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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家信得过的陪诊公司为何这
么难？记者查询发现，陪诊服务其实
早在20年前的新闻报道中就出现过，
但始终未能形成气候。而到了2015
年左右，陪诊服务市场迎来了一波发
展小高潮，市面上出现了多家获得融
资的陪诊公司，但在一两年之后大多
就不见了踪影。

袁俊秀表示，从他所在公司的经
验来看，陪诊服务也经历了一个由多
转少的过程。“2016年西城区开始做失
能补贴的试点，每月400元的补贴只
能用于购买各类服务，若当月没有用
完，下个月就清零了，那时候用陪诊服
务的老人比现在要多一些。”

而到了2019年，市级失能补贴开
始发放，数额提升到每月600元，且使
用范围拓宽，不仅可以购买服务，还能
购买尿不湿等老年护理产品。“有的老
人比较仔细，会掂量这个钱怎么花。
再加上疫情以来一些入户服务也暂停
了一段时间，冲击了陪同就诊服务的

需求。”
如果抛开失能补贴，有意愿去购

买陪诊服务的老人就更少了。有业内
人士告诉记者，其中一个原因是陪诊
服务的价格普遍超出老人家庭的承受
能力，另外市民对这项服务的了解也
很少，所以业务量并不大。“有些陪诊
服务，是作为银行、保险公司购买服务
中的一项而存在的，更多的陪诊服务
是互联网+护理平台提供。这些护理
平台，主业是上门护理服务，陪诊只是
其中一项。据我了解，仅靠陪诊，平台
是很难存活的。”

目前，针对陪诊这个“年头很久”
但又“发展有限”的行业，还没有相关
的行业规范进行约束，从业者也处于

“随意上岗”的状态，谁都能当陪诊
员。袁俊秀表示，体验过服务的老人，
给出的反馈还是很好的。在老龄化愈
发严峻的当下，可以围绕陪同就诊做
一些行业层面的完善工作，让老人在
有需要时多一种选择。 （北晚）

收费是不是偏高？陪诊员是否专业？好些问题待解决——

陪诊服务有需求不叫座

老人去医院不熟悉就诊流程，子女又不在身边，怎么办？近
日，一名26岁女孩当“陪诊员”陪老人看病的新闻，让人似乎眼前
一亮。

记者调查发现，陪诊服务早在多年前就已在北京出现，但始
终没能形成规模。虽然部分老人确实有陪诊需求，但陪诊半天动
辄三五百元的服务价格还是让不少人望而却步。同时因为陪诊
行业欠缺规范，从事陪诊业务的公司也良莠不齐。

“您放心，我陪着您。”一辆开
往医院的专车上，韩护士轻声安慰
着身旁的梁老。老人虽然没法用
语言回应，但也努力点了点头。

梁老今年76岁，是脑梗后遗
症患者，长期卧床，属于半失能状
态。去医院之前，女儿提前通过

“金牌护士”APP预约了车接车送
的陪诊服务，从患者出家门到回家
进屋门，收费是598元。

陪伴老人的韩护士，此前曾
在三甲医院工作 20 多年，目前
是这家平台的专职护士。在她
随身带的背包里，放着各种医疗
应急用品。看诊需要的病历材
料，她也早就与梁老家人沟通准
备好。她有长期工作积累下的
看诊经验，先做什么、再做什么、
怎么跟医生交流。老人到达医
院的时间是早晨8点半，不到两

个小时的时间，就走完了全套的
就诊流程。

梁老的女儿之所以会预约陪
诊服务，还颇有一些偶然。自己平
时工作繁忙，又不与二老同住，于
是请了一个保姆帮忙照顾卧床的
父亲。虽然保姆能负责日常家务，
但父亲身体上还留置有胃管、尿
管，保姆不是专业人士，无法完成
换管工作。梁女士只能四处寻找
办法，最终联系到了这家护理平
台，预约了上门服务。

换管能通过上门服务解决，可
去医院的复查怎么办？梁女士无
意间发现这个APP还有一项护士
陪诊的服务，而这正是老人所需要
的。梁老的老伴儿表示，之前很害
怕看诊过程中发生意外，现在有专
人陪诊，万一出现应急情况，就有
专业人士负责了。

除了APP平台，个别与街道
社区合作的养老服务机构也会提
供陪诊服务。北京怡养科技有限
公司的片区负责人袁俊秀介绍，在
公司的服务范围之内，有陪同就诊
需求的老人可以联系公司平台，由
服务组统一安排人员带老人前往
医院。“我们接待过的老人主要有
两种，一是老人自己意识清楚，但
行动不便；二是老人完全不能自
理，家属一个人无法带老人去医
院，需要我们来协助。”

