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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之后，暑热未尽，在很多地区特别是南方省份，天气

依然炎热。高温天气如何应对？哪些人群需要格外注意做好

健康防护？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护士长梁潇建议，炎热天

气时应多食用新鲜蔬菜、水果等清淡易消化的食物，适当增加

蛋白质的摄入。注意补充水分，保持体内水分平衡，可适当饮

用淡盐水或运动饮料补充体内电解质。注意劳逸结合，保证

规律充足的睡眠，运动量不要过大。

国家疾控局发布的《高温热浪公众健康防护指南》中提

到，老年人、儿童、孕产妇等敏感人群，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以

及户外作业人员等人群是高温热浪健康防护的重点人群，需

加强自身防护。

专家指出，户外劳动者、外卖小哥等人员要关注当地天

气预报，及时补充水分及电解质。注意及时更换被汗水浸

湿的衣物，随身带清凉油、风油精等防暑物品。合理安排户

外 作 业 时 间 ，定 时 休 息 并 减 少 高 温 暴 露 时 间 ，预 防 职 业 性

中暑。

若出现中暑先兆症状，要立即采取措施。梁潇告诉记

者 ，中 暑 虽 然 是 急 性 身 体 反 应 ，但 仍 有 一 些 先 兆 症 状 。 当

身处高温高湿环境下，出现头晕、头痛、口渴、多汗、四肢无

力发酸、注意力不集中、动作不协调等症状，应立即转移到

阴 凉 通 风 处 并 补 充 水 分 和 电 解 质 ，用 凉 毛 巾 擦 拭 四 肢 皮

肤，或用冰袋、冰块等敷额头、腋窝、股沟等部位，帮助身体

散 热 ，及 时 降 温 。 如 出 现 昏 迷 等 重 症 ，应 立 即 送 附 近 医 院

救治。

高温天气如何做好健康防护

杨彦帆 韩炎瑾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决定》提出：“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着力解决结构性

就业矛盾。”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统计局向社会发布了

19 个新职业和 28 个新工种信息，其中包括老年助浴员、社区助老员等。加上之前发布的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健康照护师等，与养老行业相关的新职业越来越多。与传统的以生活

照料为主的养老服务相比，这些职业对养老服务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综合能力要求，也满

足了老年人不断增加的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这些新职业给养老行业带来哪些新变化？如何更好帮助老年人安享晚年生活？记者

