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状
需求大 高价难求好护工

前不久，南昌市民李夏 83 岁的母亲

因腰椎骨折入院保守治疗，需要长时间

卧床休养，24 小时要专人照顾。为了让

母亲更好地恢复，李夏打算聘请一名护

工。让人没想到的是，在母亲住院的 64
天里，李夏换了 4名护工。

“我们家属花钱就想买个省心省力，

没想到请来的护工都不靠谱。”李夏无奈

地说。

护工小杨本来说好做一个月，但和

她之前签了月嫂单的孕妇提前生产了，

月嫂工资更高，没和李夏签合同的小杨

提前走了。护工小胡时常不打招呼夜间

溜出住院部，被护士多次告状。护工小

张表示老人起夜次数太多，想涨价，被拒

绝后工作开始懈怠。护工小徐之前只是

李夏家的钟点工，心动于每天 240 元的工

资后被“提拔”为护工，零经验的她到院

后手忙脚乱，连换床单、尿布等基本技能

都是现学现做。

“说走就走、没有规矩、随意涨价、技

能太差。”这是 4 名护工身上暴露的问题，

他们也因此被打上了“黑护工”的标签。

常言道，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护工

是有一定护理知识与技巧的工种。“护理

看似简单，其实有很多学问，如果操作不

当，不仅会影响病人康复，还会造成‘二

次伤害’。”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退休护

士长龚剑红说。

既然如此，为何护士无法承接住院

病人的生活护理呢？“护士太少了。”这是

多家医院给出的答案。

按标准，我国三级医院临床一线病

房的床护比是 1∶0.4，但江西省某医院肿

瘤科护士透露，该科室一名护士要照顾

十余名患者，时常分身乏术。“专业的护

工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担我们的压力，在

专业的陪护下，患者也会康复得更好。”

她表示。

此外，不少业内人士也提出，家庭规

模逐渐缩小、人口老龄化和优质医疗、养

老资源的供需矛盾，客观上也催生了护

工群体的出现。“据我们了解，一般需要

护 工 的 ，多 是 独 生 子 女 或 异 地 就 医 家

庭。”龚剑红说。

护工的存在，确有“合理需求”的支

撑，但不足以掩盖其本质问题。在应对

医护资源短缺上，补足护士队伍才是正

解。但在现实窘境下，护工不得不成为

主要选择。

究其根本，护工不过是在极度市场

需求下一个非正规的“替代品”，同时，这

一“替代品”还不便宜。随着需求增加，

护 工 费 用 年 年 攀 升 ，已 由 10 年 前 每 天

100 元涨到如今 240 元至 300 元不等，节

假日收费更高。即使这样，合格的护工

仍一工难求。

当服务不尽如人意，收费又毫不手

软时，护工就变成了一个复杂的存在，一

边受着“素质差”“乱收费”等社会的诟

病，一边又承担着社会对他们的迫切需

求。实际上，“护工荒”并不仅存于医院，

多家养老院和家政机构均表示愿意干护

工的人本来就不多，如果护理对象又是

无法自理的老人，就更难招工了。

南昌市东湖区社会福利院 3 年来只

新增了两名护工。院长说：“招工门槛只

要身体好、有爱心，没有经验的我们会培

训，如此宽松还是难招到人。”

探因
零门槛“野蛮生长”无监管

“到住院部 9 楼来，就能找到我。”说

这话的，是活跃在江西某综合性医院的

护工夏阿姨。

日前，记者在医院见到夏阿姨时，她

一脸疲惫。一问得知，她从清明节后接

下一单老人术后护理的活，已经连着 20
多天没怎么休息。

55 岁的夏阿姨在该医院已经做了 7
年护工，住院部 9 楼和 14 楼都是她的“地

盘”，用她的话说就是“占楼面”。有了楼

面 ，就有了源源不断的病人 ，就有了收

入，有了生活。为此，她吃住都在医院，

逢年过节也不回家。

提 到 工 作 ，夏 阿 姨 用 一 个 字 形 容

——“苦”。遇到能自理的老人还好，若

遇到卧床的，要负责换尿垫、擦身、穿衣，

将老人抱上轮椅，夜里每两小时翻一次

身……“很多老人夜里睡不着，就想上厕

所，一晚上五六次都是常态。7 年来，我

没睡过一个完整觉。”

在夏阿姨的圈子里，有人走有人留，

有人提着行李“漂”在各个医院，夜里在

走廊里支张床就能睡着，个中的辛酸只

有他们自己知道。

这么苦，为什么还要做护工？

记者通过走访发现，由于护工提供

的是劳务服务而非医疗服务，所以从业

人群以文化程度低的农村“4050”妇女为

主，60多岁的也不在少数。

“得挣钱啊，家里开销就靠这个呢。”

