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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老人没法洗澡？可请“助浴师”上门
　　“爷爷，水温正好吧”“要是觉得
舒服您就张张嘴、眨眨眼”……助浴
师晏杨俊祺服务的是一位 92 岁的
爷爷，患有帕金森病。虽然老人已经
不能说话，但晏杨俊祺怕他洗澡时
睡着，一直跟他聊天。
　　那天服务完准备离开时，老人
突然一把抓住晏杨俊祺。“爷爷放
心，下次我们再来帮您洗澡。”老人
眨了眨眼，缓缓松开手。
　　成为助浴师以来，晏杨俊祺已
经帮 160 多个老人洗澡。助浴是起
源于日本的一项助老服务，助浴师
携带助浴设备上门，为有需求的老
人提供一整套助浴服务。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
步加深，失能老人的数量也逐年增
加。洗澡这一看似简单的行为，对这
些老人而言也异常艰难，在这样的
背景下，助浴服务逐渐走入人们
视野。

当洗澡成为难题

　　 64 岁的赵阿姨因为照顾 92
岁的老母亲摔伤了腿。从住院的那
一天开始，她就在为一件事犯愁：平
时每隔一个月给老母亲洗一次澡，
现在连自己洗澡都困难，还怎么给
完全失能的母亲洗澡呢？
　　赵阿姨已经出院，但走路还要
依靠拐杖的她，仍然无法给老母亲
洗澡。于是，她在网上搜索“助浴”，
偶然联系上了晏杨俊祺。
　　网上下单后，赵阿姨很快接到
晏杨俊祺的电话。他初步询问老人
情况，除基本信息外，还包括病史、
皮肤情况、血压血糖情况、是否有自
主活动能力等。这是服务的第一步，
他要根据老人的实际情况做准备。
　　 8 月 24 日下午 3 点，晏杨俊
祺和同事周娜来到位于成都市武侯
区的赵阿姨家。他们包里背着血压
血糖测量仪，拉着的恒温水桶里装
着折叠床、毛巾等。
　　“血压血糖指标正常”，周娜给
老人进行完一系列检查后，开始准
备为老人洗澡。赵阿姨家里装备非
常齐全，这次没用上他们自己带来
的折叠床。
　　晏杨俊祺把老人平时洗澡用的
座椅从阳台推到老人房间。周娜先
帮老人脱掉尿不湿和睡衣，然后用
一块大毛巾迅速裹在老人身上。她

和晏杨俊祺一起，轻轻把老人抱到
座椅上，还在老人胳膊两侧和背上
接触座椅的地方垫上塑料泡沫，帮
助她支撑着坐稳。
　　把老人推到洗手间后，周娜把
水调到合适温度，隔着毛巾用花洒
把老人身上打湿，开始搓洗，随后洗
头。晏杨俊祺不时用一次性毛巾帮
老人擦拭眼角、嘴角。由于老人完全
失能，他还一直关注着老人的状态。
　　“你们真是帮我解决了大问
题！”“太感谢了！”服务完后，赵阿姨
连声道谢。
　　晏杨俊祺对这样的场景并不陌
生。他还记得第一次跟着同事上门
为一位老奶奶助浴的情景。这位老
奶奶因为失明，再加上老伴年纪也
比较大，照顾她有些力不从心，已经
七八年没有洗过澡，她在外地工作
的子女联系上了晏杨俊祺。
　　“刺鼻，一种老年人的味道。”晏
杨俊祺一进门就差点放弃。不到十
平方米的卧室里，摆放着老式柜子、
木床，床上铺着棉絮做的垫子，床单
被罩上的百灵鸟、荷花图案已经破
得看不出完整模样。老奶奶一个人
扶着拐杖坐在床边，听到人来，她颤
颤巍巍站起来。
　　晏杨俊祺赶紧先把老人扶到客
厅，同事把床上的旧床单被罩拆下
来，从旁边柜子里拿出新的换上。他
们再把助浴装备在床上铺好，扶老
人回卧室躺下，开始加水洗澡。
　　每次给老人洗澡的时候，晏杨
俊祺总会想到自己的姥姥姥爷。他
跟老人一起生活到初中毕业，印象
中他们 70 岁的时候就已经很少洗
澡了。“浴室地面很滑，光线昏暗，一
旦摔倒对老人是致命的，很多时候
不是不想洗，而是不敢洗。”

