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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常人眼中洗澡这件小事，
在不少高龄老人、乃至半失能
和失能老人看来，都是难上加
难的大事。随着我国老龄化的
加剧，老年人入浴的需求难点
日渐凸显。

近年来，北京、上海、重庆、
南京等多个城市陆续推出老年
人助浴服务。近日，杭州市与
第三方助老服务公司合作推出

“流动助浴车”，老人洗一次澡
花费199元，三个月来已有百
余位老人接受服务。老年人愿
意为价格较为高昂的洗浴买单
吗？老人助浴行业发展前景如
何？中国城市报对此展开调研
采访。

老年人助浴服务应运而生

“上了年纪，洗澡都被调成
了‘困难模式’。也不好麻烦孩
子们来帮忙洗澡，觉得太不好
意思了。”今年85岁的周桂芳
前两年在家洗澡时滑倒导致骨
折，这对她的生活起居造成了
不小的影响。周桂芳与大她3
岁的老伴儿行动不便，两人还
患有心脏病、高血压，为了避免
滑倒，他们在浴室里放置了板
凳，经常是坐着洗澡。

今年年初，周桂芳得知有
上门洗浴这项服务后，每个月
都请助浴人员来家里帮忙洗
澡，从一开始被帮忙洗澡略显
尴尬，到后来在助浴人员的细
心引导下“乖乖配合”，态度转
变的背后，透露出老年人对助
浴服务的满意。

记者了解到，当前助浴服
务模式有助浴点、流动助浴车、
入户助浴等方式，助浴项目分
为床上擦浴、失能老人助浴、带
器械助浴等类别，单次价格从

50 元到 500 元不等，多数为
200元左右。助浴工作人员通
常以团队的形式进行服务，入
户助浴团队有洗浴人员、护理
人员、司机等。

有需求，就有市场。在北
京、上海等养老产业较为发达
的城市，除了常规的社区养老、
机构养老等线下方式预约，有
些服务机构已经开始结合智慧
养老的方式，采用线上下单线
下服务的模式，系统同步跟进
和监管服务状态。

不难发现，老人助浴市场
的产品和服务已经开始向多元
化模式发展，市场探索的步伐
也在不断加快。

是洗浴，更是关爱与陪伴

检查老人体征是否可以进
行洗浴，之后铺上防水垫、组装
好浴缸、消毒、调节水温、放好
洗澡用品……一系列准备工作
之后，北京太阳城银龄老年公
寓护理部工作人员开始了为老
年人助浴的工作。

“工作人员不仅要有洗浴
技能，更需要具备一定的护理知
识。”该部门经理申向云告诉记
者，由于服务对象的特殊性，老
年人在洗浴过程中有许多需要
注意的事项，并且有些老人疾病
缠身，助浴前工作人员会有针对
性地检查老人各项身体体征，
保证助浴过程安全进行。“比如
洗澡时的水温不能太热，以免
老人发生头晕不适，沐浴前要
确保身体处于良好状态，老人
在刚吃完饭、刚服过药、酒后、
空腹或身体不适时，我们是不
建议进行洗浴的，尤其对于患
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的老
人，在洗浴过程中，要及时询问
和观察老人的状况，洗浴过程尽
量不超过25分钟。”

“很多老人刚开始会觉得
不好意思，担心暴露隐私，我们
都会慢慢引导老人，在助浴过程
中保持和老人沟通，尽力满足老
人的需求。”北京太阳城银龄老
年公寓护理部副经理蒲世光说，
实际上，比起清洁卫生，老人更
需要获得关爱与陪伴，缓解助浴
带来的紧张与不安。因此助浴
服务尤其关注老年人的尊严与
体面，也在不断努力创造家庭式
的温暖与陪伴下，让老人接受和
享受助浴的过程。

