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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万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捧回首届

长三角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95后护

理员赵琼琼一战成名。

不过，金牌护理员并非科班出身。7年前，

这位土生土长的崇明小囡因种种原因，放弃原

有岗位，就近进入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工

作。初入养老院，几乎每天连续12小时以上的

高强度看护，有时需要直面老人分泌物呕吐物，

还要善于和老人家属打交道……种种难和烦，

纠缠交织，令她一度想打退堂鼓。

年轻人进入养老行业，能呆下来是第一

步。几乎与所有行业从业者一样，年轻人关注

的“何以为继”，指向的是一种职业前景，一种看

得到的“未来”。

当然，这个未来，并不只涉及“升职加薪”。

年轻人眼里，还有更多考量——比如，更包容的

大环境，给予年轻人一道“情感缓冲带”；尊重

金点子鼓励创新，将年轻人工作中的“灵光乍

现”转化为能落地应用的成果；高层级的平台

大赛，让年轻护理员不只被看见，更有施展才

华的舞台。

留下人，留住心，更留出年轻人的一片天地。

思考一
如何走出“暮气沉沉”

年轻人扎根养老院护理一线，意味着直面

衰老最现实的一面。

时间久了，人心里难免有“消沉”堆积，很多一

线护理员打趣：变得和老人一样暮气沉沉。

还有更多需要磨砺心境的场景。

以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为例，入住老人平均

年龄逾91岁，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长期卧床的

失能失智老人。为大小便失禁的失能老人换尿

布，及时应对老人的突发呕吐物，常人避之不及

的窘境，是护理员们要面对的日常。

就是这道心理关卡，绊住了不少年轻人。

现实中，常见有年轻人意气风发地进来，黯然失

色地离开。

作为上海城建职业学院首届老年服务与管

理专业毕业生，00后养老护理员徐颖婕与同学

们是养老机构看中的香饽饽。不少学生尚未毕

业，就被养老机构提前锁定。但这些科班出身

的年轻人，对自身职业发展却另有规划。

相关业内人士这样透露：一些毕业生进养

老院确实是骑驴找马，积累经验履历为主，最终

打算另谋出路。“一方面，这些孩子大都是独生

子女，整天侍候老人，家里人于心不忍。另外，

年轻气盛和风烛残年形成巨大反差，对年轻人

来说，是一场从生理到心理的巨大磨合。”

深层次的情感联结，或许是破解年轻人忧

虑的一把钥匙。

“如果无法接受为陌生老人服务，那就先尝

试建立共情。”赵琼琼这样为刚进来的年轻护理

员们“支招”。她复盘了自己当时的入院第一

课，是一次角色扮演。年轻人背上20余斤重的

铅块，戴上老花镜，那一刻，她似乎能感同身受

老人们面对衰老时的手足无措。“视线开始模

糊，身躯变得伛偻，甚至明知道前方是平地，心

理上依旧不敢迈出这一步。”

换了身份，变了角色，真正体会自己老去的模

样，年轻护理员们对老人多了几分共情，也更知晓

如何在工作中给予老人们需要的体面和尊严。

当然，要摆脱这一岗位“暮气沉沉”的标签，

光靠年轻人自身调节远远不够，还需要外力不

断给予支撑。还是以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为例，

但凡年轻护理员新上岗，通行的做法是让他们

先从活动设计、药物配送等外围服务做起，与老

人逐步建立情感联系、积攒信任。一旦他们将

老人视作家人，心理“情感缓冲带”就充分构建

起来了。

思考二
成就感价值感从何而来

经过实习锻炼，年轻护理员小徐在入职前

做足心理准备，但有时心里难免“打鼓”，特别是

对不确定风险的顾虑。比如，部分失智老人情

绪易激动，该如何安抚；对于个别“难缠”的家

属，又该如何避免矛盾？

带教老师细致入微的叮咛关照让小徐定了

心。但要长久地留住年轻护理员们，还需要更

多正能量供给——成就感和价值感。

针对小徐，院方考虑到她性格慢热，决定

发挥其特长，将她安排在生活区，专门负责设

计互动游戏。这样一来，小徐不必焦虑如何打

开老人话匣子，心思细腻的她十分投入，在设

计游戏过程中甚至细致考虑到了每位老人的身

体状况。

比如，有些老人患心脑血管疾病，情绪起伏

不能大，游戏设计不能太过激烈，时间要控制在

一刻钟内。要兼顾趣味和安全，在别人那里颇

费脑力，但小徐乐在其中。“老人沉浸在互动游

戏中，我心里也充盈着满足感。”

