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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钱请人陪诊，
你愿意吗？

一个人去医院

看病时，你愿意花钱

请职业陪诊师吗？

近年来，由于老

年人不熟悉智能设

备、年轻人工作太忙

没空跑医院、害怕独

自一人看病等现象

越来越普遍，陪人看

病、替人取药、帮人

问诊等一系列明码

标价的陪诊服务在

各大城市兴起。陪

诊师这一新兴职业

应运而生，不少人涌

入其中。

“陪诊师”究竟

是一份怎样的工

作？记者带你走近

在南海陪诊的“临时

家属”，了解他们的

工作状态以及对行

业未来发展的期待。

一年前，阿win的身份还

是一名教育机构老师。因为见

过朋友独自看病的难处，以及

看好陪诊师的工作前景，她选

择成为一名职业陪诊师。这份

工作也意外地帮她接触到许多

不同的人生。

11月的一天，阿win接到

“订单”，客户是家在桂城的77
岁老人许伯。据了解，许伯经

常要去医院洗肾，但其独生女

因工作繁忙无暇前来，只能聘

请陪诊师帮忙。

这不是阿win第一次服

务许伯。每次与许伯见面，她

都尝试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关

切。往返医院的路上，她总是

认真倾听许伯的生活琐事，例

如吃了什么好吃的、邻里间的

趣闻等。同时，她也会把自己

的生活分享给老人。

“老人家就像小孩子，很希

望有人和他说话。”阿win认

为，一名合格的陪诊师，绝不只

是帮助顾客处理就医琐事，更

需要做好情绪上的陪伴。

“现在医院的人都以为我是

许伯的女儿。”陪诊过程中，阿

win扮演了一部分“家人”的角

色。前往医院路上，许伯和妻子

斗嘴，她会在旁调解。遇到许伯

身体不适时，她会握住老人颤抖

的手腕，轻声疏导：“深呼吸，转

移注意力，伯伯。”等待排队时，

她会时刻关注老人情况，包里常

备饮用水、应急药物等。同时，

就诊的每个环节她都会拍摄照

片、视频，不时传给许伯的女儿

观看。

完成许伯的陪诊后，阿

win和公司的几名陪诊师相

约在一起，互相交流当天的陪

诊情况和心得。“每次交流都

可以熟悉更多科室的流程和

情况，工作起来更熟练。”阿

win说。

“陪诊师不是不需要门槛，

我们也是下了很多苦功的。”除

了定期交流陪诊心得，为成为

一名合格的陪诊师，阿win还

特意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跑

遍各大医院，熟悉各科室的就

诊流程，了解患者就诊过程中

常遇到的问题。非医学专业出

身的她，还要学习各种医疗相

关知识，以应对不同情况的病

人。她感慨道：“陪诊绝不只是

一个跑腿的活。”

扮演老年人“临时家属”
不只是一个跑腿的活

在阿win的经历中，陪诊项目

所服务的人群，主要有儿女不在身

侧的中老年人、腿脚不方便的病

人、从外地来广佛求医的病患。还

有一种情况——单纯不愿意一个

人到医院看病。

作为一名宝妈，霞女是不少母

婴群里的活跃分子。一天，群里冒

出这样一条消息：“明天要自己一

个人去产检，寻求一位有经验的宝

妈陪同，有偿。”

“一个人去产检”这句话触动

了霞女。怀孕时，因为丈夫工作

忙，她几乎都是独自去医院产检，

“看着旁边的孕妇有人陪着就会羡

慕，哪怕有个人说说话也是好的。”

于是，2021年底生产后不久，霞女

就开始着手做陪诊师的相关准备。

很快，霞女便迎来了她的第一

位客户思敏（化名）。看到思敏的

消息时，霞女正好结束短暂的培

训，成为一名兼职陪诊师。通过在

群里回应、互加好友，霞女和思敏

约好了第二天碰面的时间地点。

次日，距离约定时间还有30
分钟，霞女就已经来到南海妇幼保

健院“踩点”。虽说她怀孕期间常

到这检查，但她依然严谨地先走了

一遍流程。

“事实上，那次产检我一点忙

都没帮上。”霞女发现，思敏的需求

确实只有“陪同”，并不需要她帮忙

张罗什么。甚至第一次陪诊的她，

还稍显紧张。她们等了两轮都没

坐上电梯，思敏小声建议，走楼梯

会更快。霞女反应过来，局促地往

左边走去，没两步又折了回来，因

为楼梯在右边。

服务过程中，霞女了解到思敏

夫妇都是成都人，老公临时被安排

出差，两人在南海没有亲人，害怕

孤独又不想劳烦朋友，于是才找了

陪诊。

霞女说，自己做陪诊师前，以

为点单的会是老年人居多，但从事

这行后发现，购买服务的年轻人占

比超6成，尤以女性居多，“有些年

轻人独自在这里打拼，害怕自己来

医院；有的年轻人做胃镜、肠镜等

需要全麻，希望出来后有人等着他

们。”

“自己感受过那种孤独，所以

想成为‘打破孤独的人’。”陪诊过

程中，霞女总是耐心地和客户聊一

些家长里短，通过这样的方式，弱

化自己的陪诊师身份，和患者像朋

友、亲人一样相处。“希望能最大程

度减轻他们的孤独感。”

购买陪诊服务
年轻人占比超6成

自陪诊师进入大众视野后，

一些报道为这一职业打上“月薪

过万”的标签，然而多名受访者表

示，绝大多数陪诊师挣不了这么

多。钳制收入的主要是获客渠

道。对陪诊师行业来说，如何培

育消费者习惯、打开市场还是一

个难题。

目前，阿win已成立了公司

“乐善姐妹”，有四位全职员工。

她还开设了陪诊师付费课堂，现

在已培训了二十多位学员。平

时，她还会通过视频号分享陪诊

经历和就医省时攻略，进一步提

高市场知名度，由此来获取客源。

“希望下一步可以成功打造

个人 IP，扩大影响力，与家政、银

行、保险等企业合作。”谈及未来，

阿win充满干劲。但这个行业是

否完全“光明”？

佛山市家政协会会长刘秉坤

认为，陪诊师是服务业发展到一

定阶段后的细分职业，是一种商

业性的新服务方式。但目前陪诊

师尚未成为人社部认证的职业，

准入门槛和行业规范皆无从谈

起，对服务双方都存在一定风

险。“病人在送诊过程中可能身体

会出状况，陪诊师没有经过规范

训练就会产生风险。所以我们需

要一个管理规范，或者法律合同

来保证陪诊师的权利及责任。”

不少从业者已觉察到了这一

风险。霞女就打算去考一张红十

字会颁发的救护员证，更好地应

对客户发生的意外情况。

而阿win在正式陪诊前，会

提供一份合同给服务购买者。其

中提到，“乙方的服务范围只包括

为甲方提供医疗咨询、预约和引

导服务，乙方不参与任何医疗活

动（包括但不限于身体检查、疾病

治疗、治疗方案制定、手术和处方

开具等）。”

刘秉坤也表示，如今不少佛

山家政公司开始提供陪诊服务，

作为行业协会也在不断关注其他

城市的“他山之石”，将制定适合

佛山本地陪诊师从业规范提上日

程。

服务双方存风险
新职业亟需更“职业”

职业陪诊师兴起,带你走近
在南海陪诊的“临时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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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诊师与护士沟通，记录好医嘱。 ■医院里各科室门前排满了看病的人。

■老人群体是陪诊师的潜在顾客。

■陪诊师更多时候要充当“临时家属”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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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陪诊师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