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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访
独生子女，自小便是家中“独宠”。随着时光流逝，父母年过花甲、渐入古稀，

独生子女的压力日渐凸显。在豆瓣有一个“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交流”小组，里面

有八万多个独生子女正在抱团互助、惺惺相惜。“该不该为赡养父母而放弃自己

的梦想”“爸妈排斥养老院该怎么办”“身在海外，父母养老真是进退两难”……无

数人发帖求助，期盼着能在评论区分享经验、支招解答。当然，也有人只是单纯

想宣泄情绪、释放压力，渴望寻求共鸣与心理上的一丝安慰。

为进一步了解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困境，笔者梳理小组内的“求助类”信息

发现，“独一代”普遍面临四大养老痛点。

照料难题
假期“透支”后她面临抉择

在“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交流”小组求
助类信息中，最寻常和占比最高的便是照
料难题。其中，又可细分为对父母的日常
护理和病中照护。众多帖子中，“不知道”

“怎么办”“如何”等字眼深深地透露出求
助者的无力。

“父母同时生病，这就是我 2023年的
春节。”1 月 18 日，网友 momo 在小组中
发布了一条帖子。自工作后，momo 一
直与父母异地，年关将近，本想早早地赶
回家与父母团圆，没承想，返乡的第一站
就是医院。

年前，momo的母亲突发疾病，momo
的父亲也因此受到刺激。交费、问诊、开
药……momo小小的身影孤单地在偌大的
医院里来回穿梭，看着病床上疼痛难忍的
母亲，再看看面前情绪激动的父亲，她感
到心力交瘁。

“我还在等待母亲的体检报告，医生
说是食道某部分有增生，我真的好怕。”
momo在帖子里这样写道。那一刻，momo
觉得整个世界仿佛就只剩下她一个人，这
份沉甸甸的责任突然降临，momo有些手
足无措。

她不知道自己能撑多久，更不知道等
过了年假期“透支”后，她该回到大城市工
作，还是留在小县城陪父母。

四老赡养
该不该送父母去养老院成了无解问题

据调查，第一代独生子女大多已经进入
婚育阶段，他们所组成的家庭也呈现出典型
的“双独”家庭结构，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奔波
于四位老人、孩子与工作之间，在时间与精

力不允许的情况下，如何赡养父母？养老院
无疑成为备选。然而时至今日，“养儿防老”
的思想仍在一部分老人心中扎根，对于养老
院的误解与偏见仍然存在。

两年前，迪克的母亲确诊帕金森病。
起初，病情尚可控制，母亲的日常起居由
父亲一人伺候。但近几周，母亲的病情开
始恶化，手脚越发不听使唤，迪克的父亲
则焦虑到彻夜失眠，甚至“唤醒”了20年前
的老病根——抑郁症。

迪克的父母双双入院，不过，父亲去
的是精神专科医院，无法再看护母亲。
迪克和妻子都是独生子女，二人既要工
作，同时还要照顾两个孩子，迪克的岳
父岳母身体也不好，无奈，母亲只能暂
时拜托亲戚陪护。

眼看住院期间母亲的病情并未得
到多大改善，迪克早早地开始为出院后
谁来照顾母亲做打算。“我们只想到了
老人最讨厌的名词——养老院。”仅仅这
样想了一下，迪克的心里就充斥着无限
放大的愧疚感。

既要保住工作，还要每天接送孩子上
下学、辅导功课，同时还要去医院照顾父
母，迪克觉得这不现实。就算是请亲戚，
也只能麻烦人家短时间内帮帮忙，请保姆
又不放心，不管怎么考虑，养老院都是没
有办法的办法。

但当迪克心平气和地告诉母亲想送
她去养老院时，母亲的态度坚定而强硬，

“不去，去了就活不长了。”迪克的心里无
比难受，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个
问题进入了无解境地……

异国养老
和丈夫决定回国是双赢的选择

独生子女的父母养老本就不易，拉长

的时空距离则让问题变
得更加艰难，把父母接到
身边也好，回到父母身边
也好，对于漂泊海外的子
女来说，在亲情与责任、
前途与梦想之间做抉择
都是进退两难的。

Annie是个85后。2014
年，她前往加拿大完成硕
博连读学业。 2021 年，
Annie 完成学业后回国。
这些年，由于学业繁重再
加上其他因素影响，她只
回国探亲了四次。

