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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个人命运是时代进步的风向标。新时代，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

是追梦人。每一个追梦的姿态，都定格为时代的景深；每一滴奔跑的汗水，都浇灌着美好的未

来。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上，14 亿多“追梦人”的共同奔跑，将汇聚成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铿锵足音。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本报即日

起开设“体验”栏目，以“新时代·追梦人”为主题词，脚步奔向基层，镜头对准群众，图文并重、创新

表达，透过普通百姓的追梦故事、奋斗故事、创造故事，反映进一步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

新探索，展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图景。

首期“体验”走近新就业形态中养老、助老行业的劳动者，敬请垂注。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康复辅助技术咨询师、

社群健康助理员、健康照护师……这些在以往

闻所未闻、知之甚少的新就业形态，逐渐演变为

有标准、可规范的新职业，充分体现了时代的进

步和发展。一滴水里观沧海，从一个个新职业

的发展演变中，能够感知新时代的创新活力与

无限潜能。

新职业里有时代的进步。新职业大量涌

现，本身就蕴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活力，代

表了新的方向和趋势。只有在这样一个技术不

断迭代、产业蓬勃发展、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时

代，才会出现如此丰富的就业形态。计算机、互

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日新月异，催生人工智

能训练师、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数字化管理

师、区块链应用操作员等一系列新兴职业。与

此同时，新技术与新需求也赋予一些传统行当

新的模式与内涵。这些新职业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快速生长的曲线背后，跃动着中国经济发

展的强劲脉搏。

新职业里有时代的温度。新职业推陈出

新，映射出人们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随

着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精神生活、美好生

活 的 需 求 逐 渐 升 级 。 满 足 更 加 个 性 化 、多 元

化、精细化的消费需求，各种新服务体验雨后

春笋般拔节生长。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公共营

养师、食品安全管理师应运而生；“老吾老，以

及 人 之 老 ”，精 细 化 助 老 养 老 服 务 纷 纷 涌

现，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

年……只有在这样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更

加重视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可能关照到每个人

的切身需求。

新职业里有时代的期盼。新职业的诞生与

壮大，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也有效提升了就

业质量。只有在这样一个包容开放的时代，人

们的职业追求才会跳出以往单一的“成功”标

准，变得五彩缤纷。调饮师、易货师、电子竞技

员、桌游教练、酒体设计师……多维度、多元化

的新职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就业舞台，也搭建起

人生出彩的大平台。个人的职业成长与时代前

行交织，个体的价值实现与社会发展融汇，每个

人都是新时代的奋斗者、创造者，追梦人、圆

梦人。

伟大的时代属于每一个人，也不会辜负每

一个人。走近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就是在体

验活力奔涌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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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深秋，有了些许寒意。

一大早，本该轮休的北京市隆福医院重症监护

病房主任孙佳出了家门。自行车七弯八绕，拐进东

城区东厂胡同，停在一栋老单元楼前。

同事李静早到一步。两人戴好口罩，披上白大

褂，敲开一楼一户人家。

“病房里我是主任，今儿进了这门，我还有个新

身份。”孙佳卖了个关子。

94 岁的常桂芬老人摸索着起身，一把抓住孙

佳的手。“哟！奶奶，快让我瞧瞧。”孙佳蹲下身，翻

过老人手背。老人的手肿胀发红，粗大的骨节高高

隆起。孙佳心疼地抚摸着，“您这手，能攥成拳吗？”

“看天儿。白天成，夜里蜷不上，阴雨天疼得贴

膏药。”老人说。

“那吃饭自己能行？”听到这话，常奶奶挺起腰

板：“能拿筷子，洗衣服也没问题，家里还拦着我干

活儿呢！”

“这特好！平时您还可以帮着择择菜、挑挑豆子，

对手有好处。”孙佳转头嘱咐老人的儿媳杨春英，“让

老人家适当做点事，既锻炼活动能力，也锻炼脑力。”

几个人聊着，护士李静翻开一份老年人失能等

级评定表，在“食物摄取”和“活动耐力”一栏打了 0
分，分数越低，意味着老人自理能力越强。这份 10
页的评估表，按日常活动、精神状态、感知沟通、老

年综合征等大类，细分出 40 多项指标，通过综合打

分，评估出失能等级。

“老人最近就是眼睛不太好，白内障，青光眼，

视力降得厉害。您看该怎么办？”杨春英问。

孙佳拿起手电筒，轻轻托起常奶奶的下巴：“能

看到光亮吗？”

