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显现，给养老服务
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潜力。为了激活了培育
市场，我市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从
土地与规划、税费优惠、财政补贴、金融信
贷、收费价格、养老服务队伍建设等方面加
强政策支持，引导各种所有制投资主体进入
养老服务领域，推动形成了一批具有知名品
牌和较强竞争力的养老机构。

对于社会办养老机构，我市按照新增床
位数给予一次性建设补贴。养老机构自建房
屋新增床位、改扩建新增床位、租赁房屋新
增床位分别可以获得每个床位 3000 元、
2000 元、1000 元的补贴。同时，本地户籍
老人入住 6 个月以上的，按照自理、半护
理、全护理三种类型，养老机构每月还能获
得每床位60元、80元、100元的运营补贴。
对于社会投资主体建设的城区社区日间照料
中心和农村幸福院，我市也分别给予了 10
万元和3万元至6万元的一次性建设补贴。

此外，我市还对愿意从事养老护理工作
的人员实行免费培训，市财政每年列支不低
于 20 万元的专项培训经费纳入市财政预
算；对取得养老护理职业资格证书并在社会
办养老机构从事养老护理工作满六个月以上
的人员，按照高级、中级、初级不同等级，
分别给予每人每月150元、100元、50元的
补贴。

在政策的推动下，社会养老机构的发展
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目前，我市养老院已
达 30 家，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较两年前有
了显著提高。然而，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
从业人员的短缺问题也日益显现，许多社会
养老机构面临着招不到人的困境，使人们对
行业发展的后劲多了一份担忧。

根据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的一项研究，
至 2020 年，中国的半失能老人将达到 6852
万至 7590 万，失能老人达到 599 万至 674
万，养老护工岗位则应达到 657 万至 731
万。据此研究估测，目前中国的养老护工缺
口在300万至500万人。新增老年护工的流
失率为40%至50%，养老行业用工荒在全国
各地上演。

如何才能解决目前民营养老院护工短缺
的现状？对此，怡和老年公寓负责人吴海娟
表示，提高护工待遇、拓宽招聘渠道都是有
效措施。“如果在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的基
础上，并大规模、高频率地对养老护工进行
免费培训，也许能够使整个护工队伍呈现年
轻化和稳定性。”她说，政府购买公益性岗
位同时，养老院与卫校签订分配协议，可多
层面使护工群体更受社会关注，提高其社会
地位及收入，同时呈现竞争机制、比拼服务
意识，增强这个群体的整体水平。让养老机
构能够留住人，更好地为老人提供服务。

多管齐下
壮大护工队伍

在许多老年公寓，护工不仅招聘难，现
有护工的年龄层次也存在着偏大的现象，甚
至有些护工本身也是老人。

60岁的郭动芬是驻马店市西平县人，八
年前，她从老家来到我市打工，在怡和老年
公寓当了一名护工。八年来，她除了农忙时
回趟老家，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老年
公寓里。在这里，工作是单调而重复的。每
天早晨五点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为夜间不
方便上厕所的老人们清理尿罐。有的老人生
活不能自理，随时会拉在床上，她要及时为
他们擦洗粪便。相比之下，洗衣做饭已经算
是一天中最轻松的工作了。可是即便白天再

忙，她晚上也不能熟睡，一夜要巡视 3 次。
然而，工作虽然单调，却一点也不简单。有
的老人长期卧床，心理上容易出现情绪波
动。为了防止他们生褥疮，郭动芬时常要为
他们翻身，一些老人并不配合，还把情绪都
发泄在她身上。这时候，她都要耐心地边工
作边逗老人，帮助他们消除不良情绪。

也有的年轻护工来了没多久就不干了，
他们对于郭动芬这种大龄护工的吃苦耐劳程
度感到惊讶，郭动芬却觉得年轻人没吃过
苦，所以受不了这个罪。她对记者说：“有
的人是怕累，身体熬不住，有的人是怕脏，
看到粪便就干呕。之前有年轻人就说过，这

活儿给一万元也不干。我是年纪大了，形象
也不好，干保姆没人要，没办法只好干这个
了。”

说归说，两年前，郭动芬把老伴彭付金
也叫来，一起干起了护工。他们希望能够通
过工作减轻些子女的负担，可是他们却从没
有把自己的工作内容向子女提起，因为怕他
们知道了担心。

大龄、高龄护工们虽然吃苦耐劳、经验
丰富，但养老服务业的未来发展迫切需要年
轻人加入。政府虽然实行了免费培训等政
策，但相比快递员、送餐员等工作，护工的
付出与所得实在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