而这仅有的几次探
亲，她明显有着不一样的

感受。头一次回家，和在大学本科时放
寒暑假的情形差不多，回家就是当爸妈
的小公主，Annie还可以毫无顾忌地约朋
友吃喝玩乐，“常回家看看”也只是停留
在“看看”。2018年结婚后，Annie从做女
儿到成为妻子，由小家庭跳到大家庭，
Annie一夜间背负起了更多的责任。

Annie的丈夫也是独生子，已在国外
工作七八年。成家以后，他们开始更加
认真地规划，未来要如何赡养四位老
人？他们曾考虑过让父母移民，把他们
接到身边，但现实中，父母难以满足加
拿大的移民要求，而且，Annie 所在的地
区是加拿大的二线城市，城市基建和社
会环境各方面并不发达，加上语言不
通，Annie 的父母曾明确表示不喜欢这
座陌生的小城。“他们更喜欢温哥华，主
要原因是那边讲中文的人多，有归属
感。”Annie 说，无论如何，让父母移民都
不是最优解。

与此同时，身边同事和朋友们的经历
也给 Annie 敲响了警钟。她有两个朋友
在国外，她们的父亲分别因为车祸、癌症
离世，遗憾的是，她们都没能赶回来见父
亲最后一面。“父母老了，如果我仍留在国
外发展，以后真的不会后悔吗？”Annie在
心里反复地问自己。Annie在心里算了一
笔账，如果父母有任何突发情况，她即使
立马预订最早的一班飞机，加上几次转
机，来到父母身边至少需要耗费 20个小
时。这样的距离对她来说实在太远了。

经过反复权衡，Annie和丈夫决定一
起回国发展。Annie是生物医药学博士，
国内相关产业刚好处于蓬勃发展阶段，因
此，回国对她来说是双赢。而她的丈夫却
不同。不过，他们从未后悔回国，“有失有
得，我们现在照顾父母更加方便了，同时，

老人也可以帮我们带带孩子，回国后的生
活幸福度还是很高的。”

反向教育
渐渐掌握与母亲相处的“通关密码”

当父母变成老顽童、老小孩，迷上短
视频、爱喝酒、戒不掉烟时，做子女的该怎
样做才能让他们变得更好？不知不觉，
在与父母的教育角色颠倒后，这些“反
向”教育问题，也开始成为“独一代”的一
大养老“痛点”。

2022年年末，melody偶然间发现母亲
迷上了“消消乐”游戏，白天一玩就是几个
小时，直到精力耗尽，才肯歇息一会儿。

有天深夜一点多，melody起夜时发现
母亲的房间仍亮着灯，当门缝里传出游戏
音效，melody的心顿时收紧了。母亲血糖
偏高，melody自认为不能再任由母亲“挑
灯夜玩”，她当即以强硬的态度质问母亲
为何还不赶紧休息。话音落地，母亲的自
尊心仿佛受到了重击，把手机狠狠地从床
上摔到了地板上。melody也情绪失控，而
后对母亲又是一通说教指责，离开时，她
重重地关上了房门。

深知无法以现有的方式让母亲知道
自己的心意，melody把希望寄托于第三方
视角的建议上。那天凌晨，她在豆瓣小组
中发帖讲述了这件事，没想到，帖子热度
上升很快。“我以为大家会更多地与我共
情，没想到多数人是站在了母亲一边。”
melody说。

有的网友建议她给母亲换上不伤眼
的LED屏幕手机，有的网友建议她平时多
陪母亲遛弯、逛街，转移注意力。众多回
复中，还有一条令她深受触动甚至是震
撼,留言：“不要认为今天你以母亲过去对
待你的方式去对待她就是理所应当的。”
melody说，这短短的一句话道破了她的心
理现实，那天晚上，她再次进行了自我审
视与反思。

第二天，当 melody 再次走进母亲的
房间时，一改往日的强势态度，切换成撒
娇的语气哄着母亲说：“如果你开心，我
不会像从前一样反对你玩游戏。但你血
糖高，熬夜肯定会让我担心，所以希望你
尽量早点睡。”melody甚至还夸母亲一路
通关特别厉害，并给母亲来了一个拥抱。
melody感受到母亲的惊讶，不过母亲也确
实“吃这一套”。

这几天，melody有些欣慰地发现，晚
上 12点左右，母亲房间的灯会准时熄灭。
她觉得也许自己，正在渐渐掌握与母亲相
处的通关密码。 （据北京青年报）

家政升级家政升级、、科技护理科技护理
医养结合助力医养结合助力““独子养老独子养老””

