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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工作一年晋升院长助理，有人拿到上海户籍

就业06

给机会：
放手锻炼、出国培训
年轻人来了 ， 如何用好 、

留住他们？ 养老院也在探索。
陆天一是上海城建职业学

院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

业的一名毕业生。 目前他正在
三林镇常青养老院忙着培训一

线护理员。 “护理员的培训 ，
从课程设计到实操安排， 院里
把这些事情都交给了我， 虽然
觉得有压力 ， 但也有动力 。 ”
陆天一进入养老院后， 先从护
理员做起， 各个岗位轮岗， 经
过一年多时间的打磨， 已经从
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成了院长助

理。
陆天一在学校时， 所学的

老年社会工作、 公共政策、 养
老机构经营与管理、 人力资源
管理、 老年人心理学等课程打
下了理论基础， 从大一开始在
各个养老机构实习， 又有了实
践经验， 这让他进入养老院后
立刻就能上手 ， 也扛下了挑
战。

“他还承担了夜里的行政
工作， 就是夜间小院长， 这个
时段， 养老院大大小小的事 ，
都交给了陆天一。” 常青养老
院院长潘雪慧告诉记者， 陆天
一是养老院与上海城建职业学

院校企合作以来招聘的第一个

毕业生 。 “一开始 ， 大家都
担心 ‘00 后 ’ 大学生能留得
下来吗？” 潘雪慧说 ， 事实证
明 ， 他不但可以 ， 还做得很
好。

“专业人才不能浪费 。 我
们要给机会， 让他们历练和成
长。” 潘雪慧看着年轻的陆天
一仿佛看到了过去的自己 。
2007 年 ， “80 后 ” 潘雪慧从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毕业 ，
来到上海从事养老护理员工

作。 “那时候， 工资 800 块钱
一个月， 管老人的吃喝拉撒 ，
社会地位也低， 我都不太好意
思和别人说自己是在养老院工

作的。” 潘雪慧说， 更致命的
是， 那时候自己看不到职业通
道。 “前些年， 养老院也不知
道怎么培养年轻人， 一切靠自
己。” 几度想要放弃转行 ， 但
又觉得不舍得， 潘雪慧自己去
找培训机会， 还去读了本科学
位， 去考证……

靠着一股劲儿坚持下来的

潘雪慧遇到了养老行业蓬勃发

展和社会对养老人才的重视和

支持。 养老人才的机遇来了 ，
潘雪慧希望年轻的陆天一能够

抓住。 “单靠他自己不行， 养
老院必须支持他， 才能让他不
动摇 ， 持续地在这一行干下
去。”

系统内的比赛、 智慧养老
项目、 技能提升培训……常青
养老院将这些宝贵的机会交到

了陆天一手上 ， 他也不负所
望， 快速成长。

“我们是天一的下限 ， 不
是上限， 上限还有无限可能。”
潘雪慧说， 养老院正在为陆天
一争取， 希望明年能送他去日
本培训学习， 开阔眼界， 学习
最先进的养老理念。

而在华阳路街道社区综合

为老服务中心 ， 这里的 “80
后” 职工占到了一半， 中心由
福苑养老管理 ， “85 后 ” 戴
鑫就是福苑养老派驻中心的负

责人。 工作近十年， 戴鑫见证
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了

这个行业， 公司针对年轻人有
不少培训、 团建活动， 还给予
了充分的发展空间。 “机构还
会根据员工的个人专业特长 、
工作能力给每位员工量身打造

职业规划、 提供发展空间， 探
索可行道路。” 戴鑫说。

智慧养老
为大学生提供全新舞台
当我们在讨论 “养老院拿

什么留住年轻人” 的时候， 一
个尖锐的现实问题无法回避 ：
传统的养老服务 “老三样 ”
———擦身、 喂药、 理床铺， 凭
什么能久久留住他们的心？

答案不言自明。 随着互联
网、 AI、 自媒体等新技术、 新
生事物对整个社会的全方位影

响， 养老行业正在突破体力服
务和身体护理的界限， 老年人
表达出了更多、 更高层面的精
神和心理需求。 这些新需求为
高学历大学生发挥所长提供了

全新的舞台。
福苑驻华阳路街道社区综

合为老服务中心负责人戴鑫告

诉记者， 年轻大学生的到来会
给养老机构带来更多活力 。
“年轻人让养老院有活力 、 有
朝气， 老人们看到他们就像看
到孙辈 ， 这也是一种情绪价
值。”