“年纪大了，没技术，工作不好找，只能干

这个。”……这是大多数护工给出的从业

理由。出于没有更好的选择，大家认为

做护工虽然又脏又累 ，但只需“会照顾

人”就行，而对四五十岁的农村妇女群体

来说，一个月六七千元的收入是非常有

诱惑力的。

作为一个面对病人的群体，护工的

操作理应比普通服务行业更规范标准。

相反的是，赚得多、自以为易上手却是大

部分护工“涌入”这一行的主要原因，这

也导致了护工市场的“野蛮生长”。

“多年前，医院墙上到处都是护工小

广告，一些保洁员也会充当中介角色，从

中赚得一些外快。”江西某三甲医院住院

医师说 ，“不少护工专盯着需求大的科

室，并形成‘地域垄断’，由此哄抬价格、

排挤外人。”

从医院的角度来说，并不主张病人

在住院期间私下聘用护工。由于不受医

院监管，若双方发生纠纷，护工往往一走

了之，病人权益难以保障。

一家医院的管理人员告诉记者，他

们曾引进一家护理公司，但后来发现，该

公司和中介一个性质，只负责把护工介

绍给病人，至于服务如何，公司不管。

如 此 情 况 下 ，做 护 工 就 成 了“ 良 心

活”。正如夏阿姨所说：“大部分时间是

护工和病人独处，也没人监督你，干好干

坏凭良心。”

针对护工从业资格问题，记者从一

家大型家政公司得知，护工行业无准入

资格，多为零经验上岗，且大多缺乏系统

性、专业化培训。

在没有门槛、没有规范、没有监管的

情况下，护工市场就像一个肆意发展的

“江湖”，大家各自摸索着生存之道。

此外，还有一个残酷的事实：虽然护

工的需求越来越大，但社会的偏见同样

大，当护工与“端屎端尿”画等号时，从业

者就很难摘掉“不光彩”的标签。45 岁的

程苏慧是南昌市东湖区社会福利院的一

名护理员。“刚做这行时，不敢告诉家里

人，骗他们说在酒店当服务员。”她无奈

地说，“很长时间里，我不敢参加同学聚

会，就怕大家聊到工作。”

破解
规范化 从“打游击”到正规军

2021 年，南昌大学二附院通过招投

标引入“美福”和“惠佳丰”两家护理机

构，服务于两个院区的住院患者。“这两

家公司都有自己的培训机构，可以确保

上岗的护工接受过正规培训。”医院相关

负责人江涵说，“除了基本操作，医院科

室会根据各科病人特点再对护工进行专

科培训，让护工也做到术业有专攻。”

面 对 后 续 管 理 ，医 院 完 善 了“ 一 揽

子”机制：有专门团队监管护工工作；收

费按合同约定明码标价；医院定期进行

护工满意度调查；护工出现问题后家属

可向院方投诉……“这样可以最大程度

为患者安全负责。”江涵说。

“弟弟术后进了 ICU，我从‘惠佳丰’

请的护工价格透明 ，工作尽心又专业 。

事后我想额外给她感谢费，被再三拒绝，

只得送锦旗表达感激。”患者家属闫先生

说。

医院与专业化陪护机构携手且权责

分明，这无疑是规范护工行业的有益探

索。

目前，“惠佳丰”陪护已进驻南昌 14
家医疗机构。600 余名专业护工的加入

为患者带来了规范化的护理服务。

“我们尤其注重护工培训。”机构的

张经理表示，“还会定期组织同科室不同

医院的护工技能比武，邀请专业医生、护

士当评委，以赛促训。”

为了壮大护工队伍，该机构还收编

了不少“黑护工”，让他们有了“名分”和

“归属”。

48 岁的刘郑花就是被收编进来的。

见到她时，她正在南昌大学二附院红角

洲院区神经外科照顾一名刚做完开颅手

术的老人。

“我从 2017 年开始在各个医院做护

工，经常有一单没一单的，收入不稳定。”

刘郑花说，去年，她在南昌东堃职业技术

培训学校培训了相应课程，并考取了“养

老护理员”中级资格证书。

如今，刘郑花每天穿着印有“惠佳丰

陪护”的制服，月固定收入 8000 元，告别

了曾经夹着行李、四处找活的日子。

“只要想从事护理行业的人，就可以

来我们这里免费培训、考证、推荐上岗。”