据统计，从1980年
到2020年，我国独生子
女数量已超过了 1.8
亿。独子养老，可能是
这一代人面临的前所
未有的困境。为更加透彻深入地了解独生子女面临
的养老问题及其对应的解决方案，以及未来养老发
展的方向，笔者采访了专注中老年创新商业研究的
AgeClub内容负责人刘一诺。

在您看来，独子养老的主要困境和痛点有哪些？
刘一诺：现在独生子女给父母养老的一个核心问

题其实还是健康问题。过往，大家对饮食干预和健康
生活方式的普及没有做到位，在缺乏健康储备的情况
下，导致很多疾病在中老年阶段暴发出来，这样会加
剧很多家庭的养老压力。

其次是国内养老市场的发展与需求相比相对来
说仍滞后。对老人的照护却是一个长期、复杂、情况
非常多变的过程。总的来看，目前家政行业的市场成
熟度还是不够。

再次是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比如孤独感、抑郁
症。这些心理问题可以让老年人通过社会参与、社交
活动来排解。

针对以上问题，目前的解决方案有哪些？
刘一诺：家政层面，像助浴等上门护理服务已经

开始慢慢涌现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洗澡机、血氧
仪、防走失仪器、防跌倒等智能的监测设备等产品也
在走进家庭消费，科技带来的普惠既让老年人的护理
更加便捷，也分担了独生子女的焦虑情绪。

此外，有的保险公司会与健身房等机构合作，把
上门照护类产品也集成到保险当中。有的保险公司
在卖保险的同时附带了多种对老年人的照护类和健
康监督类服务，保单生效以后，客户就可以享受这些
附带服务，这也是一种一举两得的解决办法。

据您的了解和观察，我国未来可能有怎样的养老
新动向？

刘一诺：在一些普通的养老院，在特殊情况下，很
多老年人可能没有机会使用呼吸机等医疗设备，而有
医养结合背景的养老院，在保证床位相对宽裕的情况
下，老年人还能够接受比较专业的医疗照护、健康监
测。因此，未来，国内有医养结合背景或者有医疗资
源的养老院发展空间可能会更大。

另外，此前很多地区已经在统计当地中老年人的
基础病情况。基于这种大规模的、广泛的数据统计，
能够更好地对老年人进行健康维度的梳理，也就意味
着未来可能会出现一系列分级的、更精准化的诊疗。
包括医院建设，去年很多医院专门设立了老年科或是
老年医学科，进行分级诊疗。这项举措不仅能让患者
更好地分流，进行更加精准的分级诊疗，同时也能释
放更多的医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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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诊师为什么火了？

近年来，各大城市兴起了一种新型自由职
业——陪诊师。低门槛、不需要从业资格证明、
不要求医学知识背景，陪诊师是份怎样的工
作？新型职业有哪些行业问题需要注意？

消耗体力和时间的事
都由他们代劳

29岁的胡青独自在北京工作 6年了，50多
岁的父母远在老家哈尔滨。

2022年，患有横纹肌溶解症的母亲需要到
医院进行检查。正巧，胡青在朋友圈了解到陪
诊师这一职业，因为担心父母年纪大了，在医院
长时间检查过于辛苦，她便花了大半个月时间
寻找合适的陪诊师。

胡青坦言，第一次找陪诊服务的时候有些
犹豫，又不想麻烦亲戚。“找亲戚帮忙还挺欠人
情的，思来想去，能花钱解决的事情还是不要麻
烦别人了吧。”

胡青找到一位兼职的宝妈，因为怕父母舍
不得花钱，就谎称陪诊师是自己的同学。早上，
陪诊师便将父母接到了医院，取号、排队、取片

子……中间的等待都由陪诊师代劳，父母中途
就回家休息了。

在医生做完诊断、开药之后，陪诊师帮忙
取药并邮寄到家，胡青悬着的心也落了下来。
对于陪诊服务，她认为现在医院科室划分细
致，智能设备更新较快，这一点对老年人就诊
很不友好。

“老年人现在就诊难度不小，而且如果是异
地就诊，不仅需要一边排队一边照顾行李，还有
可能跑错路。”胡青表示，陪诊师可以帮助解决
上述问题，尤其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病人就不
再需要做排队、挂号等一些消耗体力的事情。

长春的姜先生此前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同
样是在2022年，因母亲患有甲状腺结节，需要到
医院就诊，他了解到陪诊师这一职业。于是，姜
先生找到 5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成立了安顺
陪诊工作室。