招不到人 护工年龄普遍偏大

刘翠萍是福寿园老年公寓的副院长，自
该公寓2013年成立至今，她已在此工作了近
四个年头。在她看来，招聘护理人员是公寓
面临的一大困难。

“有一次我们招了8个人，不到半天就走
了4个，第二天全走了。即使有的人选择了
留下，但坚持下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照
顾老人吃喝拉撒非常辛苦，许多人干得了一
时，过段时间找到更合适的工作，或是家里
有什么事情，也就离开了。”刘翠萍告诉记
者。

福寿园老年公寓目前入住84位老人，护
理人员26名。刘翠萍作为管理人员，人手紧

缺时，她也不得不亲自顶上。她认为，留不
住人的原因是因为工资太低了。“我们的护理
人员年龄在40岁至60岁之间，大多上有老下
有小，一个月拿2000元左右的工资，干着这
样的活儿，确实不高。”刘翠平说。但是，虽
明知症结所在，公寓每月微薄的利润却无力
支撑更高的劳动力成本。她向记者介绍，除
去餐饮费、水电费、护理员工资、机器维修
费等，也只有靠着政府的补贴，公寓才勉强
盈利。她认为，目前通过提高收费来创收并
不可行，最大的期望就是政府能够加大扶持
力度。

招聘难的问题在已有十年历史的阳光老

年公寓同样存在。院长石万周向记者介绍，
在开业的前三年，公寓里只住着 6 位老人，
如今已接近 100 人，由 25 名护工负责照顾。
这些护工年龄都在40岁以上，大多来自周边
乡村，流动性很大。为了招到合适的人，石
万周试遍了家政公司、劳务市场、朋友介绍
等方式，效果都不理想。

“这些年，住养老院的老人是越来越多
了，招聘护工也越来越难了。根本的原因还
是干这行回报太低，图赚钱的都离开了，想
坚持下来，没有点爱心真不行。我觉得，目
前只有政府加大扶持力度，才能帮我们解决
这一问题。”石万周说。

流动性大 收入没有吸引力

工作辛苦 待遇不高 不受尊重

养老护工短缺 难题如何破解

作为全国养老服务业
综合改革试点市，近年
来，我市对养老服务业
给予大力政策支持，为
养老服务业发展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机遇。然
而，记者近日走访市区
多家养老公寓发现，因
为工作脏苦累、待遇低
等原因，护工招聘难如
今成了社会养老机构普
遍头疼的难题。要解决
这一问题，需要方方面
面的共同努力。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杨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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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低、工作太辛苦，护工的这两大
特 点 已 经 足 以 把 许 多 求 职 者 拒 之 千 里
了 ， 可 是 ， 一 些 坚 守 下 来 的护工还要面
对另外一种阻碍——那些异样的眼光和无理
的呵斥。

48 岁的李香梅干护工已有两年，她坦
言，虽然工作非常辛苦，但她感到很快乐，
因为她喜欢和老人们相处。对于她的工作，
家人还算支持，可是身边一些朋友却非常不
解。“有人替我不值，觉得我年纪也不大，劝
我干点别的。也有人当面不说，心里觉得这

工作给人端屎端尿、擦洗身子，实在是丢
人。”李香梅说，“其实我也不理解，为什么
护士都被称为白衣天使了，我们怎么就丢人
了呢？”

说起社会上一些人对护工戴着有色眼镜
的看法，57 岁的谷水荷也是一肚子的委屈，
可是在她八年的护工生涯中，最让她感到委
屈的，是来自护理对象家属的不理解，甚至
是呵斥。谷水荷说：“有时候，一些老人的气
色不好，或是瘦了，他们的子女就会责怪我
们没有照顾好。甚至有的人根本不听解释，

张口就骂，说‘你不就是一个伺候人的
吗，有什么了不起’。”在这种情况下，谷
水荷只有默默地承受，可是她告诉记者，她
相信，自己虽然没有多么了不起，但是她对
工作的付出无愧于心，她就不比任何人低上
一等。

“养老护工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
而且又脏又累，工资待遇差，社会认同度
低，这样恶劣的现实状况是很难吸引到专
业人才的。”市区一家老年公寓院长如是
说。

又脏又苦 经常受到歧视 河南省民政厅近日出台 《河南省养老
领域社会工作规范（试行）》，在社会工作
专业流程及方法方面，针对养老服务各个
环节的特点都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导
意见。其中规定，养老机构每100名老人应
配备至少一名社会工作者，社区每200名老
人应配备至少一名社会工作者。

河南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文件
的出台有助于推动河南省养老领域专业社
会工作的发展，强化养老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队伍建设，提高专业社会工作在养老领
域的标准化水平，并将进一步激发社会组
织对养老领域社会工作服务的活力。

据新华社

河南：
养老机构每100名老人
至少配备一名社工

天冷了，每天用热水给老人洗脚是郭动芬必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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