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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老人看诊难题，2 月 10 日，
上海市民政局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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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准备、
筑牢根基。

接单陪诊
要比儿女更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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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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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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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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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只是老人需要陪诊，医院、
医生、年轻人也期待着陪诊服务的规范
化。

陪诊行业的需求群体不仅包括独
居老人，还涵盖外地患者、术后康复者
等。因此，陪诊服务也逐渐从“跑腿代
办”演变为融合医疗知识、心理支持的
综合性服务。在史女士看来，陪诊不应

该只是跑上跑下，帮忙送检、缴费、拿
药，还应该有一些温度。她说：“陪诊师
需要给患者情绪价值，还要更好地帮助
患者去了解，他这个病应该放宽心还是
更重视。”

上海启动老年人助医陪诊服务试
点，或许能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上海
市民政部门要求，试点阶段，各区需培
养至少100名持证陪诊师，同时细化服
务流程、建立分层收费体系。例如杨浦
区通过“国融乐养”平台明码标价（长者
陪诊168元/2小时），并对80岁以上高
龄、低保老人提供低偿或公益服务，部
分费用由养老服务补贴覆盖。

潘先生所在的彭浦新村街道，由于
高龄居民众多，正在积极推进居家养老
补贴。潘先生表示：“我没有长护险，我
爱人（补贴）多一点。两个人吃饭（每个
月）七百多元，居家养老大约一千一百
元，余下的补贴费我们稍微打扫打扫卫
生，一个礼拜三次（保洁服务）。”

作为一项新兴行业，陪诊更需要科
技赋能监管。彭浦新村街道实施“打
卡”陪诊。每次从家中接到老人后，陪
诊师才能打卡记录，以实现订单追踪、
定位打卡、家属实时查看就诊进展等功
能，降低服务纠纷风险。

行业起步
助老陪诊难在哪

截至2023年末，上海市60岁及以
上的老年人口数量为568.05万人，独居
老年人达到了33.41万人。其中，相当
一部分老人面临“就医无人陪”的困
境。老年人普遍存在行动不便、智能设
备使用困难、就医流程复杂等问题，部
分失能或慢性病患者甚至需要全程协
助挂号、检查、取药。

陪诊行业面临着多重挑战。首先，
陪诊师职业化程度普遍不足，虽然可以
从网上轻易找到一名商业陪诊师或志
愿陪诊师，但前者往往是护工、家政等
行业的兼职群体，后者多为兴趣爱好。
部分从业人员仅凭经验上岗，专业水平
良莠不齐。

根据记者调查，市面上的陪诊分为
“从家接送陪诊”与“医院内陪诊”，收费
从五十元到上千元不等。不仅定价混
乱，个别平台还存在信息泄露隐患，老
人病历、家庭住址等敏感数据保护机制
缺失。

有些老人初次接触陪诊服务，不理
解陪诊师的工作界限，与陪诊师通常需
要一段“磨合期”。举例来说，假如医生
让患者从两种药物中选择一种，陪诊师
需要尊重病人意愿，不可擅自影响患者
判断。但分不清两种药物差别的老人
可能会责怪陪诊师，“我叫你来陪诊，你
为什么不帮我选？”此类情况究其根本，
依旧是行业规则模糊所致。

其次，市面上的陪诊业务往往忽视
老人细微的心理状态。部分老人对“陌
生人陪诊”心存抵触。静安区彭浦新村
街道的陪诊师陈小娟回忆，第一次接触
潘先生的妻子时，她不愿意坐上轮椅，
抗拒陪诊师的帮助。陈小娟认为，老人
敏感的自尊心往往为我们所忽视。“我
们从聊开始，把街道的服务、政府的福
利植入进（话题里）去。哪怕老人不需
要服务，我们也每周打个电话问候一
下，了解一下近况，尽量做到人文关
怀。”

陈开元是彭浦新村街道陪诊项目
的负责人，服务期间收获了许多老人的
信任。一些老人就诊前，坚决指定“小
陈”陪同。陈开元透露，为了和一些性
格激烈的老人建立信任，陪诊师往往需
要“八面玲珑”，擅长参与老人的各种话
题。

此外，由于陪诊行业维权渠道不
明，老人家属担忧纠纷处理机制不完
善，常常拒绝陪诊。而且，部分高龄老
人受“数字鸿沟”制约，依赖社区志愿者
协助申请服务。为了应对这一困境，一
些街道开放了电话预约、线下预约渠
道。不过，这些街道集中于中心城区。
由于陪诊行业尚处于萌芽阶段，现有市
场供给分散，郊区陪诊资源供给不足，
加上交通不便，郊区老人看病可谓难上
加难。

上海九个区的陪诊服务试点，既是
应对老龄化社会的一次重要探索，也是
医疗公共服务向精细化转型的缩影。
从填补“临时儿女”的角色空白，到构建
标准化服务体系，这一新兴行业的发展
不仅关乎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更折射
出城市治理的温度。如果能将试点经
验推广，或将为“老有所医”提供更具普
适性的中国方案。

“如果有人可以陪诊，我们就没有
后顾之忧了。”潘先生说。

综合上观新闻、《新民晚报》、《新闻
晨报》报道

上海启动助老陪诊服务试点 记者带您走近这一新兴职业

“陪的是耐心，诊的是专业度”

左图：陪诊师毛梁樱陪同老人就医。

上图：毛梁樱会随身携带血氧仪、饼
干等备用。

潘先生夫妇与陪诊师在车库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