助浴不是简单的擦拭

　　“干这一行，要有爱心！”周娜踏
入这个行业，起初是弥补对母亲的
遗憾。
　　 2020 年初，母亲检查出脑癌，
从此就没离开过医院。有一次，母亲
被推出来做检查，她赶紧上前去拉
一把母亲的手。“黏黏的，手上有
泥。”周娜还记得那种难受的感觉，
母亲在医院一直没有机会洗澡。
　　于是，她向医院争取床旁护理，
但也只能定期给母亲擦拭一下。后

来，周娜帮母亲办理了转院手续，在
新的医院母亲有洗“大水澡”的机
会，“实际上只是比之前的毛巾更湿
一些，她永远不可能像我们这样泡
在水里舒舒服服洗个澡”。
　　母亲住院的一年多时间里，周
娜了解到虽然有许多养老机构、家
政服务机构可以给老人提供擦拭服
务，却无法做到彻底的身体清洁。
　　“本想着妈妈出院后给她好好
洗个澡，遗憾的是最后也没能实
现。”2021 年开始，周娜开始接洽
日本的助浴项目，并引入成都。
　　当时，国内助浴市场还没有发
展起来，助浴设备更多是从日本引
进，一套类似折叠浴缸的设备要 3
至 4 万元。“如果成本降不下来，对
普通家庭来说洗一次澡可是一笔不
小的花费。”周娜说。
　　根据中国老人的需求，周娜和
团队研发了改进版的助浴装备，把
需要组装的浴缸变成可以铺在床上
的折叠床，铺好后充气加水，老人就
可以在床上躺着洗澡。
　　目前，周娜所在的乐家介护提
供日式和中式两种助浴方式，日式
泡浴 428 元一次，中式的 198 元一
次。周娜介绍，他们服务的大部分家
庭还是选择中式助浴。助浴师一般
把折叠床、折叠水盆、毛巾等装备放

到恒温水桶内，只需要拎一个桶就
能上门完成服务。
　　为老人助浴是个专业活。周娜
介绍，助浴师首先要有养老护理员
资格证，然后接受大约 10 天的培
训，包括如何助浴，还有基本的急
救、护理知识，培训结束后再参加
考试。
　　“给老人洗澡前，我们已经用模
特练习了无数遍。但真正洗澡时，面
临 的 每 种 情 况 都 非 常 具 体。”周
娜说。
　　为老人助浴并不是简单的擦
拭。很多老人失能、半失能，已经在
床上躺了十几年，可能几年都没洗
过澡。另外，失能老人骨骼脆弱、皮
肤敏感，二次搬挪都有可能造成伤
害，这些都需要助浴师格外注意。
　　晏杨俊祺介绍，他们每次上门
服务，助浴师的数量视老人身体情
况而定，如果是三个人，一般一个人
主要负责操作洗澡；另一个人负责
陪老人说话，随时关注老人精神状
态；还有一个人负责换水、帮着抱抬
老人等。整个服务过程一般一个小
时，而洗澡环节控制在十几分钟左
右，“老年人群体比较特殊，他们心
脑血管比较脆弱，并不是泡得越久
越好。”
　　洗澡是一个非常隐私的行为。

周娜介绍，助浴师要帮老人破解害羞
的问题。上门服务前，他们会给老人子
女发一些相关视频，让他们明白具体
的服务流程和内容。洗澡时，他们会用
一张大大的毛巾将老人全身覆盖，整
个过程就是在这块毛巾下盲脱、盲洗、
盲穿。

越来越多人参与进来

　　 1994 年出生的晏杨俊祺学的传
媒专业，毕业后曾在北京工作。回到成
都成为一名助浴师以来，他每天都很
忙碌。除了上门提供服务外，他还通过
直播跟更多人分享助浴经历、技巧。他
认为，这是个处于新生阶段的行业，更
需要年轻人参与进来，让更多人了解

