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场直击： 争分夺秒的

陪诊之路

12 月 16 日上午 9 点多， 在长馨养

老院内， 陪诊师金仲凯已经和同事们忙

开了。 他马上要去医院为一位老人办理

出院， 并送往养老院。 “老太太已经

85 岁了， 这次因为脑出血住院， 所以

出行有点不方便。” 考虑到老人年弱体

衰， 在配备了常用的急救医疗包之外，

他还特地准备了一辆轮椅。

9 点 30 分， 金仲凯已经到达了医

院。 付费、 取药、 拿出院小结……短短

5 分钟， 金仲凯做得有条不紊。 之后，

他又找到主治医生， 了解老人的病情和

出院注意事项。 他仔细记录下老人用药

事项， “这个很重要， 我要和养老院的

医生进行交接。” 他告诉记者。

然而到了老人的病房， 金仲凯的节

奏却慢了下来。 他来到老人的床前， 轻

声安抚老人： “张阿婆， 我们今天要出

院了哦， 你女儿他们有点事， 我先来接

你出院。” 看到老人衣衫单薄， 他立刻

找来被子， “这两天天气很冷， 老人外

出还是要注意保暖， 不能刺激到血管。”

金仲凯小心翼翼地扶起老人， 新问题又

出现了： 病床旁的过道太狭窄， 轮椅推

不进去。 “没事， 我把阿婆抱到轮椅

上。” 金仲凯轻轻抱起老人， 小心地将

她放到轮椅上， 并为老人盖上了被子。

将老人送到养老院， 并与医生作了

交接后， 金仲凯连水也没顾得上喝一

口， 又匆匆出门了。 他得为 80 多岁的

徐阿婆签署手术同意书。 徐阿婆疑似患

上了肠癌， 需要做手术， 但徐阿婆的女

儿无法亲自来照料。 “我女儿身体比我

还糟糕， 还好有小金在身边。” 徐阿婆

说，女儿委托金仲凯成为“临时家人”，完

成手术签字等手续。

对于即将到来的手术， 徐阿婆

还是有些担忧， 金仲凯拉着老人

苍白的手， 安抚道： “有小金

在，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我都会

帮你搞定的， 你现在就是要多

吃点， 把身体养好。” 金仲凯说，

作为一名陪诊师， 不仅要为老

人提供身体上的帮助，更要给

予他们心理上的关怀。

“陪诊师最重要的是

责任心”

“这种预约的陪诊服务还是比较简

单， 我们还有很多紧急状况需要处置。”

金仲凯告诉记者， 他的手机常常在晚上

响起。 在长白新村街道综合为老服务中

心， 金仲凯既负责助餐、 照护等工作，

又热心参与社区公益， 他的微信通讯录

里， 存满了周边老人的联系方式。

就在采访的前一晚， 他辗转于江湾

医院和安图医院处理了两个紧急的陪诊

服务。 “一个是老人急性阑尾炎， 需要

马上开刀， 但子女都不在上海。” 金仲

凯马不停蹄找到医生， 安排手术。 而另

一个病例， 则是老人头疼得厉害， 找到

金仲凯求助， 他迅速赶到， 一边安抚老

人， 一边熟练地为他办理急诊手续。 经

过一系列检查， 老人被确诊为脑出血，

小脑大面积脑梗。 医生感慨地说： “要

是再晚一点来， 可能就危及生命了。”

金仲凯陪在老人身边， 一直等到家

属赶来， 才默默地离开医院。

“陪诊师的工作并不像很多人想象

得那么简单， 我们并不只是陪着挂个

号、 取个药， 更多的时候我们要承担起

‘临时家人’ 的监护职责。” 作为上海首

批持证上岗的陪诊师， 金仲凯坦言陪诊

师的工作并不轻松。 他告诉记者， 陪诊

师的培训内容涉及跨学科跨领域的专业

技能， 不仅需要熟悉陪诊服务基本流

程、 医疗就诊流程及注意事项， 还要懂

得老年人心理护理及陪诊沟通， 并兼顾

职业道德与职业技能。 同时， 还需要承

受较大的心理压力和工作强度。

“我觉得陪诊师最主要还是要有责

任心。” 金仲凯说， 陪诊师的工作压力

很大， 但每当看到老人们因为自己的陪

伴而安心、 放心， 他就觉得所有的付出

都是值得的。

在长白新村街道综合为老服务中

心， 金仲凯和他的同事们组成了一支

“陪诊天团”。 他们随时待命， 为社区老

人提供全方位的陪诊服务。

“我们陪诊师团队就像是一群守护

者， 时刻关注着老人们的健康状况。”

金仲凯说， “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每一位

老人在就医路上都能感受到专业、 及时

的关怀与支持。”

陪诊师的职业化之路在

何方?