如今的养老机构还经常需

要借助自媒体来传播各种各样

的活动， 而那些擅长使用新媒
体的年轻人也能 “反哺” 到日
常活动中， 策划得更新颖更有
意思。

COS 世界名画的老年人 、
乘风破浪的奶奶们、 轮椅上的
露营……上海市杨浦社会福利
院就是一个典型。 由年轻人策
划的一个又一个创意活动， 为
老人们的生活带去了新鲜和快

乐 ， 也使这家养老院成了网

红， 多次登上热搜。
在智慧养老成为大趋势的

背景下， 年轻人的创新思维和
专业技术能力越来越重要， 他
们的加入无疑将推动整个行业

的升级。 戴鑫认为， “科班出
来的年轻人不仅拥有较为完备

的知识结构 、 较高的专业技
能， 而且能够快速学习、 上手
那些数字化设备， 这让他们的
职业发展也有了新的发展空

间。”
近年来， 养老行业出现了

更多的细分领域， 诸如老人陪
诊师、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康
复辅助技术咨询师等新职业 ，
需求也正越来越大。 “养老服
务行业从来都不只是 ‘伺候
人’， 它其实是一个充满爱心、
专业性强、 有发展前景的职业
形象。” 浦东新区养老服务行

业协会会长袁熙婕认为， “养
老行业看似谁都能干， 但要干
得专业、 让老人有幸福感、 让
家属放心满意， 并不是一件易
事。 这需要掌握从生理到心理
再到管理的很多知识和技能。”

下一个“王程”
会是谁，还要多久？
王程， 是上海养老护理员

中的 “明星”。 28 岁的他是上
海首位作为重点人才引进落户

的养老护理员 。 2021 年 ， 杨
浦区出台 《杨浦区养老服务护

理行业拔尖技能人才扶持激励

办法 (试行 )》， 王程凭借全国
民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养老护

理员职业竞赛的奖项、 工作期
间的突出表现等， 成为第一个
受益人。

他的存在， 让很多养老院
的外来年轻人看到了扎根在上

海这座城市的希望。 同时也激
励着养老行业里的大学生， 我
会是下一个 “王程” 吗？ 但现
实是， 在政策步子迈得更大之
前， 或许很难， 摆在年轻人面
前的职业天花板依然存在。

“在群里 ， 同学们有时候
会讨论评职称的事儿 。” 上海
城建职业学院的学生冯天麒告

诉记者， 他如果要走护理员专
技路线的话， 职称评定方面很
难， 但江苏等地已经放宽了很
多条件限制 。 “我们也很羡
慕， 不知道上海什么时候能够
跟进。”

记者了解到 ， 江苏省在
2023 年在全国率先建立养老
护理职称体系， 为养老护理人
员照亮了职业发展方向。 这一
政策将养老护理专业技术资格

作为卫生系列的二级子系列 ，
设初级、 中级、 副高级三个层
次， 对应名称依次为养老护理
师、 主管养老护理师、 副主任
养老护理师 。 在评审条件方
面， 综合考虑养老护理人才的
学历资历、 专业能力和业绩成
果， 在注重养老服务理论水平
的同时突出一线护理实绩。 在
评价标准方面， 根据养老护理
工作特点， 倡导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 突出学历条件、 护理水
平、 工作时长以及参与行业标
准制定、 项目运营管理等方面
的评价标准。

按照这个政策， 如果一位
相关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入职养

老护理行业， 其专业能力和业
绩成果都符合要求的情况下 ，
职称评审由初级到副高的年限

最快是 10 年。
“目前 ， 整个浦东区养老

护理员队伍中 ， 也只有一位
高级职称 、 十几位中级 。 评
职称还是很难的。” 潘雪慧感
叹道。

“如果上海也制定类似的
政策， 对我们这些科班出身的
养老护理人才是非常友好的 ，
职业通道打通了 ， 对我们来
说， 心就更定了。” 冯天麒说。

在上海， 护理员作为重点
人才能够引进落户 ， 突破了
先例 。 更多年轻人也在期待
着职称评定难题能够解决 ，
打破职业天花板 ， 让自己成
为下一个 “王程 ” 不再是梦
想。

养老行业拿什么留住这些年轻人？
上海已经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可以预见的是，养老行业未来对高素质大学生的需

求会越来越大。而对于手握高学历文凭的年轻人而言，他们最关注的是这个行业的发展
前景能否安放得下他们的梦想，大学生在养老院能不能实现高质量就业。
来了，能留下，才是长远。我们采访了几位已经干出了点“名堂”的大学生，也倾听了

一些年轻人的困惑。他们提出的问题，需要整个社会和养老行业正视并解答。

护理员在陪伴老人做手指操。 ■摄影 贡俊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