这个行业。

　　 7 月份，他去给一位瘫痪在床的
奶奶助浴，老人家住一楼，那家人很开
心地在门口迎接。家人对老人照顾得
非常到位，日常给老人擦澡，床单被罩
干干净净，只是实在没有能力给老人
洗澡。完成服务后，那家爷爷非常有感
触，他拉着晏杨俊祺的手说：“像我们
这种需求肯定有很多，你们应该多多
推广，扩大业务。”
　　还有一次，给一位 80 多岁的爷
爷洗完澡后，老人抹着泪说：“要是我
老伴还在就好了，也能舒舒服服洗个
澡，享受一把！”
　　在大多数人印象中，为老人洗澡
就是脏、累。晏杨俊祺进入这个行业的
时候，也不被身边朋友理解，“但每次
看到老人洗澡时放松的表情，收到家
属的感谢，都觉得很值”。他说，每个人
都会老去，现在做的可能是在为自己
以后老了奠定基础，“等我们这一代老
了，可能会享受到更好的助老服务”。
　　最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联系周
娜，表示想做助浴师，也有不少人向
她请教，如何在自己所在的城市开设
助浴服务机构。“这份工作有它的社
会价值，正逐渐走入人们视野。”周娜
说，随着越来越多人参与到这个行
业，她也期盼着相关行业标准规范的
制定。
　　其实，助浴只是居家养老服务行
业的细分赛道之一。除了助浴外，周娜
还做老人陪诊、按摩、剪指甲、理发等
服务。她说，从没想过自己是个商人，
更多是抱着让老人活得更有质量的
信念在做这些事。
       （本报记者张海磊）

  ▲助浴师隆素容（左一）搀扶着老人步入助浴快车。2018 年 12 月，由
重庆市慈善总会、重庆市养老服务协会、重庆三心堂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共同
发起“助浴快车”项目，为失能或半失能老人提供免费洗浴。
                  　　新华社记者吴燕霞摄

（上接 1 版）

让小店商铺活力迸发

　　“高度重视支持个体工商户
发展。积极帮助个体工商户解决
租金、税费、社保、融资等方面难
题，提供更直接更有效的政策帮
扶。”       ——— 习近平
　　【故事】
　　刮大白、换灯具……这几天，在黑龙江省
大海林林业局有限公司“中国雪乡”景区经营
家庭旅馆的刘长富，正忙着维护设施。当下虽
然不是雪乡的旅游旺季，但也要提前做好准
备，为冬季入住的客人提供更为舒适的环境。
　　 20 多年前，身为林场工人的刘长富难
以想象，随着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产业体系不
断完善，黑土地冬天随处可见的雪，也能成为
日后的致富源泉。
　　“中国雪乡”坐落于长白山脉张广才岭与
老爷岭交会处，雪期长达约 7 个月。可这成
就雪乡的雪，却是昔日刘长富眼中的“负担”：

“以前交通不便，大雪封山时木材停产，只能
‘猫’在家里，日子总是过得紧巴巴。”
　　随着黑龙江省国有林区逐步停伐，不再
伐木的林业工人都开始寻求转型之路。
　　刘长富抓住契机、转变观念，依托“雪”这
一自然禀赋，开办家庭旅馆，转变身份当上经
营者。“从手续申报、贷款申请到旅馆翻新，旅
馆开办过程中享受了很多优惠政策的扶持。”
刘长富说。
　　“年景好时，旺季期间房间都能住满，收
入十分可观。”有时，刘长富还会为外地游客
做锅包肉、地三鲜等东北美食，不仅抓住游客
的胃，更是留住游客的心，让他们成为雪乡的

“回头客”。
　　一系列帮扶政策使雪乡的“冷”资源转换
为“热”产业。如今，雪乡景区经营主体已超过
200 家，一家家小店商铺日益绽放出新的发
展活力。
　　【数说十年变化】
　　作为数量最多的市场主体，个体工商户
是群众生活最直接的服务者。党的十八大以
来，国家市场监管部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
入推进市场准入、准营、退出制度改革，充分
激发全社会的创业创新活力，市场主体总量
历史性地跃上了 1.6 亿户，个体工商户也达
到 1.1 亿户的新台阶。
　　小店商铺里藏着事关百姓生计、生活的
大账本。十年来，针对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面
临的实际困难，我国接连在税费减免、金融支
持、促进就业等方面出台一系列帮扶政策，促
进亿万个体工商户持续健康发展，使其成为
促发展、稳就业、保民生重要的经济基础。