进行了体验采访。 ——编 者

正午烈日炎炎，在户外走一会儿就浑

身湿透。来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华路

街道瑞福年华颐养中心，记者见到了老年

助浴员肖琳和她的同事刘师傅。

“按照客户之前的电话预约，今天我们

去帮助 76 岁的曾祥烈大爷洗澡。”肖琳一

边说，一边用电脑登上武昌区“智慧养老居

家运营平台”，录入服务项目、人员、计划开

始时间等信息。随后，她们带上便携式助

浴机以及铺垫、血压计、血氧仪、沐浴露等

“洗浴护理包”，骑上电动车出发。

经过 20 分钟左右的骑行，记者跟随肖

琳二人来到位于武昌区紫阳街道的曾大爷

家中。“这么热的天气，辛苦你们了。”曾大

爷的女儿、女婿将我们迎了进去。随后，刘

师傅打开“哈哈助老”手机 APP 进行签到，

并拍照上传。

“老年助浴员不只是简单地帮老人洗

澡，我们的工作有严格的标准和规范化流

程，经过培训才能上岗。”肖琳介绍。签到

完成后，手机 APP 开启，服务过程全程录

音，接受武昌区综合为老服务平台的全流

程监管。

曾大爷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面前摆

着一个助行器。曾大爷的女儿告诉我们，

父亲患有多年的糖尿病足，下肢比较麻木，

前不久又摔了一跤，行动更加不便，自己洗

澡更是困难，她和丈夫只能帮老人进行简

单的擦洗。

去年 9 月，由武昌慈善总会赞助的“澡

回幸福 浴你安康”公益服务启动，面向全

区重度和中度失能老人，每人一年内可享

受 5 次免费助浴服务。在社区群里看到这

个 消 息 后 ，曾 大 爷 的 家 人 帮 老 人 进 行 了

申请。

刘师傅拿出血压计等设备，对曾大爷

的身体状况进行初步检查。评估各项指标

后，肖琳将相关数值填到一张《助浴服务评

估表》上，并询问老人和家属，有无皮肤破

损、伤口等情况，核实确认后，请家属在表

上签字同意。

“上个月我们来为老人助浴的时候，他

腿上有烫伤，不能沾水，我们就在床上铺上

垫子，请老人躺在上面，用便携式助浴机为

他进行局部清洗。”刘师傅说，这次检查发

现老人的伤口基本痊愈，仔细评估后决定

直接在卫生间进行助浴。在家人的配合

下，助浴员帮助曾大爷顺利完成整个助浴

过程。坐回沙发，刘师傅为曾大爷修剪脚

指甲，肖琳则给家属交代浴后的一些注意

事项：“老人腿脚不好，但还是要让他利用

助行器适度锻炼一下，在屋里走动走动，不

然坐久了容易生褥疮……”

“服务很好，十分感谢！”曾大爷的女

儿、女婿说。助浴流程全部完成后，肖琳请

老人和家属对他们此次工作进行评价，并

将语音上传 APP 后台，质检人员质检合格

后，这次助浴才算完成。肖琳告诉记者，后

续社区还将不定时上门抽查，武昌区综合

为老服务平台也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询

问服务情况，确保服务质量。

据介绍，去年以来，肖琳所在的养老服

务机构依托公益项目，累计为武昌区 5 个

街道的 40 户老人提供助浴服务 165 人次。

“助浴不只是简单的清洁，更是尊重与

关爱的传递。”肖琳说，自己从事这份工作

4 年多来，不仅在职业技能上有很大的提

高，也更加懂得老年人的内心和情感需求，

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和他们沟通。随着人口

老龄化程度加深，助浴员这个新职业的需

求也会越来越大，未来的成长空间和前景

十分广阔。

老年助浴员肖琳——

用专业服务传递关爱和尊重
本报记者 范昊天

“阿姨，早上好！昨晚睡得好不好？”周

一早上，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天佑老年康复

护理院，健康照护师刘驰 6 点钟就来到耿守

爱老人床前。刘驰告诉记者，耿大妈两年多

前得了脑梗，右半身不能动，也说不了话。

上午 8 点半，吃完早饭稍作休息，刘驰就

推着老人来到护理院的花园里晒太阳。“最

近天热，10 点后老人出来晒太阳容易中暑，

得趁早出来晒太阳、补钙。”刘驰说。

今年 47 岁的刘驰原本在外地打工，几年

前为了照顾上中学的孩子，回到老家，进入

扶沟县天佑老年康复护理院工作。2019 年，

刘驰争取到前往河南卫生健康干部学院脱

产学习的机会，参加了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健康照护师试点培训班，经过 3 个月的培训

和考核，获得了职业资格证书。

“以前也学过护理知识，但健康照护师

的培训更全面，包括医学、护理、康复、营养

等多个领域，比如常见伤口造口及护理技

能，还有其他老年护理知识等。”刘驰说，以

前最怕遇到突发情况，比如老人吃饭噎着了

或者突然头晕了，但现在“心里很有底”，再

遇到这类突发情况，能够从容应对。

收拾妥当，耿大妈指着桌子上的香蕉。“是

不是想吃香蕉了？”刘驰笑着问。耿大妈点了

点头。“今天只能吃一根，否则血糖要控制不住

啦。”刘驰边说边喂起来。吃到一半，耿大妈又

指着桌子上的香蕉，示意刘驰也吃。

刘驰告诉记者，香蕉是老人的儿子这周

日探望时带来的，老人心里高兴。如果儿子

有事情没来，老人就会心情低落。提起儿

子，耿大妈又低下了头。刘驰见状，赶紧拉

起老人的左手说：“咱俩比赛拔河吧，你使劲

拉我。”一番游戏互动下来，耿大妈的脸上又

有了笑容。刘驰悄悄告诉记者：“健康照护

师除了要照顾老人的生理健康，还要关注心

理健康。发现老人心情不好，就赶紧转移她

的注意力。拔河这样的小游戏，既能让老人

开心，也能起到锻炼作用。”

