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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采访了解到，护工的工资一般按天
结算，目前平顶山护工的市场价格是白班
（早7点至晚7点）或夜班（晚7点至早7点）
100元，全天24小时200元。因此，护工一个
月满负荷工作的话，月收入有五六千元。做
护工的以女性居多，约占护工总数的80%。
从事护工职业的大多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

人们在医院经常会看到护工找病号的

小广告，但赵艳红和白玉说，她们从来不贴小
广告，“贴小广告的往往不是干活的，而是赚取
介绍费的”。她们经常是通过熟人或者医护人
员介绍的方式来接活。

白玉说，她加有一个群，里面大多数是
做护工的姐妹们。她们经常互相介绍接活，
约定俗成的是，如果介绍成功，给介绍者充
几十块钱电话费。目前，市人事劳动部门已

经开展针对护工的专业技能培训，但平顶山
还没有专门的护工中心。她正在酝酿成立
一个专门提供护工服务的公司。

就在记者采访要结束的时候，一个看起来
很年轻的女子敲开病房的门，她是专门来找护
工前辈取经的。经询问，这名张姓女子36岁，东
北人，几个月前随丈夫来平打工，想做护工。“我
挺愿意照顾人的。”快人快语的她对白玉说。

我市尚无专门的护工中心

讲述鹰城故事，展示鹰城形
象，关注普通鹰城人物——本报一
线记者近日深入基层采访，为读者
带来一组生动感人的新闻报道。
《记者走基层》今起刊出，敬请关
注。

学院地址：平顶山市湛河区湛南路26号院 联系电话：0375-3930064、3930247

“崇尚一技之长 不唯学历凭能力”

技师学院高级工、技师毕业生享受全日制大专、本科毕业生同等待遇！

主要专业：数控加工、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模
具制造、焊接加工、铁路客运服务（高铁方向）、电子商务等22个专业。

平顶山技师学院 汽车维修专业招生

“护工是良心活儿，得有爱心和耐心”
——本报记者零距离接触鹰城护工

□本报记者 王春霞
实习生 郭 晨 文/图

他们不是护士，
但拥有一定的护理常
识和技能；他们不是
病人的家属，却像亲
人一样陪护在侧。有
人说，他们为病人擦
屎倒尿，干的活很低
等；而更多的人则说，
他们精心照顾患病的
老人，是替他们儿女
在尽孝。随着社会老
龄化的加剧，市场对这
个群体的需求量日益
增加。今天，让我们走
近 一 个 特 殊 的 群 体
——医院护工，聆听他
们的心声。

“护工是良心活儿，得有爱心和耐心”

赵艳红，43岁，湛河区北渡镇农民，辗
转在市区各大医院做护工已4年。记者认
识她，缘于今年春节她在市一院陪护孤寡抗
战老兵张平座。由于为人热情、干活勤快，
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对她印象不错。

7月 11日上午9时，拨通赵艳红的电话
时，她正在解放军152医院肿瘤科病房陪护
一位老人。她说，活儿很多，几乎没有空闲
时间。干4年护工，有3年春节都是在医院
与病号一起过的。

9点半，记者推开病房门，只见一位花
白寸发的“老先生”躺在病床上输液，鼻子里
插着胃管，身上盖着薄单子。“这是郭姨，天
太热，前几天我把她头发理成短的了。”陪在
旁边的赵艳红笑着解释。

郭老太的老伴儿徐老先生坐在旁边一张
小床上，笑着站了起来，右侧身子明显不灵便，
说是因中风落下了偏瘫。郭老太因为肺癌转
移出现吞咽困难，3个多月前住进了这里。徐
老先生说：“子女都很孝顺，可工作太忙，都脱
不开身，就花钱请了护工。”赵艳红已是请来的
第三个护工了，前两个原来是做保姆的，干不
了这个，后来就走了，“她比较专业”。

听到夸奖自己，赵艳红笑着说：“谢谢叔
的夸奖，这是良心活儿，得有爱心和耐心。”她
转身对记者说，接到这单活儿刚满一个月，做
的是24小时陪护，“这家人比较好沟通”。

记者注意到，郭老太的右手中握着一个
药瓶。赵艳红说：“姨手心老出汗，拿个瓶
子，能缓解一些。”

正说着，护士端着盘子进来了。不用护
士示意，赵艳红就掀开郭老太下身的单子，
配合护士为老太太下身消毒。由于郭老太
插有导尿管，为防感染，每天都要消毒。护
士走后，赵艳红这样解释。

不一会儿，医生来查房，询问郭老太的
血细胞检查指标，赵艳红对答如流。

将近 10点，到了该给郭老太喂饭的时
间。赵艳红从床头柜里拿出一个粗针管，从
盛满稀粥的碗里抽满一管。“姨，吃饭了。”她
说着，慢慢地往郭老太的鼻饲管里推送。“老
太太只能吃流食，一天要喂６次。这是刚调
好的营养粥，里面有蛋白粉和黑芝麻。”赵艳
红对记者说。就这样一管一管地喂了十多
分钟，喂完又用白开水冲一下鼻饲管。

