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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补齐护工队伍数量和质量短板如何补齐护工队伍数量和质量短板
■中国城市报记者 康克佳

前段时间，北京市民张
浩的姥爷生病后自理能力几
乎丧失，在医院的时候父母
和自己轮班负责照顾老人，
经过1个多月的照料，年过6
旬的父母身体开始逐渐吃不
消，自己白天也要上班，因此
想请一位专业的护工来帮助
姥爷换药、复健、照料日常生
活迫在眉睫。

然而，让张浩想不到的
是，半个多月过去了，还没有
找到一个专业的护工。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
度日益加深，老年人的护理需
求越来越大，请护工成为一些
家庭的刚需。而养老护工短
缺成为民生痛点之一。

专业护工难寻

“我前前后后面试了不少
于10个护工，要么上门看了
老人的情况就直接拒绝了，
要么就是专业技能欠缺，好
不容易找到一位既有技能又
有力气的男护工只能干2个
月，找一个称心如意的护工
太难了。”张浩说。

其实，不仅是居家养老的
护工短缺，医院的专业护工数
量也是供小于求。

“我母亲属于半失能老
人，需要找一位专业技能强一
点的护工帮助老人做复健。
结果找了好几个都只会推着
轮椅带着老人下楼晒太阳，
复健更是从没有做过。”同样
需要专业护工的刘玉告诉记
者，之前她通过留在医院卫
生间门上电话找到的护工几
乎都不理想，技能差、价格却
不低。

某二级医院老年科的相
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
他们医院的护工队伍很难满
足患者需求，一些机构介绍
来的护工没有经过专业的技
能培训，很多护理技能都没
掌握，取得专业证书的更是
寥寥无几。

此外，养老机构的专业
护 理 人 员 数 量 也 存 在 不
足。记者在采访一些养老
机构的过程中发现，具备良
好技能的专业人员短缺成
为共性问题。一位养老机
构的负责人坦言：“目前机
构中有70多位老人，但只有
6名护工，连班次都没法安
排。即便一些护工技能不
精或在工作中偷懒，也不敢
轻易开除，否则很难招到合
适的人。”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
副司长邢若齐介绍，截至
2022 年底，全国 60 岁及以

上老年人达到 2.8 亿人，占
总人口的19.8%。老年人特
别是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
医疗护理和长期照护需求十
分迫切。

“只有建设一支稳定的、
有专业素质的护理员队伍，
才能为刚需老年人提供有质
量的养老服务，才能令老年
人及其家属放心，进而形成
满足养老服务需求、实现养
老服务业健康持续发展的良
性局面。”中国社会保障学
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郑功成说。

好护工为何难找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专业
护工难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
入行门槛过低。

由于“市场需求大、人员
数量少”的问题，多数家庭在
寻找护工时觉得“能找到合
适的、愿意干的就行，有没有
证书、是否接受过正规培训
不重要”。

据了解，目前护工持有
的证书分为养老护理员、医
疗护理员等技能等级证书
或培训结业证书。业内比
较认可的，一般是人社部门
发的技能等级证书。但一
家中介机构负责人坦言，多
数家庭主要看得是护工的
经验，“听几天课、花点钱就
能办的证没什么用，还是要
靠经验”。

此外，劳动强度大和收入
相对不高也制约行业发展。

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发布的全国“最缺工”100个

职业中，养老护理员就时常
位列前茅。据业内数据显
示，我国现有鉴定合格的养
老护理员约 4万人；按照失
能人口照护比 1:3 来算，养
老护理人才缺口可能在千万
级别。

尽管存在着巨大的人才
缺口，在不少人看来，护工的
收入比起育婴师或月嫂相对
较低，服务对象却要比婴幼儿

“难伺候”得多。“干护工是个
力气活，非常辛苦。市场上对
男护工的需求一般集中在照
护生活不能自理或体重较重
的老人。要频繁地帮老人翻
身、扶着上厕所、抱上轮椅，一
天下来腰酸背痛。晚上也常
常没法睡整觉。”今年40多岁
的李山干男护工这一行已经
快10年了，在他看来，这是个
既考验体力，又考验耐心的行
业，如果受不了委屈、吃不了
苦的就很难坚持。

“又累挣得又不多是多
数人不干护工的根本原因，
年轻人觉得不如当月嫂。”李
山告诉记者，护工群体以中
老年女性为主，年龄偏大，专
业技能学习较慢，收入很难
提升。年轻人干一段时间就
走了，考个育婴师或者当月
嫂更赚钱，甚至出去送外卖
收入都比这行高。

亟需加大护工队伍
建设和培养力度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2021年底，我国患有慢性病
的老年人已超1.9亿人，失能
和部分失能老年人约4000万

人。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
深，老年人护理需求与日俱
增，且呈现出多层次、多样
化、专业化等趋势，医疗、养
老与护理之间的供需矛盾将
日益凸显，护工数量和质量

“缺口”亟待补齐。
因此，推动老年医疗护

理服务快速发展是实施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
重要内容，也是协同建立长
期护理保险制度的一项有力
举措。

对家庭照护者的社会支
持与保护，已经纳入我国照
护制度体系建设。去年年
初，国务院印发《“十四五”
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
务体系规划》，提出“将家庭
照护者纳入养老护理员职
业技能培训等范围”“探索
开展失能老年人家庭照护
者‘喘息服务’”“探索设立
独 生 子 女 父 母 护 理 假 制
度”“完善养老护理员薪酬
待遇和社会保险政策”“拓
宽 人 才 培 养 途 径 ”等 要
求 。 国 家 卫 健 委 印 发 的
《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
（2021—2025 年 ）》提 出
“推动医疗机构建立完善
护理岗位管理制度”“探索
建立和发展医疗护理员职
业队伍”。

与此同时，全国多地开
展居家照护培训，以“老吾
老”之名提升家庭照护能力，
为失能失智老人家庭照护提
供指导，通过提升家庭照料
者技能，减轻照料者负担。
地方实践基础上，《关于推进
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

见》进一步提出，将失能老年
人家庭成员照护培训纳入政
府购买养老服务目录，符合
条件的失能老年人家庭成员
参加照护培训等相关职业技
能培训的，按规定给予职业
培训补贴。

在老年护理专业护士
培训方面也将进一步提高
要求。“力争到 2025 年，各
地老年护理专业护士参加
培训的比例不低于 90%。
根据失能老年人健康需求
和长期照护特点，加快制定
医疗护理员职业技能标准，
着力培训医疗护理员队伍，
主要为需要照护并有疾病
的老年人提供长期照护服
务。”邢若齐说。

队伍建好了，人才如何留
得住？

对此，天津医科大学副
校长于春水建议，提升居
家 养 老 护 理 员 的 社 会 地
位，制定统一的居家养老
护理员专业等级考评、晋
升制度体系和薪酬指导体
系，对居家养老护理员进
行从业资质分级，提出合
理的分级待遇指导意见，
为具有资质并长期从事居
家养老护理的人员提供充
分的社会保障。

郑功成认为，持续壮大
养老服务的物质基础，设立
护理员薪酬专项补贴机制，
包括加大财政对养老服务的
投入力度、加快建立护理保
险制度等可以解决因收入低
而导致护理人员不足、护理
队伍不稳、服务质量不高的
问题。

湖北宜昌：
城区开通空中生命航线
架起救治患者空中桥梁

8月29日，湖北省宜昌市中心

医院一重症心脏病患者搭载直升

机飞往武汉亚心医院进行救治。

据了解，这是该院在宜昌主城

区内新建的住院大楼外停机坪首

次使用直升机转运危重病人，为患

者赢得了宝贵的生命时间。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