通过轮岗培训，养老院主动捕捉年轻人的

特点专长，让“对的人做对的事”。在赵琼琼看

来，这是帮助年轻护理员有所成长、有所收获的

关键一步。

更重要的，是激发年轻护理员的创新热情。

在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推出了“创想一福”

创新平台。每年，养老院面向年轻护理员收集

课题。课题通过评审，院方将给予数百元不等

的“创新基金”，鼓励大家将这些业务中的创新

成果落地应用。

物质奖励看似有限，但可贵的是，课题比赛

能在年轻护理员心中撒下一颗活力的种子。年

轻人工作中的一点奇思妙想，能很快用于服务

老人，得到老人们的首肯，甚至有同行来讨教经

验。这些让年轻人有一种“被稀罕”的感觉，价

值感成就感油然而生。

最近，由院内护理员自行研发的一款助浴

保暖浴衣成功申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设计

轻便的浴衣，将老人的穿脱衣时间从10分钟

缩至半分钟以内，大幅减少了因着凉可能引发

的病痛。

全市层面，去年1月1日起，具有中专（职

校、技校、职高）学历的养老护理员和具有专科

（高职）及以上学历的养老护理员，只要与养老

机构签订五年及以上服务合同，便可获由市级

福利彩票公益金分别给予的3万元和4万元一

次性入职补贴。

“即便身处平凡岗位，也能精进技艺，用细

节创新提升老人的生活舒适度和体验度。”年轻

护理员就此长了工作的劲头和热情。

思考三
奔头出路在何方

养老院内还有这样一个现实的“悖论”——

年轻护理员技艺精进，往上打开的升职通道通

常指向管理岗位。一旦进入管理岗，他们就很

难再全情扑入一线服务，颇为可惜。

年轻护理员除了奔向管理岗，还有其他出

路么？

对于这一困惑，入行7年的赵琼琼也曾无数

次自问：“职业的未来发展目标究竟是什么？”

好在行业的快速发展，给出了新的答案与

可能。

近年来，随着养老服务产业兴旺，各类技能

大赛如雨后春笋般兴起。院方大力支持下，小

赵积极报名备赛。养老院四楼甚至开出了技师

创新工作室，小赵多年拿回的荣誉证书被悉心

收藏和展示，成为鼓励院内年轻护理员的奋斗

目标。

一次次大赛，为小赵打开了新世界。“如果

说养老服务是将过往的经验技术往外掏，那么

技能比赛就是吸收新养分。”参赛，让小赵找到

了技能不断精进的新途径，也让她看到了这份

职业的意义和希望。

“中风后处于痉挛期的老人该如何护理？”

抛出这个问题的小赵，脸上洋溢着掌握新技能

的兴奋，她向徒弟缓缓道来：如果老人是患侧

卧位，需先将患侧肩膀缓慢拉出、垫上软枕、

背后再垫楔形枕，形成三角支撑，避免二次

伤害。

如今的小赵，依旧留在护理岗位一线，不仅

因为老人们需要她，也因为收入待遇和尊崇感

同样比肩管理岗位。根据相关政策，护理员只

要在市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中捧回前三

名，就能在原有职级基础上升级。

她对于养老服务技能的精益求精，感染着

徒弟小旭。小旭曾在三甲医院实习，踏入养老

行当不足半年，跟着师傅的步伐，她渐渐摸索

着如何根据老人身体情况定制给药打针方式。

有些老人健忘，容易错过吃药时间，她会仔细

记录并掐点提前半小时给药；部分认知障碍老

人不愿吃药，她会想尽办法“连哄带骗”；还

有些老人打针怕疼，她便不断提升技能，提高

体感舒适度。

智能技术迭代演进，延长了一线养老护理

员的“黄金职业期”。以看护为例，如今市第一

社会福利院正试点智慧运维管理系统，将在床

管理延伸至离床管理，实时捕捉老人的行动轨

迹。科学的护理方法，智能技术的加成，都是为

了更好地将优秀护理人才留在一线，让他们感

到“并不吃亏”。“管理岗位不再是优秀护理员的

唯一奔头和出路”，小赵也期待，相关部门加紧

研究对策，让现有养老护理员职业水平评价体

系更好地与收入待遇相挂钩，助力产出更多金

牌护理员。

让年轻护理员有奔头，需要更包容的大环境更有力的制
度支撑，加快建立科学客观的职业评价体系，并与待遇挂钩

何 以 为 继 ？

■养老院里的年轻人■本报记者 王嘉旖

▲95后护理员赵琼琼与老人亲切交流。

 年轻的护理员们工作耐心热情，得到了老人们的

认可，他们已成为“合作”密切的好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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