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开渠道 与时俱进

多维度培养养老高素质人才

本报记者 乐美真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
化不断加深，银发经济
迎来了发展机遇期。产
业的发展迫切需要高素
质人才队伍的建设与支
撑。

前不久，国内首批
养老专业本科毕业生遭

“ 抢 聘 ”的 话 题 引 发 热
议，许多人表示支持，但
也有人提出：高学历人
才做养老服务是否大材
小用？

事关养老，浙江始
终走在前列。近年来，
浙江养老服务专业高素
质人才培养现状如何？
遇到哪些问题？未来发
展趋势怎样？记者采访
相关部门、高校专家，且
听他们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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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践并重
培养复合型人才

3 年前，浙江树人学院新设立的

全省首个家政学本科专业迎来 25 名

新生，核心课程包含老年学、健康管

理与实践等，在养老高素质人才培养

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浙江树人学院经济与民生福祉

学院家政学教研室专任教师翁江焓

表示，在传统观念里，养老从业人员

属于低学历、年龄偏大群体，劳动密

集程度较高。但实际上，随着养老服

务行业需求不断增长，专业化程度不

断提高，发展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从目前涉及老年、养老相关的课

程设置来看，虽然浙江省内各个高校

培育方案不同，专业设置也有所差

别，但万变不离其宗，总体上是培养

具备系统养老理论和相关专业知识，

掌握护理、老年服务与管理、医养照

护等专业技能的高素质人才。

翁江焓表示，养老行业对养老专

业人才的需求是多元的，既要有一线

服务人员，还要有管理人才和研究人

才，要打造复合型养老人才。因此，

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格外注重理论

与实践并行，实行双导师制度，即校

内授课老师和校外实践老师，鼓励学

生在假期进入相关养老机构、组织实

习，增进养老领域的校企互动、交流

和行业粘性。

近年来，浙江各地通过一系列举

措推动养老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与发

展，成效显著。宁波依托产教融合办

学，促成专业养老机构与宁波大学医

学院、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办

学开设护理、老年服务与管理、医养

照护等养老服务专业，支持职业（技

工）院校在养老机构设立分校，定向

委培“一专多能”高层次护理人才；义

乌推行“物业+”“家政+”“护理+”养老

服务行动计划，加快产教融合，抢占

高层次阵地，开展企校合作⋯⋯

数据显示，当前浙江 60 岁及以上

户籍老人达 1340 万，占比 26%，这也

预示着对高质量、多元化养老服务的

需求将更加旺盛。省民政厅相关处

室负责人表示，不论是支持引导更多

职业院校和普通本科高校开设养老

服务相关专业，吸引人才，还是利用

政策激励和扶持，留住人才，这些措

施体现了浙江在养老高素质人才培

养方面的积极探索和实践，旨在构建

一支高水平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以

满足老年人多元化需求。

今年 1 月，民政部等 12 部门

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养老服务人

才队伍建设的意见》，这是我国首

个关于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综合

性政策文件。其中指出，当前，我

国养老服务人才队伍还存在总量

不足、专业化水平不高、待遇保障

水平较低、流失率较高等问题，人

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等制度

机制尚不健全。

浙江工业大学讲师、浙江银

龄康养产业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梁

卓慧认为，尽管养老行业正面临

着广阔的发展前景，需求也在与

日俱增，但偏见仍难以消除。比

如很多家长、学生认为，从事养老

行业不太体面、难有成果、未来发

展受阻，这势必导致相关专业招

生困难、男女比例失调，长此以

往，专业培养也会难以为继。

同时，目前养老服务人才培

养体系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培养目标定位不够清晰，存

在就业方向模糊的问题。例如，

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

涉及许多交叉学科，包括老年学、

营养学、社会学、护理学、管理学

等相关学科知识，过于“普适性”

的培养方向可能导致学生缺乏明

确的职业规划和就业方向，难以

凸显和其他行业的明显区别。

院校的培养模式比较单一，

联动培养机制有待优化。院校一

般将理论教育作为培养的主要方

式，理论课程的学习时长远远超

过实践课程的学习时长，容易忽

视学生群体的实践能力、沟通能

力和管理规划能力，这些技能的

缺乏往往导致年轻群体难以适应

养老服务工作需要。

认知存在偏差 人才培养要与时俱进

行业前景广阔 仍需多维度发力引人才

对于浙江养老专业高素质人

才培养的发展趋势，翁江焓很有

信心。他表示，今年我国出台首

个以“银发经济”命名的政策文

件，从养老产业到银发经济，养老

行业产业链将进一步延长，这意

味着年轻人将有更多大展拳脚的

机会。

在梁卓慧看来，一方面，要鼓

励、支持年轻人投身养老行业，加

大政策吸引力度和扶持，提高养

老人才的社会认可度和职业认同

感。另一方面，也要通过优化课

程教学体系和建立多主体协同培

养机制，提高养老人才的专业水

平和综合能力。畅通人才培训培

养输送渠道，优化高素质人才职

业规划定位，结合相关政策和国

际经验，探索“介护经理”“辅具适

配师”“失能评估员”等多途径就

业渠道。

省民政厅相关处室负责人也

表示，如何让养老高素质人才“进

得来”“留得住”“用得好”，是构造

老年人幸福生活的关键所在。要

鼓励多途径多渠道吸引人才，从

政策激励、提升薪资、社会保障、

专业培训等多个维度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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