公司员工胡立华，曾经陪同
多位老人去过医院，她所服务的
老人以意识清楚但行动不便的状
况为多。“基本都是到附近的医院
拿药，距离在一两站地、一公里左
右。”每次胡立华会来家中接，临出
门前还会提醒老人带好医保卡、现
金等物品。

因为老人们都需要坐轮椅，路
程也不远，胡立华便一路推着他们

过去。到了医院，她将老人安置
好，便去排队挂号，就诊完毕后再
缴费、取药，送老人回家。费用方
面，该服务政府定价为每小时80
元，从见到老人开始计时，到送回
家中结束，一般在2小时左右，价
格约160元。

除了推轮椅，胡立华也曾接待
过可以自理的老人。“一对老两口，
子女不在身边，阿姨非常怕冷，冬
天出门觉得不舒服，又不放心叔叔
一个人去医院。”

在她看来，陪同就诊除了提供
身体行动上的帮助，还有心理方面
对老人的支持，一定程度上减少了
老人“孤立无援”的忐忑。“比如疫
情期间要扫码，老人弄不明白，我
可以手把手地教。”胡立华坦言，甚
至自己还曾为了一位老人和医院
的人“吵了一架”——对方态度不
是很好，她觉得老人受了委屈，便
上前交涉了一番。

专业护士接送 一趟收费598元陪诊

除了生理扶助 更有心理支持服务

有需求没市场 想找服务挺难痛点

老梁的女儿是通过APP先预约了
护士上门，之后才辗转了解到陪诊服
务。可如果此前没接触过此类APP，
住家附近又找不到提供陪诊服务的养
老机构，该如何找人陪诊呢？家住北
京大兴的刘女士就遇到了这种问题，
而直到现在，她也没能找到一家符合
心意的陪诊公司。

刘女士的父亲早年去世，年过七
十的母亲独自居住，身体和精神状况
都不太好。为了照顾母亲，刘女士请
了一个保姆。母亲身体不适要去医院
时，因为不放心保姆单独带母亲前往，
刘女士只能和单位请假去陪同。

近期，刘女士也关注到了“陪诊
员”的新闻，此前她并未听说过这项
职业。“如果能找专人陪老人看病，
不是也挺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
刘女士在网上搜索了一番，但情况
有些出人意料。她找到了不少陪诊公
司的名字，但想继续寻找官网，却怎么
也找不到。

而在手机应用商店，她也仅仅找
到了几家提供陪诊服务的平台，一问

才知，平台提供服务的范围只覆盖了
外地某些城市，没有涉及北京。而且
从APP的评论数和下载数来看，这些
平台都十分小众，没有哪家已经明显
做出了规模。

在多方查找之下，刘女士终于在
某家政APP中搜到了一些提供陪诊服
务的公司，但这些公司大多都是以“跑
腿”为主业，陪诊仅仅是在业务介绍中
简单提到。打电话过去询问，有的客
服甚至对陪诊的概念都不是很熟悉，
问刘女士是不是打错了。而在收费方
面，这些公司开出的价格也有些超出
刘女士的预料。“有一家车接车送的半
天就要500元，全天要800元。还有的
不提供接送服务，说半天收300元，我
问超过半天怎么收费，客服说她也不
知道。”

“陪诊的人对医院熟悉吗？”面对
刘女士的后续提问，一家公司的客服
甚至表现出了不耐烦，这也让刘女士
颇为震惊，“我只是正常问问题，你都
已经是这个态度，那我怎么舍得把老
人交给你呢？”

仅靠陪诊服务 平台很难存活声音

夏季高温，人们离
不开空调，结果很多偏
头痛患者发作次数增
多，疼痛程度加重，甚至
有人会痛得只能卧床休
息。但通常治疗都是止
痛药，不仅无法根治，还
会出现不少副作用，病
人非常痛苦。

无锡易可中医院脑
病专科学科带头人、上
海曙光医院神经内科原
主任魏江磊介绍，他年

轻时也曾患有严重的偏
头痛，经过临床研究发
现，夏季吹空调冷风是
诱发偏头痛的一个重要
因素。

对此，在2020年 5
月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魏
江磊学术集萃》一书中，
他倡导“活血”新概念，注
重“行气、化瘀、通络”三
合一，尤其善用虫类药治
疗偏头痛、三叉神经痛等
脑病疑难杂症。

此外，魏江磊还要
求药房将现代破壁技
术，与传统工艺结合，制
作传统水丸，改善口感，
方便患者服用，不影响
效果还降低费用。

（江南）

吹空调，偏头痛反复加重
中医新“活血”破解疑难脑病


