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线上预约
院内陪诊让就医“丝滑”

上午 10 时，秦女士推着坐在轮椅上

的母亲上了直梯，来到浙江省人民医院

门诊楼，跟在后面的是行动不便的父

亲。半年前，在一家三甲医院的就诊经

历，让这家人有些“崩溃”。异地就医，

人生地不熟，推着轮椅取号、看病、检

查、住院，一顿操作下来几乎累垮。

一天前，在为母亲挂号时，手机上

突然跳出公益陪诊服务界面，她便线上

预约。没想到，不一会就有医院公益陪

诊师打来电话，询问几时到医院、是否

需要轮椅、在哪里碰面等等。就诊当

天，陪诊师寿文娟（化名）佩戴醒目绶

带，早早在电梯口等候。

接上老人后，寿文娟拿过医保卡，

熟练地走到自助机上去取号，又推着轮

椅带着他们找到 7 号楼 1 楼磁共振预约

中心、签到、候诊，整个流程像是按了快

进键一般丝滑。秦女士和父亲几乎不

用操心，只要跟着就行。上午 11 时左

右，胡阿姨顺利地完成了一系列检查，

这次陪诊完成。

一通电话
“点对点”从家到医院

去年，张炎弟做了两次白内障手

术，最近她觉得看东西模糊，便想去医

院复诊。她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杭州在

水一方养老集团陪诊社工杨佳贤，跟她

预约了陪诊服务。

3 月 3 日上午 9 时半，杨佳贤来到耀

江福村小区张炎弟老人家中，在确认了

复查要带的资料及物品后，她提前叫好

网约车。十几分钟车程后，她们便到达

浙大二院眼科中心。

在门诊大厅，杨佳贤熟练地取号，

随后陪同老人进入诊室。当天复查结

果还好，医生叮嘱 3 个月后再来复查，张

炎弟终于不焦虑了，她拉着杨佳贤的

手：“真的比亲人还亲。”82 岁的张炎弟

平时独居，大儿子身体不好，小女儿工

作忙，之前陪她来医院，每次只能请两

小时假。

杨佳贤告诉记者，老人高龄视力又

不好，到医院一个人完全弄不明白。“现

在有小杨她们陪着，我能放宽心看病

了。”张炎弟说。

人手不足
专业度不够成最大困难

事实上从去年 6 月开始，浙江省人民医

院就开始“试水”志愿者公益陪诊。该院门诊

部主任袁方告诉记者，医院有四位像寿文娟

这样的专职陪诊志愿者，目前，每人每天都有

4到6位服务对象，半年多已服务近千人次。

袁方表示，医院陪诊队伍也是经过培训

精挑细选的，陪诊志愿者首选要熟悉医院的

布局，其次是要熟悉就医流程，能快速帮患者

解决问题。

不少医院表示，尽管公益陪诊服务挺受

欢迎，但推行过程中也面临一些问题。其中

最大的担忧就是怕需求太大，服务能力跟不

上。记者也了解到，一些地方也在探索开展

多种形式的志愿服务。

在杭州市上城区望江街道，有 800 余位

张炎娣这样的独居、孤寡老人。为此，去年开

始，杭州市上城区望江街道携手在杭州水一

方养老服务集团，推出了公益陪诊就医服务

项目，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陪诊市场
要规范更要走心

陪诊服务市场的快速发展，吸引了众多

社会机构的进入。目前，市场上存在专门的

陪诊机构、保险公司、家政公司、养老服务机

构等多种服务供应主体。但关于老人就医陪

诊，网上也流传着三大顾虑：怕遇到医托、怕

钱财被骗、怕不够专业。

为了规范老年人助医陪诊服务，去年民

政部联合多部门出台措施，提出“培育专业助

医组织和队伍，为老年人提供挂号取号、就医

陪同、代取药品、代办缴费等助医服务”，各地

也通过不同的模式对陪诊师行业进行规范管

理。

比如，就在今年 2 月，上海市民政局出台

《上海市老年人助医陪诊服务试点方案》，根

据方案，一些试点地区实行陪诊师持证上岗，

还有试点地区建立了陪诊预约平台，方便老

人和家属预约服务。

相关业内人士表示，陪诊是一个“带着温

度”的新兴服务行业，要促进其健康可持续发

展，相关部门应完善行业规范和标准，设置准

入门槛、确保持证上岗、规范收费标准、建立

备案登记制度。陪诊师也需通过丰富医学素

养、加强医疗知识学习，持续提升陪诊服务质

量，做到“精准诊疗”，让陪诊师成为“多赢”的

诊疗服务新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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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就医“最后一公里”
公益陪诊师渐成养老服务新行业

本报记者 徐小翔
通讯员 杨陶玉

如果无人陪护，老年人
看病不是件简单的事。生
病时家里无人陪同前往医
院就诊、就诊时不会挂号、
不会扫码缴费、找不到科室
⋯⋯你和家人是否被这样
的经历困扰？

这两年，有不少地方探
索公益陪诊服务，有医院在
院内专门设置公益陪诊岗
位，也有街道联合第三方机
构提供此类项目，守护温暖
就医“最后一公里”。

陪诊师（右）杨佳贤

为求医者仔细讲解。

陪诊师（中）寿文娟带求医

者做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