“模模糊糊，看久了头还有点涨。”孙佳一听，皱

起眉头，“给奶奶量量血压。”

血压、心率、血氧，李静边测边记，“多久没量血

压了？”一旁的杨春英一拍大腿：“哎呀，好像还是半

个月前。”

“视力下降可不单赖眼睛，高血压也是诱因，甚至

可能引发更大的危险。”言语间，孙佳多了几分严肃，

“高龄老人必须经常量血压，稍有波动没事，但这么高

不正常。”她仔细交代起观察流程——后续两天，老人

睡醒后别起床，先测血压，如果还高，马上去医院。

“太感谢了！今儿给我们全家上了堂健康科普

课，还排除个大隐患。”杨春英一个劲点头致谢。

从常奶奶家出来，孙佳二人马不停蹄，赶往东

黄城根南街，一上午又看了两户老人。

医生、护士之外，孙佳和李静有了新的职业身

份——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和督导员。像她们一样，

隆福医院 200 多名医护人员，利用业余时间穿梭在

东城区的老街小巷居民楼，定期为 2000 多名老人

进行能力评估。

“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抓手在

哪儿？”孙佳深有感触地说，评估就是个好抓手，定

期给老人评估打分，既能帮广大老年人提升健康水

平，也能助国家医养政策精准发力。

“只是，与全国每年新增上千万老年人相比，眼

下评估师队伍还远远不够，评估质量也有待提升。

我作为督导员，要做的事还很多。”孙佳说。

老年人能力评估督导员孙佳——

老人健康，我来打分
本报记者 邱超奕

康复辅助技术咨询师，是个啥职业？听说带我

体验的咨询师 20 多岁，能干好这活儿吗？

9 月 30 日上午 8 点 45 分，北京市海淀区一个小

区门口，我和安馨在家公司的专业技术人员景文欢

碰面了。

寒暄过后，拔腿就要上楼，小景轻轻拉住我：

“咱们 8 点 55 分再上去吧，让老人多休息一会儿。”

一句话，让我认真端详起眼前这个 1996 年出生

的姑娘——个子高挑，笑起来两眼弯弯，说话干脆

利落，穿身亮绿色的工作服，就像风中挺拔的小树。

“两位老人都是 80 岁左右，王叔叔的肺部不太

好，阿姨有高血压……”小景边走边介绍，8 点 58
分，按响了门铃。

去年 2 月，“康复辅助技术咨询师”正式成为新

职业，咨询师根据功能障碍者的身体功能与结构、

活动参与能力等因素，综合运用助行器具配置、居

家环境改造等康复辅助技术产品，提高老人等群体

的生活自理能力。今天，小景主要是回访。

“叔叔的理疗坚持做了吗？”“阿姨，快让我瞧瞧

您新画的国画！”换鞋套、放包，谈笑间，老人最近的

身心状态基本摸清了。

玄关墙边，立着一把定制换鞋凳，小景扶阿姨

慢慢坐下：“晃不晃？角度需不需要改？”

此前，小景针对王叔叔和阿姨的身体功能现

状、日常起居习惯，做出了康复辅助技术相关评

估。量身定制的康复辅助方案中，既有预防跌倒等

居家环境改造内容，也有缓慢起身、减少登高、坐着

淋浴等养老保健知识，还有帮助老人树立积极养老

心态的心理辅导。

“这个扶手高度再调调。”小景蹲下身子，教我

一点点调试扶手上的卡尺旋钮，调好后又确认了好

几遍。阿姨喜欢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小景之前就在

沙发旁装了个助力扶手。“老人久坐起身，经常眼黑

头晕，膝盖承力还大，有了扶手，一拄就能起来了。”

小景说。

“扶手你阿姨喜欢，我最需要的在这儿。”王叔

叔领我们走到卫生间，指着喷头下方的淋浴椅说。

“椅背再帮我调一下，洗澡坐着更舒服。”小景调好

椅背，又仔细检查了椅子的安全性能，有没有部件

破损、螺丝松动。

两位老人回忆，最初听说康复辅助服务时，心里

直犯嘀咕：“有用吗？装上了是不是就代表自己身体

不行了？”随着小景的定期回访、耐心讲解，老人越来

越认同科学养老、预防康养的理念，康复辅具也成为

不可或缺的居家用品。“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有尊严

地、自立自理地老去，不给国家和儿女添麻烦。”