“这时候才可以休息一下。”赵艳红话音
刚落，抬头一看一瓶液体已输完，忙拔下插
管换上另一瓶。“做护工，除了负责病人的吃
喝拉撒，还要会扣背、吸痰、肢体按摩。”跟记
者聊了一会儿后，她将郭老太翻成侧身，开
始为老人扣背。“啪啪”的声音挺大，她用手
比画着说，这是“空扣”，掌心空出来拍打背
部，不疼。

接着，她一边给郭老太按摩腿和脚，一
边跟记者聊起这些年做护工的经历。

赵艳红说，之所以走入护工这一行，与
父亲的疾病有关。父亲因患尿毒症做了10
年的血液透析，直到两年前去世。她在医院
陪护父亲时，认识了一些护工。

４年前，她刚刚与丈夫离婚，第二个孩子
归她抚养。她不知道做什么来赚钱养活自己
和孩子。这时候，她遇到了带她入行的曹姨。

曹姨是四川人，个头矮小，说话做事干
净利索，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做护工。“她
是一个老护工，病号家属都排着队找她。我
说没啥可干，她就说你干护工吧，现在这块
儿很缺人手。”赵艳红说，“我同意之后，她就
说，干这一行你得用心，要真心对待病号。”

随后，她跟着曹姨半个月，边看边学，掌

握了翻身、扣背、喂饭、吸痰等基本的护理知
识和技巧，然后就上岗了。她记得很清楚，
那是2012年的大年初三。“一干就干到了现
在，一年中在家的时间加起来只有十天半
月，其余时间都是在医院度过”。

儿子一直由母亲带着，现在已该上幼儿
园大班了。“有时候儿子想我了，我妈就带他
到医院来看我。儿子有时打电话会说，妈妈，
我想你了，你还在恁家哩？他以为医院就是
我的家呢。”说到这里，赵艳红眼睛有些湿润。

护工要照顾病人，还需要与家属沟通，与
医生、护士配合。赵艳红深有感触地说：“常常
是病号好照顾，与家属沟通起来比较困难。有
的家属通情达理，做起来会得心应手，但有的

家属认为付费了，你一分钟都不能歇。”
赵艳红说，她每年平均照顾十多个病

号，啥情况都会遇到。她曾经在新城区照顾
一个瘫痪老太太，干了5天几乎没合眼，但一
分钱也没拿到，家属说她把老太太肩部给按
肿了，不给钱。她曾在医院脑外科照顾一个
遇车祸的老太太，精心护理一个月，不料最
后一天却犯了一个错误。她用毛巾为老太
太热敷伤腿，由于水过热，把老太太的腿给
烫伤了。幸运的是，家属通情达理，知道她
不是故意的，没有为难她，还一分不少地给
了她6000元工资。她当时就掉泪了，硬塞回
家属1000元，说是给老太太治伤用。至今想
起这事，她心里依然很内疚。

儿子想看妈妈，要到医院来

正聊着，经常和她搭班照顾病号的女护
工白玉来看她。为了能休息好，有时候护工
也会搭班，一个做白班，一个做夜班。

白玉今年46岁，家住市区乐福小区。说
起做护工的酸甜苦辣，白玉称：“我曾经伺候
过一个糖尿病人，一晚上他把我折腾得无法
合眼，能尿几十回。”

“有些人看不起我们，认为给人擦屎倒
尿，干的活儿很低等；更多的人则说，你们照

顾老人是替他们儿女在尽孝哩。”白玉和赵
艳红称。在说到带她们入行的老护工曹姨
时，两人感叹：“曹姨是个干净利索的人，可
是每次回到家，儿媳妇都要先用刷子在她身
上刷一遍，才让她进屋。她辛苦干了一辈
子，临死也没能住进自己买的新房子……”

去年，年近七旬的曹姨被查出肝癌晚期，
在医院没治疗多长时间就离世了。“这病与她
长期做护工有关，长年熬夜，吃不好、睡不

好。”赵艳红带着伤感分析着曹姨的病因。
“在医院用护工最多的是脑外科，植物

人状态的病号比较多，重病号用护工的时间
一般也就十天半月，也有一些用几个月的。”赵
艳红说，其实，有时候轻病号还不如重病号好
照顾。对于重病号，只要按程序做好一切就
好，病号睡着的时候，护工也可以休息一下。
而轻病号常伴有烦躁、焦虑等精神上的症状，
有时会骂人，不停地要这要那，护工更累。

带她入行的师傅患肝癌去世

护工赵艳红（右）通过鼻饲管给病号喂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