专家：与养老行业整合
发展，丰富服务模式

早在2018年，国家民政部
就发布了《老年人助浴服务规范》
（征求意见稿），对老年人助浴服

务的定义、基本要求、服务流程和

质量评价等做了统一规定。随着

老年人助浴服务需求日益显现，

市场化创新也逐步开展。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三四

线城市的老年人来说，200元

左右一次的助浴价格是一笔不

小的支出。为推动行业发展，

多地政府对老人助浴服务加以

引导和补贴。例如 2020年 5

月，重庆市民政局启动“重庆市

慈善总会助浴快车”项目，为失

能、半失能老人提供免费助浴

服务。此外，天津、上海、南京

等城市也推出了免费助浴或政

府补贴减免的项目。

中原集团昱言养老创始
人、北京大学国家治理与老龄
产业政策研究课题组执行主任
张坤昱表示，目前我国人均养

老金在3000元左右，受制于观

念、价格等原因，使用助浴服务

的老年人仍是少数。就目前来

看，我国老人助浴项目是由政

府来引导的，纯粹的市场化行

为很难形成规范。而助浴服务

往往是作为养老机构中的一个

细分项目，目前很少有专门聚

焦助浴服务的企业。

针对老年人助浴行业未来

发展，张坤昱建议，在助浴服务

中政府可探索完善养老金补贴

方式，降低老人经济负担。为

防止出现意外情况，企业可以

同第三方保险公司合作来承担

一些风险。总体来看，助浴行

业应与养老行业其他业务整合

发展，进行专项服务细分管理，

丰富助浴服务模式，满足老人

多样化的助浴需求。

■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玻尿酸、水光针、瘦脸针
……近年来，“微整形”“医美”
走进大众视野，医美行业规模
日渐扩大，随之而来的各类问
题也逐渐显现。根据全国消
费者协会统计，仅 2019 年医
疗美容行业的投诉数量有
6138 起。审判实践中，北京
市朝阳区法院近五年受理的
医疗美容纠纷案件数量占医
疗纠纷案件总量的 1/5 且呈
逐年上升态势。

3月15日上午，北京朝阳

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因
“双眼皮修复”手术失败引发的
医疗美容纠纷，医疗美容机构因
虚假宣传、诊疗不当被判赔偿
70余万元。同日，该法院发布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医疗美
容纠纷案件民事审判白皮书
（2016年度-2020年度）》（以下
简称《白皮书》）。

据朝阳区法院党组副书
记、副院长郭莉蓉据介绍，《白
皮书》梳理了2016年至 2020
年间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受理的
医疗美容纠纷案件。其中涉诉
美容就医者主要是中青年女

性，五年间审结的医疗美容纠
纷案件中，女性186人、男性9
人，占比分别为95.4%、4.6%。
涉诉77家医疗美容机构中，75
家 是 民 营 机 构 ，占 比 约 为
97.4%。涉诉医疗美容机构的
规模上，以医院和诊所为主，约
占总数的71.2%。涉诉医疗美
容项目相对集中，以面部整形
类居多，占比超五成。另外，超
四成涉诉美容就医者产生器质
性损害。

该院在案件审理中发现，
虚假宣传、非法行医、病历不
规范是涉诉医疗美容机构存

在的突出问题。五年来该院
判决医疗美容机构承担民事
责任占比为90.2%。其中80%
以上的案件医疗美容机构需
对美容就医者的损害后果承
担同等以上责任。而对于美
容就医者，北京市朝阳区法院
民一庭副庭长陈扬建议，应树
立科学医美认知，选择正规机
构就诊，如发生医美纠纷，要
利用法律知识，增强举证能
力，及时处置纠纷。

此外，北京市朝阳区法
院还向国家卫健委发送司
法建议，建议修订完善《医

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推动
修订《执业医师法》《医疗机
构管理条例》中的责罚条款，
提高罚款上限，对严重违法
违规的医疗美容机构坚决吊
销取缔，对严重违法的相关
单位或个人实行终身禁医
制。同时建议国家卫健委完
善医疗美容市场监管，建立
长效工作机制；加强医疗美
容新技术论证管理，严格审
批流程；建立实名就医制度，
完善就诊信息管理；加强行
业指导，建立医疗美容投诉
调处平台。

北京朝阳区法院建议对医美严重违法者终身禁医

解决高龄失能老人洗澡难题
老 助浴服务业发展前景如何

北京太阳城银龄老年公寓护理部工作人员在助浴前为老人服用温开水，以防洗浴时发生低血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