说起陪诊师的职业规划， 金仲凯希

望， 这个行业能够纳入监管， 踏上职业

化的道路。

他的想法与市人大代表吕奕昊不谋

而合。吕奕昊在社区走访中发现，老人就

医有着三大困难：行动能力不足、家庭陪

伴缺位以及数字鸿沟障碍， 因而陪诊师

的出现大大满足了老人的就医需求。

但他也坦言： “目前， 市场已存在

各种陪诊服务， 可是由于缺乏行业规范

和有效监管， 致使市场存在从业门槛

低、 人员背景复杂、 未受过专业培训等

问题， 价格欺诈、 医托、 推销产品等侵

害老年人权益的不法行为时有发生。”

因此， 在他看来， 需要政府和协会进行

顶层设计和业务指导， 使陪诊行业走上

规范化的发展道路。

吕奕昊建议， 出台区级政策， 为制

度建设探索路径。 同时， 形成培训机

制， 鼓励陪诊服务需求较为集中的城

区， 与市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等

有关单位、 组织合作， 开设陪诊服务

人才培训班， 加快培养一支有专业、

有爱心、 有责任的区级陪诊师人才队

伍。

吕奕昊表示， 可参考长护险模式，

针对陪诊服务设立特殊类型保险， 探索

实现个人医保账户直接购买。

同时， 立足全市整体情况， 加强老

年陪诊服务领域的政策法规供给， 适时

推动地方立法和政策出台， 实现规则统

一。 探索纳入国家职业大典和“十五

五” 规划。

市民政局正在研究规范

陪诊服务的试点文件

记者了解到， 作为老年人口总数长

期位于全市前列的区， 杨浦区的陪诊服

务市场正处于先行先试、 快速发育的阶

段， 并诞生了首支由政府主导的陪诊师

“正规军”。 预计到 2025 年底， 杨浦全

区累计持有上海市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

协会颁发的“上海养老服务陪诊师” 证

书的陪诊师将不少于 300 人。

对于陪诊师和代表们出台市级层面

顶层设计的呼声， 市民政局近日表示，

正在研究制订促进和规范老年群体陪诊

服务的试点文件， 并计划在总结试点有

效做法的基础上， 进一步指导各区在养

老服务机构全面推进助医陪诊服务。 市

民政局将会同卫健、 人社等部门， 研究

制订包括但不限于行业服务标准、 从业

资格标准及服务监管等环节的相关标

准。 其中， 市民政局将积极推动将养老

协会牵头制定的两项陪诊服务团体标准

上升为地方标准， 填补国内陪诊领域的

空白。

针对代表提出的形成培训机制， 让

区级队伍加快成型的建议， 市民政局将

会同市卫健、 人社等部门组织相关行业

编撰完善培训课程及教材， 指导各区民

政局发动大专院校、 培训机构开展专业

陪诊师培训， 并积极发动养老服务机构

养老护理员、 养老顾问、 老年社工等养

老服务从业人员参与培训， 发展专业陪

诊队伍。 此外， 市民政局将依托“沪助

养老时光汇” 开展“医路相伴” 项目，

鼓励和支持经过陪诊师专业培训的低龄

老年人为高龄老年人提供陪诊服务， 形

成互助养老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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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临时家人” 陪诊师职业化如何破冰？
记者跟随采访 走进持证陪诊师的一天

□ 首席记者 陈颖婷

“徐阿婆， 有小金在，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在上海的一家医院里， 陪诊师金仲凯一边轻声安抚

着即将手术的徐阿婆。 这样的场景， 对于金仲凯来说， 已经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近年来， 随着我

国老龄化的不断加深， 新兴职业“陪诊师” 成为了患者的“临时家人”， 承担着预约挂号、 陪同就

医、 提供心理护理， 以及在患者突发疾病时实施急救护理等多方面的重任。 今年全市首批由上海

开放大学与上海市养老服务行业协会共同颁发的“上海养老服务陪诊师” 证书的 575 名学员已持

证上岗。 这些持证上岗的陪诊师是如何担起“临时家人” 的重任？ 日前， 记者跟随陪诊师金仲凯

进行了采访。 在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 陪诊师职业化成为了行业需求， 目前市民政局正在研究规

范陪诊服务的试点文件， 探索为陪诊师职业化进行顶层设计。 焦
聚

金仲凯抱老人下床准备出院

荨 天气寒冷， 金仲凯接老人出院时细心地为老人披上了被子 本版摄影 记者 王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