让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

　　“完善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
制度，逐步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
镇进得来、住得下、融得进、能就
业、可创业，维护好农民工合法权
益，保障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权
利。”       ——— 习近平
　　【故事】
　　早上 7 点，山东省济南市中建八局第一
建设有限公司项目工地上，山东宏麓建设有
限公司腻子工组组长李云和头戴安全帽、腰
系安全绳，带领 20 多名工人，开始一天的
忙碌。
　　从打零工到当上组长，进城务工 20 多
年后，44 岁的李云和如愿在济南市区买了
房、安了家。
　　李云和来自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杨店镇
郑村，中学毕业后，他走出农村来到建筑
工地。
　　装卸工、泥瓦工、腻子工……不怕累又肯
吃苦，李云和跟着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没多久
便上了手。随着手艺越来越好，收入也“水涨
船高”：从十年前的每月不到 4000 元涨到了
现在的每月到手 1 万元。
　　“不仅工资大幅增加，打工条件也改善了
很多，宿舍陆续配备了空调和食堂。”说着说
着，李云和笑了起来。
　　近年来，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国家先后围
绕职业培训、劳动维权、子女入学、住房落户
等出台保障政策，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
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
　　随着政策“组合拳”落实见效，2020 年，
李云和购买了全家第一辆小轿车；2021 年，
又贷款购买了一套 115 平方米的商品房。
　　现在，李云和一家的小日子越过越幸福。
从城里漂泊到城里安家，李云和对这座城市
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数说十年变化】
　　农民工是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
量，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数
据显示，2021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约 2.93 亿
人，同比增长 2.4% 。其中，外出农民工约
1.72 亿人，同比增长 1.3%；年末在城镇居住
的进城农民工约 1.33 亿人，同比增长 1.6%。
同期，农民工月均收入 4432 元，同比增长
8.8%。其中，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 5013 元，
同比增长 10.2%。
　　十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工
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积极推动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完善其就业创业支持政策，
维护其劳动保障权益，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
全体农民工。
   （记者邹多为、丁怡全、刘赫垚、王志）
        新华社北京 10 月 3 日电

老人独自就医不便？可找“陪诊师”相助
　　挂号、预约、问诊、检查、取药……

“90 后”陪诊师李枫的工作，就是陪伴
患者用最短的时间办完各种就医手
续，帮助他们解决看病中遇到的问题。
　　“治疗的主要目标是让肾功能稳
定、尿蛋白减少。注意饮食清淡、睡眠
充足。”走出诊室，李枫把刚刚的医嘱
向患者刘庆（化名）重复了一遍，就像
儿子在叮嘱自己的老父亲一样。
　　实际上，他们认识还不到一小时。

　　“陪诊是个新兴行业，前

景广阔”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安徽省立医院），李枫陪着刘庆看
完肾脏内科门诊后，又来到了三楼的
动态脑电图室。由于刘庆行动不便，李
枫一手帮他拿包，一手搀扶着他。
　　“经常会莫名头晕，所以一直想做
个动态脑电图检查，但是做这个检查
必须要有人陪同，而我平时一个人生
活，所以今天找了陪诊，看病过程中还
能有人说说话。”刘庆说，这是他第一
次预约陪诊服务。
　　李枫今年 25 岁，毕业于安徽中
医药大学，目前正在找工作。利用空余
时间，他从今年 3 月份开始兼职从事
陪诊工作。
　　“自己有过在医院工作的经历，见
到过很多老人因为不熟悉流程，不懂
如何操作自助机器，就医时非常无助，
刚好自己目前有时间，所以就找到了
这份兼职。在帮助他人的同时，自己也
能有点收入，还能减轻医院工作人员
负担。”李枫告诉记者，医院导诊提供
的是共性服务，无法面面俱到，而我们
可以根据患者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
　　 9 月 20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显示，截至 2021 年
底，全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2.67 亿，占总人口的 18.9% ；65 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2 亿，占总人口
的 14.2% 。预计“十四五”时期，全
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
破 3 亿，占比将超过 20% ，中国将
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放
射科主任医师赵红介绍，现在医院
里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这提高了
医院的运转效率，但同时也增加了
一些老人的就医难度。
　　“如果把陪诊师作为一个正式
的职业，可以有效减轻医护人员的
工作负担，医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病人的诊断治疗上，而不是去
陪诊或者引导，所以陪诊师这样一
个职业还是很有必要的。”赵红告诉
记者。
　　有需求就有市场。
　　“陪诊是个新兴行业，前景广
阔。子女在外打拼，父母身体不适
时，他们不能及时返回，如果有人能
够陪着父母去趟医院，他们会更安
心。”安徽省合肥市一家陪诊公司的
运营经理王晖告诉记者。
　　据介绍，目前该公司有全职陪
诊师 10 人，兼职陪诊师约 70 人，
每周的订单大约有 20 单，最多的
时候每周超过 40 单，收费标准为：
半天 200 元，全天 350 元。除了陪
诊，该公司还提供代取、邮寄药品和
检查报告等服务。

