，市民可以通过

“随申办”杨浦旗舰店的“养老E顾

问”专区下单，初期还可享受优惠，

国融乐养平台接单量当即攀升。目

前，试点已走出杨浦，平台上的陪诊

师总数已经超过600名，月均单量

为七八十单，比过去翻了一番。

初期，民政部门和街道主要鼓

励养老业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

员参加陪诊师培训，但事实上，这

个新兴行当颇受关注，不乏年轻人

考证上岗。10天前，“杨浦民政”微信

公众号发布老年人助医陪诊师培

训班报名信息，阅读量直线上升，

是其他推文的数倍甚至数十倍。

对于这样的热度，毛梁樱和陈

斌不约而同地提到，陪诊是一个需

要责任心、耐心和良心的岗位，“陪

的是耐心，诊的是专业度”。比如，

她们会提前去不熟悉的医院踩点，

也会学习医学知识，这样接单时就

可以作出初步判断，建议老人挂相

应的科室，事后还可以向老人的子

女详细转述医嘱。

从业务能力上说，曾在老家宁

波当护士的毛梁樱转行可谓十分

“丝滑”。但是，她也关注到，陪诊

师的特殊身份不仅要求她们要细

心关注老人喝水、上厕所等需求，

还要比子女更耐心，比如有时候老

人会急躁，甚至跟医生“抬杠”，陪

诊师就要发挥“临时子女”的作用，

成为医患之间的沟通桥梁。

技能培训 练就“十八般武艺”
如何才能成为一名陪诊师？

很多人觉得，陪人看病很简单，只

要能跑会聊就行，但事实并非如

此。近日，虹口区首批养老服务陪

诊师培训班在南湖职业技术学院

开课。记者在开班现场看到，从授

课内容看，一名合格的陪诊师除了

要熟练掌握就医流程之外，还要学

习心理学、法律伦理、沟通技巧、基

础医学、急救知识、护理技能等。

学员魏海燕在进入养老行业

前曾是一名护士，她表示参加培训

除了想提升自身技能之外，更现实

的动力就是希望增加收入。“持证

意味着以后可以在市级官方平台

接单，就像用打车软件，获取客源

更容易，但对自己的要求也更高。”

魏海燕举例，有的老人就医时说不

清自己在吃什么药，就需要陪诊师

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对客户的病情

与用药情况有大致了解，辅助老人

顺利就医，而不仅仅是跑腿排队。

“我预感这个行业以后会越来越

‘卷’，所以现在就要打好基础。”

虹口区养老服务发展中心副

主任俞虹告诉记者，虹口区老年人

口占比近45%，高龄独居、纯老、行

动不便的老年人日趋增多，“看病

难”问题在老年群体中尤为突出。

老年人在就医挂号、检查、取药等

环节亟需专业协助。开班授课是

虹口区陪诊服务试点的首个举措，

消息公布后，咨询电话一度被打

爆，最终虹口民政部门选择让100

名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成为首批

学员，视情况扩大培训范围。

据介绍，虹口区在市民政局的

指导下，结合国家民政部居家和社

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依托虹

口“百、千、万”老人陪诊计划等项

目，培养超过100名持证陪诊师为

1000名困难老人提供陪诊服务，协

调上海市老年基金会虹口区代表

处投入20余万元专项资金，并将通

过试点建立合理收费机制和特殊

困难群体兜底保障机制，结合老年

群体消费能力，制定梯度收费标

准，探索把陪诊服务纳入养老服务

补贴范畴，优先为80岁以上高龄、

独居、低保老人提供普惠性支持。

此外，为了增强持证陪诊师的

实践操作能力，虹口区民政局协调

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作为陪诊师

实训基地，联合区内二、三甲医院

和社区卫生中心形成陪诊服务联

盟。“今后也会尝试协调市级优质

医疗资源供陪诊师申请，形成分

层、分类、分级服务体系。但在此

之前，必须修炼好内功。”俞虹表

示，培训课程将通过试点实践不断

完善，继而形成一个能够“量产”优

秀陪诊师的培训体系。

平台建设 100%满意率背后
浦东新区作为老年人助医陪

诊服务首批试点区域之一，从去年

开始，新区民政局就统筹多方资

源，在全市率先打造“浦老惠”智慧

陪诊平台，通过智能化手段助力老

人解决“看病难”问题。

近日，浦兴路街道80岁的李阿

姨，在“浦老惠”平台预约了陪诊师

服务。记者跟随她和陪诊师来到

东方医院。门诊大厅里人来人往，

身着橙黄色工作服的陪诊师曹秋

红忙着为李阿姨挂号。李阿姨患

有血栓，行动不便，老伴身体状况

欠佳，儿子又远在深圳，无法陪伴

左右。挂号结束，曹秋红小心搀扶

着李阿姨，轻声提醒“慢点走，注意

脚下”，一起前往诊室。

等待检查间隙，记者与曹秋红

交谈起来。曹秋红介绍，自己家住

长岛路，去年底参加了陪诊师培训

并取得证书，利用空闲时间接单，

“这是我接待的第二位患者”。

据了解，浦兴路街道长岛路居

委会联合护仁养老公司推出便民

医疗服务，采用“智慧平台+红色管

家”创新模式，构建全方位就医服

务闭环。长岛路社区社工唐红芳

说，很多老人不会用手机，工作人

员会帮忙预约，困难群体则会安排

专车“点对点”接送。

李阿姨就是这一模式的受

益者。在唐红芳的帮助下，李阿姨

通过平台预约了陪诊师。就诊当

天，她在陪诊师的陪同下，乘“红色

管家”专车前往医院。

在“浦老惠”智慧陪诊平台“中

枢神经”所在地，记者看到近30名工

作人员为老人提供24小时网上或

电话服务。工作人员任嫣华说，平

台为老人提供入住养老院、护工、助

残、日托、适老化改造等服务，自去

年开设陪诊服务以来，一直颇受老

年人欢迎，已服务老人900多人次。

记者在手机上体验了一番，打

开“浦老惠”微信小程序进入首页，

即可看到标注着“热门”的“陪诊助

医”服务，分为“陪同就医”和“专业

陪诊”两类。平台相关负责人徐鸿

燕告知，前者是养老院护工、社会

人员等考出陪诊证书者提供服务，

后者则是护士等专业人员提供服

务，价格有所不同。用户可以根据

自己需要就诊的时间、医院，在网

上下单付费即可。

“每单服务我们都会做回访，

目前满意率为100%。也有老人提

出建议，比如服务时间不满4小时

可否酌情减少费用、提前预约的时

间能否缩短、是否可以提供包月或

包年服务等。”任嫣华说。

事实上，智能平台够不够“聪

明”，关键在于后台监管和运作。

浦东新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民政局设立了陪诊助医服务准入

准出机制，实现陪诊师经资质审核

后持证上岗，并通过第三方测评满

意度，确保得分高的优先派单、得

分低的少派单甚至不派单，形成良

性竞争氛围。“随着业务量逐渐增

大，平台将进一步整合市场资源，

扩大服务企业范围，加强规范化培

训，并采用评定星级陪诊师等方

式，让老人获得更加安心、专业的

陪诊服务。”

▲ 陪诊师毛梁樱陪同老人就医

▲

毛梁樱会随身携带血氧仪、饼干等备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