南 昌 东 堃 职 业 技 术 培 训 学 校 校 长 许 卿

说。2021 年，该校入选江西省首批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可开

展养老护理员等八大工种的社会培训评

价工作，考核通过的学员颁发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

实际上，从源头上先管好“人”，才是

解决护工市场正规化、规范化的根本之

道。但若没有持续稳定的人才供应，规

范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对此，近年来，我省积极开展康养服

务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培养数量充

足、素质优良、技能高超、服务优质的康

养服务技能人才。2021 年出台《江西省

康养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实施方案》，将养

老服务类职业（工种）纳入职业培训补贴

范围，并明确纳入各地重点产业职业培

训需求指导目录。去年全省共开展养老

护理员等相关工种培训 6.4万人次。

此外，对于如何让年轻人踏入护理

行业，有专家认为，既要改变社会的刻板

印象，也要让护理人员有职业荣誉感，提

升 他 们 的 社 会 地 位 ，让 年 轻 人 有“ 盼

头”。正如程苏慧，去年她在江西省“振

兴杯”职业技能大赛养老护理员职业技

能竞赛南昌赛区选拔赛中获得季军后，

骄傲地在朋友圈里炫耀着自己的职业。

“ 现 在 恨 不 得 所 有 人 都 知 道 我 是 护 理

员。”她笑着说，“我想告诉所有人，这份

职业同样可以带来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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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本 报 讯（全媒体记者徐徐
黎明黎明）“民警通过现场模拟演