回访结束，两位老人把小景送出门，一个劲叮

嘱：“孩子多吃点，不能再瘦了。”

“我之前在养老院做护理。接触康复辅助行业

后，一下子找到了感觉。其实干好也简单，无非爱

心和专业。”

小景说，这份职业能为老人带去安全感，让更

多人知道康复辅助对养老助老的意义。“看到他们

生活得安心、舒适、科学，我很快乐。”

康复辅助技术咨询师景文欢——

安全助老，安心养老
本报记者 刘诗瑶

“有订单了，咱们中午就可以去体验！”

10 月 9 日上午，蹲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

纪坛医院的记者，与矫形外科护师刘建平一起，接

了个上门护理的新订单。

今年 5 月，北京世纪坛医院和互联网平台“金

牌护士”签约合作，开展医护上门护理服务。患者

线上下单，平台和医院审核后，再根据订单匹配护

士上门护理。

“73 岁，眉骨上方外伤，无缝合。换药后需要

护士帮忙指导一下留置胃管后如何喂食。”仔细查

看订单内容，刘建平手脚麻利地准备好了护理包，

“订单距离不远，趁午休过去一趟。”

中午 12 点，匆匆吃过午饭，我随刘建平赶到患

者家里。

“我就弄一片药的工夫，他就摔了。”汪爷爷的

老伴有些自责。汪爷爷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前天在

家摔倒后，家人带他去医院看了急诊，今天该换药

了。“老头子坐轮椅，去趟医院抬上抬下，太不容易，

闺女女婿都得请假陪着。”奶奶说，幸亏孩子发现了

“金牌护士”的平台，就想着下单试一试。

“您别急，我先看看情况。”刘建平换好隔离衣，

弯下腰仔细查看汪爷爷的伤口，“伤口快愈合了，没

什么大碍。”接下来，量伤口创面面积、碘伏消毒、换

药、覆盖纱布，不到两分钟，完成了换药的流程。

“哎哟，这可太方便了，解决了我们的大难题！”

奶奶连声夸赞，接着问起了留置胃管的问题，“很多

注意事项都不明白，喂馄饨、面条可以吗？”

“不行！”刘建平赶忙说，“奶奶您看，这管很细，

实在想吃馄饨，要用破壁机打成糊状，得一点渣都

没有，还不能太稠，不然容易堵管。”

“还有一个问题，渴了怎么办？”“可以用湿棉签

给他沾沾水，但别从嘴里喂水。”“那喂饭前怎么回

抽？”……一会儿工夫，奶奶问了很多问题，还拿出

自己准备的注射器、破壁机给护士看。

“老人在家坐轮椅，注意时间别太长，一个小时

左右动一动。还要经常拍拍背，把手弓起来扣着，

从下往上这样拍。”刘建平给奶奶演示。

奶奶一边仔细听着，一边点头。“下次换胃管还

找你们！”奶奶挺满意。

说话间，刘建平收拾好居家护理产生的垃圾，

带回医院处理。走出汪爷爷家门，已经下午 1 点。

“1 点半上班，回去正好。”刘建平说。

“中午没歇成，累不累？”我问刘建平。刘建平

笑了：“还行。做了网约护士才发现，那么多居家老

人都需要上门护理的帮助，我们多做一点，老人们

就能方便不少，看到他们的笑容，就有成就感。”

这次上门护理，前后 45 分钟。刘建平盼着，今

后能有更多的医院参与到上门护理中来，按照区域，

就近服务，成本也能降下来，让居家养老更安心也更

舒心。

网约护士刘建平——

上门护理，温暖到家
本报记者 杨彦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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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孙 佳 在 为 常 桂 芬 老 人 检 查 眼

底情况。

本报记者 邱超奕摄

图②：景文欢帮助老人调试沙发旁助

力扶手的高度。

本报记者 刘诗瑶摄

图③：刘建平（左二）耐心细致地为汪

爷爷的伤口换药。

本报记者 杨彦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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