“谁都有老的时候，养老服务是一个朝

阳产业。做的时间越长，对老人越熟悉，就

越喜欢这份工作。”刘驰说，自己对现在的工

作很满意，也期待之后在这个领域不断自我

提升，更好地照顾老人。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增长，健康照护

师的需求也在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加入了健康照护师的队伍。”天佑老年康复

护理院院长任群榜说。

据了解，2020 年，健康照护师作为新职

业，被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专家表

示，健康照护师在家庭、社区、医院或康养机

构为有不同层次需求的老年人、残疾人、慢

病患者等提供高品质的健康照护服务。经

过近几年的发展，这一新职业在满足老人生

活和健康需求的同时，也拓展了就业创业的

新途径，高素质复合型的健康照护人才受到

欢迎。

健康照护师刘驰——

让健康照料更有温度
本报记者 朱佩娴

“今天要入户评估的家庭有两位老人，夫

妻俩都有残疾，我负责给他们制定适老化改造

方案。”一大早，广东省江门市的适老化改造评

估师钟晋轩穿上工作马甲，开始了入户拜访工

作。记者跟随他一起，走进江门市新会区城西

社区的曾炳成老人家中。

“伯伯好！吃饭了没呀？中午准备吃什

么菜？”刚进门，钟晋轩就热情主动地和曾伯

伯拉起了家常。曾伯伯 60 多岁，拄着折叠助

行架，笑着跟钟晋轩打招呼。

寒暄过后，钟晋轩开始工作。他抬头扫

视房间的各处电位和线路，确认走线是否安

全，高度是否适合老人使用。快速记下要点

后，钟晋轩又走进卫生间，掏出卷尺，测量并

仔细检查卫浴空间的各个角落。

“这个坐厕的座高比较低，不足 40 厘米，

不太符合人体工学，而且这里空间比较狭

窄，我们可以在马桶旁边安装一字形扶手。”

钟晋轩一边查看，一边向记者科普。随后他

打开手机，登录进一个适老化改造信息系统

小程序，将上述改造建议快速录入，为曾伯

伯“量身定制”出一个适老化改造方案。

“小伙子，我有话想对你说。”这时，曾伯

伯慢慢走过来，钟晋轩迎上去，扶着老人来

到家门口。曾伯伯指着门口斜坡，说自己想

用电动轮椅通过门口斜坡回家，但是站不起

来，需要一个扶手，而且妻子有视力残疾，也

需要通过扶手进出家门。

“好的，明白了，伯伯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们在这个位置装一个离地 80 厘米高、长度

约 1.5 米的定制无障碍扶手，能满足您和阿

姨的出入需求。”钟晋轩用卷尺在门口快速

测量，给出了解决方案。

需求评估、设计方案、实施改造、实地验

收、资料归档……这是钟晋轩为老人进行居

家适老化改造的工作流程。“适老化改造事

关老年人的生命健康，要‘一户一方案’，要

满足老年人室内外行走便利、如厕洗澡安

全、厨房操作方便等要求，包含了 8 个基础

项目和 20 多个可选项的改造内容。”钟晋轩

逐一细数。

近年来，广东省大力推进“政府引导、市

场化运作”的居家适老化改造工作，适老化

改造评估师这一新职业越来越受到关注。

钟晋轩告诉记者，自己学的是建筑工程

技术专业，2021 年加入江门银龄适老化健康

科技有限公司，经过专业培训后，成为一名

适老化改造评估师，近年来已经为两三百户

老人完成了适老化改造方案的评估与制定。

在钟晋轩看来，这份职业不仅需要专业

知识，更需要耐心与经验。“家庭环境是否安

全、舒适、无障碍，关系着老年人生活质量，

我这个职业有广阔的前景，也有很重要的社

会责任。”钟晋轩说，未来，自己会持续学习

国内外养老行业的新政策、新标准、新知识，

适应不断变化的养老市场。

据悉，广东省政府将“特殊困难老年人

家庭适老化改造”作为一项惠民工程持续推

进，曾炳成老人就是受益者之一。“十四五”

