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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蓓 文/图

你能接受为你在医院排
队、挂号、取药的人是一个陌
生人吗？随着我国步入老龄
化社会，很多老人身边没有
子女陪伴，谁陪他们去医院
看病拿药就成了一个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陪人看病
成了一门生意，他们被称为
陪诊师。

陪诊师的实际业务不限
于陪诊，还有预约检查、取报
告、开药拿药……听上去更
像“全能跑腿”。近日，记者
采访了活跃在市区各个医院
的鹰城陪诊师杨洋，听她讲
述这个新兴的行业。

8月9日上午，在市区建设路中段
万达广场门口，记者对来往市民进行
了随机街头调查。

“我可以接受。”今年25岁的小佟
说，她是周口人，是万达广场某品牌女
装的导购员，“如果生病了自己去医
院，难免有些心酸。找朋友陪同吧，还
要请客吃饭还人情，算下来还不如找
个陪诊师划算。”同时，小佟认为，生病
的时候人比较脆弱，有个人在身边陪
着，也觉得温暖。

小李今年35岁，正是上有老下有
小的年龄。“如果我实在忙得抽不开
身，父母生病需要去医院，找个陪诊师
我还是放心的。”小李说，他认为找陪
诊师就是花钱买服务，就像吃火锅一
样，吃海底捞和吃一般的火锅，享受的
服务是不一样的。

“如果能节约时间和精力，我觉
得花点钱也值。”金女士今年 33 岁，
她扭伤脚去医院拍片，由于不了解
就诊流程，一个人跛着脚走了不少

冤枉路。听说陪诊师可以帮忙规划
就诊流程，还能“跑腿”，金女士很认
可。

在记者随机采访的10个市民中，
大部分人都能接受陪诊师，也有少数
市民表示不理解。今年55岁的张女
士说：“我生病了自己能去医院就自己
去，自己不方便去就找亲属陪着，找个
陌生人我觉得尴尬。”

张女士认为病情属于个人隐私，
贸然找个陌生人陪同，担心有风险。

随机调查 大部分受访对象愿意接受陪诊服务

8月 6日早上7点，杨洋来到
市妇幼保健院，为一位怀孕34周
准妈妈的产检作准备。“我给客户
定了早上7点 20分的网约车，我
先来帮她排队取号。”杨洋说，她
还给孕妈准备了豆浆、面包等早
餐，陪诊师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
让客户省心省力，少跑腿、省时
间。上午 11点，杨洋陪孕妈做完
了全部检查，孕妈一切安好，还有
一个检查报告需要下午取，杨洋
先送孕妈回家，下午取出报告后
送到孕妈家。半天下来，杨洋陪
诊的收费是 118元。“除去车接车
送、早餐等花费，再加上我自己的
交通费用，利润不多，就是挣个辛
苦钱。”杨洋说。

杨洋今年 29 岁，短发，皮肤
白，双眼皮大眼睛，睫毛很长，看
起来干净利落。说话的时候，杨
洋总是看着对方的眼睛，让人觉
得很真诚。8月 9日是杨洋做陪
诊师的第29天，这段时间里，她将
自己的工作拍成视频发在抖音平
台，获得了很多关注，点击量最高
的一条视频播放量有 15万多次，
也吸引了1000多名粉丝关注她。

“这个行业在平顶山还是新
兴的，我也是刚开始做这个工作，
现在接单量还不大。”杨洋说，没
有陪诊单的时候，她就跑到各大
医院转转，熟悉每个科室的位置、
就诊流程等，为以后的工作做准
备。

车接车送、准备早餐
陪诊师服务很细致

杨洋是土生土长的鹰城人，郑州
大学毕业后去了杭州工作，今年1月回
家过年，决定留在家乡。“父母年纪越
来越大了，万一有个什么事儿，我一时
半会儿回不来，作为独生女也挺焦心
的。”杨洋说，回来后，她面试了几个工
作都不理想，考虑再三，并做了大量的
市场调查后，决定做陪诊师。

“我第一次接触陪诊师是在杭
州。”杨洋说，她在杭州从事直播的幕
后工作，经常熬夜加班，有一次公司组
织体检，她的血常规参数有些异常，工
作人员建议她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在杭州的医院做检查，没有一天下不
来，但我的工作如果请假一天就会损

失500元左右，当时有些左右为难。”
她说，同事给她推荐了一个陪诊师，经
过沟通，陪诊师将她的检查排了顺序，
时间控制在半天内完成，而请假半天
不会扣工资。“当时体验很不错，只花
了不到200元。”

今年5月的一天，杨洋在一个微
信公众号下看到求助留言，一个餐馆
老板的妻子在住院，需要有人帮其拿
药、送饭，杨洋突然想到陪诊师这个行
业，便决定考察市场。

随后的一个月，杨洋一边学习如
何做一名陪诊师，一边跑到我市各大
医院观察病人的就诊情况。“我发现很
多人都是一个人去看病的，有些病人

来回跑着拿药、问诊，确实很不方便。”
杨洋说，如果有个专业的人帮病人规
划路线和就诊顺序，就能给病人带来
很多方便。看到市场的空白和潜力，
今年7月12日，杨洋正式做起陪诊师。

“第一个陪诊的病人是我同学的
妈妈。”杨洋说，她的同学在郑州工作，
母亲在叶县身体不适，同学无法赶回
来，便向她求助。当天早上7点，杨洋
接到病人，带她到市第一人民医院进
行全面检查，到下午 5 点左右结束。
帮助病人规划医疗检查路线、排队、拿
检查报告、向医生问诊、记录需要注意
的事项、拿药……一天下来，杨洋收费
228元。

市场有潜力把贴心服务带回鹰城

杨洋目前的陪诊费用是半天（4小
时）118元，全天（8小时）228元。“这个
收费我参照了上海、北京等地后制定
的，是大城市收费的一半。”杨洋说，这
个活比想象中难，而且存在风险。

目前，杨洋只接65岁以下病人的
服务，65岁以上的老人要酌情考虑，
如果是80岁以上的老人，需要有家属
陪同。“老人年纪太大，如果中途发生
意外，或者在医院里摔倒，责任谁来
负？很多事情都说不清楚。”杨洋说。

杨洋做陪诊师的视频在抖音大
火之后，她收到了不少私信，“很多
人都想做这个行业，原因都是看上
了这个行业的收入。”杨洋表示，目
前她也处于行业“小白”阶段，还在
摸索。

“市场对陪诊的需求量很大，我身
边就有很多同龄人在大城市工作，家
中老人生病了，花钱请人陪是最优选
择。让他们犹豫的是，没有一个值得
信任的机构。”在杨洋的理解中，陪诊

师付出的不仅是时间，还有专业度，比
如医生的诊断报告，陪诊师可以用通
俗的语言解释给家属，且有后续的跟
踪服务。

未来如果有可能的话，杨洋打算
注册一个专业的公司，探索更多服务
项目，进行规范化运营。“希望陪诊师
能像月嫂一样，有相关行业规范和培
训标准，让我们得到社会的认可。如
果没有相关部门的监督和行业标准的
界定，这条路很难走远。”

陪诊也有风险 期待出台行业规范

陪
诊
师
杨
洋
帮
病
人
取
检
查
报
告

帮你排队、挂号、问诊、取药……

市区初现陪诊师，你能接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