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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对养老服务质
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养老护
理员所需掌握的技能也越来
越多。在怡康老年公寓西南
角，有个房间属特级护理区，
住着 4 位卧床失能老人，护
理员万秋丽正准备给一位老
人翻身拍背，“给老人翻身有

讲究，首先要从老人背部着
手，用手微微抬起，将老人的
双手放到不会受压的位置，
再慢慢地将身体转过来”。
她被分配照料失能老人已近
5年，在这里，翻身，喂药、鼻
饲、吸氧、吸痰等都是最基础
的技术活儿。

“持证人员的优势体现
在技能上，这样安全方面也能
多一层保障。”该公寓负责人
丁秀清说，对住在养老机构的
老年人来说，护理员是他们最
贴心、最依赖的人。护理员
的技能水平、职业素养直接
关系着老人们的晚年幸福。
有专业技能证书的养老护理
员很“抢手”。但现实情况
是，目前养老机构护理员年
龄偏大、技能有待提高，照顾
一些身体有疾病的老年人有
很大压力，养老机构时常会
出现护理员短缺情况。

23日上午9点多，位于卫
东区雷锋小学附近的悦邦家
政服务有限公司的小会议室
内座无虚席。公司负责人朱
军红正在给养老护理员们上

“老人常见病护理”培训课。
“一般的护理员月工资在

3000元左右，技术好的最高可
拿到五六千元。”朱军红介绍

说，在家政市场上，有过硬护
理技能的养老护理员十分紧
俏。对此，他们公司内部经常
会对护理员开展类似培训。

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工
作人员介绍，老有所养是一
个社会命题。让更多老年人
享有专业化护理，是实现老有
所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养老
护理员作为养老服务业中的
第一人力要素，有着广阔的发
展前景。近几年我市在养老
服务等方面一直进行积极探
索，如定期对养老机构服务
人员、社工等进行职业技能
培训，以部分街道、社区为
试点，深入推进助餐配餐、医
养结合、家政服务为一体的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新模式等。9
月23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
悉，我市正在筹备首届养老护
理职业技能大赛，以赛促训，
从而提升我市养老服务人员
的职业素养和服务技能。

养老护理员：在平凡的岗位上绽放光彩

□本报记者 李霞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

度的加深，失能、失智、独居老

人日益增多，为居家老人聘请

养老护理员或送到老年公寓

照料，成为不少家庭的选择。

那么，养老护理员好找吗？他

们日常是如何照顾老人的？

我市养老护理员市场的现状

和前景如何？连日来，记者对

此进行了走访调查。

“红薯叶吃完没？”
“快没了，下回再给你弄点。”
“剩的下面条吧！拿来我

择！”9月23日中午，在卫东区优
越路街道园丁社区 86 岁独居老
人吴大娘家，右腿受伤的她斜躺
在卧室床上，对正在厨房忙碌的
养老护理员宋海莲说。

今年 45 岁的宋海莲是湛河
区曹镇乡焦庄村人。今年 5 月
份，吴大娘不慎摔伤腿不能下床，
经人介绍，她当起了吴大娘的“贴
身保姆”。

吴大娘爱吃乡下的粮食蔬
菜，每次回家，宋海莲大兜小袋
地给老人捎来小白菜、红薯叶、
玉米面等。老人晚间频频起夜，
为方便照料，她就睡在老人卧室
大床旁边的小床上。吴大娘担
心她睡不好，有时起夜不喊她，
可她一听到老人有动静，就连忙
起身……

“不能嫌累和嫌脏，把老人
当成自己的父母照料，这是最重
要的。”宋海莲说，入行两年来，
她已经照顾过3位像吴大娘这样
的半失能老人。每天工作“足不
出户”，围着老人“打转转”：从做
饭、喂饭、打扫卫生、清洗身体到
帮助老人吸痰、量血压……刚接
触这行的时候，高强度的工作常
让她吃不消，好在她渐渐适应
了。

客厅鱼缸内，几条金鱼在水
中游弋，窗台上一株三角梅悄然
绽放……９月22日上午，走进卫
东区五一路街道康复街社区 92
岁居民罗云忠的家，客厅收拾得
整洁又温馨。

“这都是张阿姨收拾的，她天
天闲不住。”罗云忠口中的张阿姨
叫张惠兰，今年62岁的她来罗云
忠家当养老护理员已近一年。

“她勤快心细，会做家常饭，
经常蒸包子、包饺子，我爱喝手
擀面，她只要有空就给我做，我
一天两趟出去锻炼，她不放心总
跟着……”罗云忠退休前在市区
一家企业工作，自2012年起曾先
后用过 3位护理员，数张阿姨让
他和家人最满意。

伺候老人有“法宝”

9月 22日下午 2点多，
在市区诚朴路与湛北路交叉
口附近的怡康老年公寓里，
十余名养老护理员穿梭于各
个房间帮老人穿衣，推着轮
椅带老人晒太阳。

“老人进了敬老院，欢欢
乐乐度晚年，饥了有人把饭
送，渴了有人把茶端……”74
岁的郑大娘即兴为大家表演
的顺口溜《老人进了敬老
院》，收获掌声一片。

1年多前，郑大娘因病导
致右侧身体瘫痪，见平时爱
说爱笑的她情绪低落，护理

员张学梅就常跟她聊天。老
人平时爱唱戏，她就变着法
子哄她为公寓里的老人们表
演，并及时给予鼓励。当老
人身体不舒服或情绪不安
时，她陪着老人唱熟悉的戏
曲，唱着唱着，老人也会跟着
哼，忘记了病痛，心情也慢慢
好起来。

“护理老人，除要解决每
日的吃喝拉撒外，精神护理
也很重要。”张学梅笑着说。

每天 6 点起床，帮老人
穿衣洗脸，7点喂早餐，9点多
抱老人到轮椅上做康复理疗

或散步。同样的动作，一早上
需要在每位老人身上重复，之
后给老人倒茶水、打扫屋内卫
生……这是62岁的护理员郑
苏丽的工作日常。在伺候老
人方面，她也有自己的法宝
——定规矩。

“俗话说‘老换小’，照
顾老人要像照顾小孩一样，
要给他们定规矩。”郑苏丽
说，老人也爱“争宠”：比如一
个老人说渴了，紧接着其他
老人也会这个说饿了、那个
说尿了“求关注”，她便会跟
老人商量：“啥事得讲先来后

到，要不咱们按号来，先急后
缓，捡重点先解决？”

痴呆症老人的日常生活
照料难度更大。有的老人吃
两口就站起来到处走，她好
言好语哄着，一趟趟将其拉
回饭桌前；吃药时，她将药片
压碎放在温开水中，说“糖
水”来了，如果还不吃，就用
小勺在香蕉、鸡蛋糕上面挖
个洞，将药片填进去哄老人
吃；睡觉时，老人依赖她，拉
着手不让走，她坐在老人床
边，一边轻拍老人，一边讲故
事……

护理技能要求日益提高

在罗云忠家中，张惠兰陪老人在阳台上浇花。本报记者 李霞 摄

在怡康老年公寓，护理员万秋丽在帮助生活不能自理
的老人进食。本报记者 彭程 摄

将老人当亲人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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