期间，全省计划改造不少于 8.6 万户，目前已

累计改造超过 4.8 万户。

适老化改造评估师钟晋轩——

为老年人“定制”居家环境
本报记者 洪秋婷

积极挖掘、培育新职业，
要加强配套的人才规范化培
养、职业标准制定、技能等级
认定、劳动权益保障等制度
建设

最近，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

19 个 新 职 业 。 自 2019 年 至 今 ，我 国

已陆续发布 6 批共 93 个新职业，这些

新职业既有效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

转 型 ，也 更 好 满 足 人 民 美 好 生 活 需

要。例如，为推动绿色发展、减少超

标排放，碳排放管理员应运而生；数

字技术普及、智慧建造兴起，建筑信

息模型技术员有了广阔天地；老龄化

程度加深、医养结合深入推进，老年

人 能 力 评 估 师 等 新 职 业 日 益 普 及 。

可见，新职业并非“横空出世”，而是

与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中 的 新 技 术 、新 趋

势、新需求相伴而生，具有相应的专

业技能要求。

相比经过多年发展、比较成熟的

职业，一些新职业虽然在规模上快速

壮大，但从服务能力上看，还存在培养

链条不全、水平参差不齐、缺乏评价标

准等短板。因此，积极挖掘、培育新职

业，要加强配套的人才规范化培养、职

业标准制定、技能等级认定、劳动权益

保障等制度建设，进一步提升新职业

人才队伍质量。

提升新职业人才队伍质量，要加

强产教融合。新职业大多来自新产

业，细看今年发布的 19 个新职业，数

字职业、绿色职业和新型生活服务职

业加快涌现的特征更加明显。加强产

教融合，有助于形成产业孕育人才、人

才支撑产业的良性循环。一方面“产”

要指引“教”，企业要发挥培养使用人

才的主体作用，通过和学校共建产教

融合共同体、工学一体化实训基地等

方式，以产引教、以产定教、以产改教、

以产促教，在师资、培训、课程设置等

方面助力职业教育革新，增强人才培

养的适应性、前瞻性、灵敏性。另一方

面“教”要支撑“产”，根据不同产业缺

口和社会需要，院校要因地制宜探索

规范化、规模化的新型人才培养方式，

加快扩充急需紧缺人才队伍。

提升新职业人才队伍质量，要确立职业标准。职业标

准是人才培训、就业、晋级等评价考核的重要依据。确立完

善职业标准，有利于新职业人才明确成长路径，也有利于进

行科学有效的人才评价和管理。作为新生事物，新职业标

准仍存在不少空白。举办职业技能大赛可以说是填补这一

空白的有益尝试。去年，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首次设置了一

批新职业赛项，考评内容紧扣产业实际和技能特点，评分标

准务求全面、客观、量化。今后，支持更多新职业纳入我国

职业技能竞赛体系，将更好促进形成科学、规范、专业的新

职业标准。

提升新职业人才队伍质量，要完善配套制度。与传统职

业不同，许多新职业呈现劳动关系灵活化、工作方式弹性化等

新特征，亟待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就业招聘渠道、社会保险制

度、劳动权益保障和晋升激励机制。有关部门应加强顶层设

计和试点探索，形成更稳定、完善、可预期的配套制度，让新职

业岗位更具吸引力。

当前我国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新职业正

是 破 解 矛 盾 的 一 把“ 钥 匙 ”。 开 发 好 新 职 业 这 个 就 业 增 长

点，加快提升人才队伍质量，将有效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为 解 决 结 构 性 就 业 矛 盾 、完 善 公 共 服 务 体 系 提 供 有 力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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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老 年 助 浴 员 肖 琳 在 店 里 收 拾 设

备，准备上门为老人助浴。 冷智梅摄

图②：健康照护师刘驰在为耿守爱老人

进行护理。 本报记者 朱佩娴摄

图③：适老化改造评估师钟晋轩在测量

曾炳成老人的轮椅扶手高度。

本报记者 洪秋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