练 ，提 高 了 小 学 生 对 溺 水 事

故 的 认 识 和 自 我 防 范 、正 确

施救的水平。”近日，共青城

市甘露小学的老师向江西新

闻客户端“党报帮你办”频道

反 映 ，该 市 公 安 局 民 警 走 进

甘 露 小 学 ，给 孩 子 们 送 上 了

一堂防溺水宣传教育课。据

悉，在宣传课上，民警着重讲

解 了 防 溺 水 设 备 的 使 用 ，现

场模拟演练在游泳中如何正

确 使 用 救 生 圈 ，溺 水 遇 险 后

如 何 开 展 救 援 ，并 就 利 用 救

生 圈 、救 生 杆 和 救 生 绳 开 展

施救进行详细示范、讲解。

校园宣讲 教学生防溺水

指导学生使用长棍施救。
通讯员 刘志坚刘志坚摄

本 报 讯本 报 讯（全媒体记者陈陈
璋璋）“相互学习、加强联动、资

源 共 享 ，感 谢 读 书 分 享 会 给

了我们一个难得的经验交流

机会。”近日，南昌市青山湖

区上海路街道党工委举办了

以“ 同 读 一 本 书 ，共 绘 同 心

圆 ”为 主 题 的 统 战 人 才 读 书

分 享 交 流 会 ，参 会 人 员 纷 纷

感 慨 道 。 据 了 解 ，上 海 路 街

道 党 工 委 一 直 致 力 于 打 造

“书香机关”“书香政协”，为

干部群众和政协委员营造良

好 的 读 书 环 境 。 下 一 步 ，该

街 道 还 将 结 合 区 域 特 色 ，推

出更多丰富多彩的阅读交流

活 动 ，让 大 家 发 现 更 多 的 好

书，让好书遇到更多的人才，

以统战人才的合力共同促进

街道发展。

在读书分享会上交流。

读书分享 共促街道发展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璋陈璋摄

本 报 讯本 报 讯（全媒体记者侯侯
艺松艺松）近日，南昌县金湖管理

处玉岸社区玉岸家悦小区居

民 向 江 西 新 闻 客 户 端“党 报

帮你办”频道反映，部分居民

为 了 方 便 ，直 接 从 家 中 将 电

线 从 窗 户 、空 调 孔 等 位 置 拉

到 室 外 为 电 动 自 行 车 充 电 ，

存 在 隐 患 。 接 到 情 况 反 映

后 ，金 湖 管 理 处 人 大 办 联 合

玉岸社区居委会召集物业公

司 、统 战 人 士 等 开 展 飞 线 充

电 集 中 整 治 行 动 。 此 外 ，为

杜绝“飞线充电”现象，社区

在玉岸家悦小区建设了 15 个

智 能 充 电 停 车 棚 ，每 个 充 电

棚 设 10 个 充 电 桩 ，可 供 150
辆电动车充电。

装充电桩 消除安全隐患

建好的电动车棚。
本报全媒体记者 侯艺松侯艺松摄

本 报 讯本 报 讯（全媒体记者付付
强强）“有了乡贤带头，村里发

展 起 许 多 特 色 农 业 ，成 为 远

近闻名的乡村旅游景点。”日

前 ，宜 春 市 袁 州 区 西 村 镇 分

界村村民胡生桂向江西新闻

客户端“党报帮你办”频道表

示 。 近 几 年 ，该 村 向 乡 贤 推

介 家 乡 资 源 和 政 策 优 势 ，吸

引许多能人陆续回家投资创

业，南瓜、西瓜、葡萄、脐橙、

有 机 稻 等 特 色 农 业“芝 麻 开

花”，“松鼠部落”“樱花谷”等

景 区 相 继 落 户 ，农 旅 融 合 让

村 民 的 腰 包 鼓 起 来 ，为 乡 村

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农旅融合 村民腰包鼓起

村民在大棚内摘水果。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强付强摄

日前，《2022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正式发布，通过对 25万份遗

嘱进行大数据分析，许多人不再把立遗嘱看成是人生终点要做的

事情，而是自己对人生进行定期思考和盘点的新起点，且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早早便立下遗嘱。

尽管死亡的话题比较沉重，许多人不想直接面对，但从上述白

皮书可以看出，人们的遗嘱观念、财产观念、家庭观念在不断变化，

其作用愈发重要。值得注意的是，现实生活中，许多人订立的遗嘱

不规范或者不能够充分体现遗嘱人意志，引发继承人之间矛盾不

断，甚至对簿公堂，最后不少遗嘱被法院判定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

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

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且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

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简要来讲，在订立遗嘱时，

务必注意，遗嘱人口述和代书人代书、见证人见证是同时发生，且

在同一个场合。只要遗嘱形式规范、内容清晰真实，这份合法有效

的遗嘱就能体现遗嘱人的真实意思，避免继承人之间因遗产继承

争议不断,不利于家庭亲情的维系。

深深 度度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颖 侯艺松

入职门槛低、专业素养差、乱收费，合格护工“一工难求”——

“护工荒”如何破题
最近，南昌市民高先生75岁的

父亲术后住院。“有心照顾父亲，但
我没时间又不懂护理。请护工，自
己找的怕不靠谱，家政公司提供的
又太贵。”高先生叹了口气，“最后
雇用了朋友推荐的护工，同样没有
资质，只能边用边观察。”

高先生的烦恼并不是个案。
数据显示，2022年我省60岁及以上
人口占总人口的 17.81%，已进入轻
度老龄化社会。随着老龄化进程不
断加深，老年病患者和失能半失能
老人将会越来越多，这让本就紧缺
的护理资源更加紧张，专业护工的
需求也随之加大。在人社部近日发
布的全国“最缺工”100个职业排行
中，养老护理员排位不断上升，并时
常名列前茅。

但护工行业的发展和完善远
没有跟上需求的步伐。由于国家
对护工上岗未有硬性要求，护工市
场始终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随
着护工群体的快速发展壮大，入职
门槛低、专业素养差、乱收费等问
题相伴而生。

不少患者家属、业内人士希望
通过源头规范和过程管控来整顿
护工行业。而长期处于“灰色地
带”的护工们也在渴望着一个“名
分”，以及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记者手记

“惠佳丰”的护工陪老人过生日。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惠佳丰”的护工在接受医院护士的培训。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破解“陪护难”
需要更多探索
住院患者的陪护问题，一直都是

难题。南昌大学二附院引进专业护理

机构并形成有效机制的做法无疑在一

定程度上解决了住院患者的陪护难

题。

破解“陪护难”并不容易，职业培

训、过程监管、价格规范等，既需要制定

政策，又要不少经费，假如财政不出钱、

医院不主动，这个民生痛点很难化解。

值得肯定的是，当前，我国不少地

区都在探索医疗陪护新模式。去年，

福建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无陪护”病房

试点工作。所谓“无陪护”并非无人陪

护，而是由经过规范化培训的护理员

为住院患者提供24小时连续不间断的

生活照护等服务。对患者更利好的

是，“无陪护”病房的相关费用由财政、

医保、病人三方共同承担，切实减轻了

患者的负担。以发展的眼光看，“无陪

护”病房试点勇走创新发展的道路，未

来可成为医院的基本配置和普惠式服

务，有望对住院陪护模式产生积极而

深远的影响，值得推广借鉴。

医疗机构要建成更多“无陪护”病

房，首先要有主动谋变的决心与勇气；

各地各部门应加强医疗护理员队伍建

设，解决护理人力资源不足问题；医保

部门也应在减轻患者负担方面多加探

索。总之，解决“陪护难”不能一蹴而

就，需要多方合力，才能让普

通患者以更便捷的方式、更亲

民的价格，获取到更高质量的

陪护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