他表示，就诊服务一般面向老人、异地就业
的独居青年以及因进行特殊检查而无法自由行
动的病人，但不接收急性或恶性疾病病人的单
子。陪诊师主要提供挂号、取药等服务，不会提

供具体挂号科室的资源，不干涉客户个人选择。
“黄牛提供资源，我们提供服务。”姜先

生说。

没有专业的职业规范
陪诊也会遇到病患纠纷

从事互联网产品开发的黄先生在2022年成
立了91陪诊平台，平台主要负责陪诊师的招录、
培训。目前他所招录的陪诊师年龄大多为30到
40岁的中青年。

他说，根据市场调查，目前社会对于陪诊师
的需求很大，但实际下单的人却很少。“很多自
媒体说陪诊师轻轻松松月入过万，但根据我们
的调查，陪诊师接单很零散且没有客源保障，不
仅赚得不多，还有可能倒贴钱。”

据了解，陪诊师收费主要分为两种：按小时
和按天计费，不同城市的医疗体系各有差别，收
费标准也多由陪诊师自定。同时，行业内也少
有统一、规范的职业培训。

对于是否需要必备一些医学知识，行业
内则有不同看法。黄先生认为，目前行业正
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要求医学背景知识会提
升人力成本。

姜先生则表示，心理疏导和心脏复苏等急
救知识对于陪诊师来说是必要的。在他看来，
陪诊师不仅要帮助病人理解、遵照医嘱，还需要
给予他们心灵上的安慰。同时，陪诊师也应学
习一些护理技能。

姜先生说，他的工作室曾在凌晨 3点接待
了一位 40多岁的独居病人。患者在家时被柜
子砸伤，腿部骨折。起初，工作室也犹豫过要
不要接单。但在交谈中姜先生了解到，病人是
一名孤独症患者，身边没有亲人在，希望陪诊
师能够帮助自己就医。

工作室还是答应了病人。住院一个多月
来，病人的亲人从未出现。工作室的几位陪诊
师轮流去医院陪护，有的同事还在自己家里做
好了饭带过去。

然而，当病人出院后在家休养时，家属却
找上门来。他们认为是陪诊师照顾不周，导致
病人出现术后康复慢、腿部恢复不到理想状态
等问题。

“他们找上来的时候，我们心里其实挺复杂
的，毕竟确实是很用心地在照顾客户了。后来
我们也出示了相关材料，请来了律师，患者家属
这才罢休。”

姜先生回忆说，虽然在此过程中，家属声称
是陪诊师的责任，但病人一直坚持为他们说
话。“别管我家里人怎么说、怎么做。你们对我
照顾得已经很好了，谢谢你们。”病人曾对工作
室同事这样说道。

行业缺乏准入规范和职业培训
亟待医院合作和市场监管

事实上，早在2015年前后，市面上就曾出现
过 e陪诊、安心陪诊等平台，也均获得过上千万

融资，只是后续发展不如人意。
目前，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向社会公

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2022年版）》中，“陪诊师”这一职业尚未被收
录在内。

但在 2020年 6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等多个部门联合发布了9个新职业信息，其中对

“社群健康助理员”的工作内容描述为：为社群
成员提供健康探访、体检、就诊、转诊等代理或
陪护服务；为患者提供预约挂号、缴费、取药、办
理住院手续等协助服务。

姜先生认为，陪诊服务处于发展初期，缺
乏统一、专业的行业规范，陪诊师不仅会被误
认为是黄牛，而且还会受到黄牛的骚扰。他就
曾多次在半夜受到黄牛的轮番信息轰炸，“给
我发微信、打电话，说我挡人财路了，很多话
说得很难听”。

谈及未来如何发展，一方面，他希望陪诊行
业逐渐发展壮大，能够获得专业的职业资格认
证，请专业人士鉴定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陪诊
师；另一方面，他认为还应加强市场监管，打击
那些打着陪诊师名号却行黄牛之实的行为。

河南省某医院普外科陈医生则表示，陪诊
师和医院护工不同。护工由医院培训，负责病
人术后照料。而目前的陪诊服务需要和医院建
立合作，通过统一和专业的培训，让陪诊师了解
医院的就医流程、科室分类、就诊方向等，才能
让陪诊服务更规范化。 （据中新网）

陪人看病、替人取药、帮人问诊……一系列服务明码标价，
面向独居老人和城市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