“把自己当成患者的家属”

　　与其加入公司，很多陪诊师选
择自己单干，高月（化名）就是其中
一位。她自己在网上发布信息，通过
提供优质的服务，建立自己的口碑，
逐渐获得了稳定的客户群体。
　　“干这个工作不能只想着赚钱，
一定要有责任心，要把自己当成患

者的家属。”高月说，2019 年从医
学院校毕业后，她曾在社区医院和
药房工作过 3 年。
　　“我也是偶然在网上看到陪诊
师这个工作的，一开始我很好奇，怎
么还有这样的工作？”后来经过了
解，她觉得这正是她想做的事。于
是，她辞掉了药房的工作，也干起了
陪诊，“这个工作时间相对自由一
些，这样既可以有时间照顾家庭，也
能获得一定收入，还能帮助别人。”
　　据了解，高月接触的客户当中，
一半以上是老年人。通常的情况是，
下单的是年轻人，就诊的是老年人。
很多时候，子女忙于工作或身处外
地无法及时返回，他们就会联系到
高月，寻求陪诊服务。
　　“老人都是比较节俭的，舍不得
花这个钱。有的子女会叮嘱让我装
作是他们的同事或朋友。”面对这样
的情况，高月都会积极配合。
　　当然，很多老人并不知道目前
已经出现了陪诊服务。不久前，在一

次陪诊过程中，高月看到一位老大
爷看完眼科门诊后迷路了，不知道
去哪取药，一直在原地徘徊。出于职
业习惯，高月赶忙走上前问清楚了
情况，陪着这位 92 岁的大爷去药
房取了药，最终把他送出医院大门。
　　老大爷对这位好心人也是连连
感谢，他并不知道高月是“擅自离
岗”。高月随后又上楼找到了原本需
要陪诊的患者。“还好那位患者非常
理解，毕竟他是付费了，而我却去帮
了别人。”高月说。
　　作为服务性工作，人际交流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可是，由于患者来
自全省各地，很多老人讲话都是带
着方言。来自皖北地区的高月有时
很难明白皖南地区的方言。
　　“这时候就需要我们耐心一点，
多问几遍，把患者的意思问清楚。此
外，就诊时，医生讲的话有时稍显专
业，而且就诊时间有限，后面很多人
排着号，出来后，我们还要用通俗的
语言向患者再解释一遍。”高月说，

“当然我还会把就诊情况电话告知
老人的家属。”
　　“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
情认真做。”这是高月朋友圈里出现
最多的一句话，她也在用这种方式
不 断 提 醒 自 己 认 真 对 待 每 一 位
患者。
　　除了陪诊，有时高月还会代替
患者进行问诊。由于疫情或者其他
原因，有些患者本人无法来到合肥
的医院，他们在网上挂号之后，高月
就替他们找到医生问诊。

让陪诊服务“走得更远”

　　“随着老年人口增多，社会对陪
诊的需求会越来越多，所以很多人
都开始加入这一行业。说实话，这个
工作的门槛不高，但也不是什么人
都能做。”高月说。记者在她的抖音
账号上看到，有不少网友在相关视
频下留言咨询如何成为陪诊师。
　　据了解，我国目前并未将陪诊
师纳入职业目录，当然就不存在统
一的职业规范。采访过程中，不少陪
诊师和医生表示，希望能出台相关
文件，对从业机构和人员进行审批
或备案管理，规范行业发展，这样陪
诊服务才能“走得更远”。
　　“我觉得应该发展陪诊师的职
业，但同时规范化的工作也要跟上，
避免出现黄牛、医托。”赵红说。
　　相关业内人士还表示，陪诊师
在服务过程中难免会接触到患者的
信息，保护患者隐私也值得关注。有
的陪诊师以“找熟人插队”为卖点，
还会影响就医公平。另外，在提供陪
诊服务时，陪诊师和患者还应明确
双方的责任、义务，以防出现垫付的
挂号费要不回、没有约上专家号要
求退费等情况。
      （本报记者刘方强）

  ▲李枫（左一）正在向患者刘庆（化名）解释检查报告单上的内容。
                      新华社记者刘方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